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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SHIPS 2000.4 

 美军在亚太地工的兵力部署及其使命 

 平涛  

  美国政界和军方都毫不隐讳地宣布，美国的海外驻军是为了保卫
美国的利益，即加强美国的安全，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和推动海外的
民主事业。在我们看来，美国的海外驻军是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的有力工具。让我们从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具体部署和美国在这一地
区的具体利益来分析美军是如何履行其使命的。 
  一、美军在亚太地区的 
兵力部署 
  据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近期出版的《世界各国兵力对比》披露，
美国在亚太地区共驻军14 08万人，其中在西太平洋地区有9 21万
人，具体部署如下：  

  驻韩国约3 6万人。其中陆军27260人，编有1个陆军司令部，1个
步兵师；空军8660人，编有1个空军师司令部，90架作战飞机。  

  驻日本约3 7万人。其中陆军1530人，编有1个师司令部；空军
14400人，编有1个航空司令部，90架作战飞机；海军6700人，编有1个
舰队司令部(第7舰队司令部)，1个航空母舰战斗大队，1个两栖戒备大
队；海军陆战队14300人(驻冲绳)。  

  驻阿拉斯加约1 7万人。其中陆军6735人；空军9472人，编有1个
空军司令部，作战飞机84架。  

  驻夏威夷约4 6万人。其中陆军1 58万人，编有太平洋陆军司令
部，1个步兵师；空军4605人，编有太平洋空军司令部，作战飞机29
架；海军1 95万人，编有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辖第3、第7舰队)，26艘
巡逻舰艇，7艘潜艇；海军陆战队6100人，编有太平洋陆战队司令部，
1个远征陆战旅。  

  驻关岛6090人。其中空军2090人，编有1个空军联队司令部；海军
4000人，编有1个航空站，4艘舰船和1个陆战队远征旅所需装备。  

  驻澳大利亚800人。其中海军400人，空军400人。  

  驻迪戈加西亚岛900人。主要是海军的5艘舰船和1个陆战队远征旅
所需装备。  

  在海上部署1 3万人。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驻珍珠港)所辖第3、第7舰队共拥有194艘舰艇，其
中潜艇39艘(包括7艘战略导弹核潜艇和32艘核攻击潜艇)、航空母舰6
艘、巡洋舰29艘、驱逐舰17艘、护卫舰12艘和22艘两栖舰船。其常驻
西太平洋的第7舰队(司令部驻横须贺)辖有1个航母战斗大队和1个两栖
戒备大队，共有18艘水面舰艇、3艘潜艇、200多架作战飞机和1个陆战
队师。 

根据美国在全球的三大战略目标，即加强美国的安全、促进美国的经
济繁荣、推动海外的民主事业，美军太平洋总部列举出美国在亚太地
区有五大利益：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民主事业、地区稳定、经济
发展和盟国利益。毫无疑义，维护这五个方面的利益就是美国在亚太
地区驻军的主要使命。怎样实施呢?美国军方制定了叫做“塑造—反
应—准备”的军事战略，就是要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环境，提高对
各种局部战争和冲突的反应能力，准备应付未来难以预测的重大挑
战。在主要作战对象上，转向可能危及美国利益的地区性强国，在亚
太地区主要是朝鲜和中国。在主要作战方向上，以中东和东北亚为重
点，其战略目标是确保21世纪美国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继续称霸世
界，建立在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  

  1 以东北亚为驻军重点，兼顾中东及东南亚，维护其在亚太地区
的经济利益和海上交通线的畅通  

  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共驻军9 21万人，其中在东北亚的日本和韩
国驻军近8万人。在关岛和夏威夷的驻军作为第二梯队，负有支援东北
亚地区作战的使命，可见美国对东北亚地区的重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量一直超过其与欧洲
地区的贸易总量，而东北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中国及中国台湾地区
已成为美国的主要伙伴。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也逐年上升，使美国
十分重视保护其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同时，从
中东经波斯湾、印度洋、南中国海至日本、韩国、美国等地的石油航
线，被视为西方经济的生命线。仅以石油运输为例，日本能源需要量
的67％、韩国的74％、菲律宾的85％、澳大利亚的20％、美国的12％
均需经过这一海上交通线运输。这些国家的其他工业原料和制成品，
也要经过这条航线运进运出。此外，美国至日本、韩国、俄罗斯的太
平洋北航线，美国至日本、韩国、中国、中国台湾、东南亚各国的太
平洋中航线和美国至东南亚及澳大利亚的太平洋南航线都是亚太地区
的重要海上交通线。保护这些海上交通线也就成为美国海外驻军的重
要使命。在冷战时期，每当苏联舰艇从欧洲调防太平洋舰队时，美国
海军舰艇和飞机从好望角一直跟踪到巴士海峡，然后与日本海上自卫
队的飞机和舰艇一道，一直监视苏联舰艇进入海参崴及其他远东港口
为止。美国海军驻日本冲绳和迪戈加西亚的兵力均负有监视和保护这
条海上交通线的使命。为了维护南中国海航线的畅通，美国与菲律宾
于19 
98年签订了“联合部队访问协定”，恢复了在南中国海的大规模联合
军事演习。  

