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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竞逐灰色地带到备战大国冲突
——美国南海军事战略的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李晨

2010年以来，伴随南海安全形势的升温，美国也多次调整其军事应对

战略。2010年至2014年，美国依然延续后冷战时期的做法，采取保持和加

强军事存在的方式，安抚盟友，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和施压。此后，美国提

出“灰色地带”竞争，采取更为主动的方式，在非战争状态下综合运用军

事、外交、舆论等各种手段，应对不同情况，塑造有利态势。2018年，美

国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出台后，在继续重视“灰色地

带”竞争的同时，美军大力加强基于大国战争准备的常规威慑。

美国当前南海军事战略的调整并不孤立，而是得到其全局战略调整的

支撑。美国国防部已经将集中资源打赢一场大国战争作为军事力量建设的

牵引，并将印太战区视为首要战区。南海是首要战区中的主要方向之一。

相比台海等中美博弈多年的战略方向，双方在南海尚未摸清各自的底线，

缺乏明确的行为规则。同时，美军认为，加强战备也为南海方向日常行动

和“灰色地带”竞争提供更强的保障。缺乏威慑和战备支撑的日常行动产

生的政治效应不断递减；而加强“灰色地带”竞争，就要为可能的升级做

好准备。因此，美军将战备作为南海方向军事战略的牵引后劲十足。

美国着眼大国冲突，已经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并在未来五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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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取得新的进展。一是在海空作战能力建设方面，在奥巴马政府增加亚太

海空力量部署的基础上，美军大力推进针对当前和未来大国战争竞争的尖

端技术和新型武器装备研发、生产和部署。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F-35

战斗机、P-8反潜巡逻机、远程反舰导弹等已经在西太平洋区域部署并形成

战斗力。福特级航母、朱姆沃尔特级隐身驱逐舰、无人舰船等已经服役，

但尚未形成战斗力。高超音速导弹、隐身舰载无人加油机等已经开始测

试。伯克3型驱逐舰也在建造中。到2030年左右，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海空作

战和支援力量将大幅翻新。

二是美军不断在体制上加强网络和外空军兵种的同时，陆军和海军陆

战队在国防战略调整和朝鲜半岛与中东等地区形势变化的背景下，全面对

标第一岛链海空作战需求，加快转型。美国陆军开始重视依托大陆和岛屿

对海远程打击能力的建设，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在2030年部队建设规划中也

强调进一步满足海上作战需求，甚至考虑大幅削减传统的装甲和直升机兵

种，加强对海远程打击和防空能力。

三是美军针对西太平洋的作战概念创新也进入新阶段。陆海空军和陆

战队四大军种都不断完善分布式海上行动、多域行动、快速作战部署等针

对当前亚太大国竞争的作战概念，不仅融合新旧作战力量和外空网电等支

援力量，而且加强跨军兵种的协调。今年3月，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

效仿冷战后期针对主战场欧洲的“空地一体战”作战概念，提出以“联合

火力网络”为核心的印太联合作战概念，融合防空反导、远程精确打击、

联合指挥控制，以及人工智能、云计算、5G等尖端技术构成的枢纽，4月初

又向国会提交题为“重掌优势”的未来五年印太军事需求报告。

美国在南海方向准备大国冲突面临的挑战同样值得关注。南海在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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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并未成为美苏战略竞争，尤其是作战体系竞争的重点方向，与西太平

洋其他大国竞争的重点方向相比，无论是在同盟体系还是在战场建设上，

都存在先天不足。美国在东北亚的同盟体系和美军的前沿部署，长期聚焦

朝鲜半岛、东海和台海等方向作战需求。而在南海周边地区，美国的安全

关系网络和支援体系能够支持美国的军事存在，但并没有做好应对大国冲

突的准备，并且其准备工作受到多方面制约。

第一，美