  2 加强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保持对亚太地区形势的干预能力  

  为了保护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美国认为，仅在东北亚地区驻扎
重兵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双边军事同盟，这样才能
保持美国在这一地区有足够的干预形势的能力。为此，美国在东北亚
地区加强了其与日本和韩国的双边军事同盟，又在南太平洋地区加强
了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同盟，美国军方将其称为“双锚”战略，即在东
北亚抛下美日、美韩军事同盟一只锚，又在南太平洋抛下美澳军事同
盟这只锚，就能保证实施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力量这艘战舰稳定形势
的功能。一旦有事，可从南北两个方向进行干预，更好地落实其“塑
造—反应—准备”的军事战略。这就是美国军方的如意算盘。  



  美国认为，虽然它的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但仍面临着许多挑战
和威胁，包括地区性强国(美国称这样的国家为“无赖国家”)为了控
制某一地区或出于政治目的而动用武力，从而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
构成威胁；一些国家发展核、生物和化学武器，也会对美国提出挑
战。经过分析，美国认为，朝鲜、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对美国
的威胁最为现实和直接，俄罗斯和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主要对手，并
据此制订出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战略方针，明确将中东和
东北亚列为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重点地区。为了准备打东北亚这场大规
模的战区战争，美国一方面在日本和韩国共部署了近8万兵力，其第7
舰队的18艘战舰也集中部署在日本的横须贺、佐世保和冲绳地区；另
一方面采取措施加强了与日本和韩国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  

  美日两国首脑于1996年4月签署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
1997年两国又制订出新的《美日防务合作指导方针》，1998年，日本
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三个被称为“战争法案”的相关法案，即《周边
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法》和《美日相互提供物资劳务协定修
改案》。这几个法案不仅扩大了美日安全条约的范围，而且扩大了日
本军队的军事作用和参与海外活动的功能。接着，两国又达成协议，
共同研制和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为了落实美日防务合作指针
和有关的作战方案，美日两国军队每年都要举行十几次联合军事演
习，以提高双方联合作战的能力。其中最大规模的演习每年有两次，
一次是在日本本土及周边海域举行的“利剑”演习，由驻日美军司令
和日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联合指挥。该演习的目的一方面着眼于提
高两国军队控制宗谷、津轻和对马海峡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注重提高
日本军队自身作战能力和支援美军作战的能力。美日两军每一次投入
“利剑”演习的兵力达2万多人，舰艇20多艘，飞机300多架，包括美
国海军1个航空母舰战斗大队。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利剑”演习
的指挥权已归日本军方，在演习中日本军方向美军提供了维修保养、
油料供应等支援。另一次大规模联合演习是在夏威夷附近海区举行的
“环?BR> 平洋演习”，参加演习的有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和澳
大利亚等，美国、日本是主要参演国，美国一般出动1～2个航母战斗
大队，日本一般出动10多艘舰艇、10多架飞机。演习内容多为防空、
反潜和对海攻击。  

  美国与韩国签有《共同防御条约》，1996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
问韩国后，双方的军事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美韩军队每年都要举行
两次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一次是“协作精神”演习，双方参演兵
力达十几万人，包括美韩陆、海、空军，演习地区在韩国全境和黄
海、日本海海域，美军派第7舰队旗舰“蓝岭”号和1个航母战斗大队
及驻韩陆空军参演，韩国三军大部兵力均投入到演习中。另一次是
“焦点透镜”演习，双方投入兵力达数万人，演习地区一般在韩国北
部和相关海区。这两次大规模联合演习均设想朝鲜半岛发生战事，韩
国军队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并要求美军参战，美国则根据《美韩共同
防御条约》除令驻韩美军支援韩军作战外，并迅速从日本、夏威夷和
美国本土派出快速反应部队支援韩国，向朝鲜军队发起攻击，恢复战
前态势。“协作精神”和“焦点透镜”演习可以看作是美韩军队在朝
鲜半岛打一场大规模战区战争的预演。近年来，美、日、韩举行了三
方联合军事演习，更体现出美军在东北亚地区的这一战略企图。 
   
3 干预台湾和南海地区的形势也是美驻亚太兵力的重要使命 
   
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兵力部署虽然以东北亚为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美
军不会对其他地区的形势进行干预。相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
影响的逐步提高，美国战略中遏制中国的成分也在逐步增加，美国对
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的关注程度也在逐步加大。由于美国军事力量的
机动性很强，现代化程度很高，以东北亚为重点部署的美军兵力同样
可以干预台湾和南中国海的形势。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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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间断过对台湾问题的干涉。我军于1996年3月在东海、南海和台湾海
峡有关海域进行军事演习期间。美国派遣“独立”号和“尼米兹”号
两个航母战斗大队到台湾以东海区活动，干涉中国内政。 1999年10月
26日，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通过《强化台湾安全法案》，更加
露骨干涉中国内政。同样，美国对南中国海的形势也表现出极大的兴
趣。美国国会力图通过议案，派兵干预南中国海的形势；90年代中期
以来，美国海军学院每年都要进行模拟中美海军在南海发生冲突的军
事演习；美国加强了与菲、泰、新、马等国的军事合作关系；1999年7
月，李登辉发表分裂国家的“两国论”之后，美国海军“星座”号和
“独立”号两个航母战斗大队开到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暴露出美国对
台湾和南中国海形势均想干预的企图。  

  总之，美军在亚太地区兵力部署的特点是：重点部署、机动作
战、相互支援。力图使亚太地区保持有利于美国的稳定；使美国的安
全利益、经济利益、盟国的利益得到保护；以军事力量支持美国价值
观的推广和外交活动的开展，确保美国在21世纪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
国，担负“领导”世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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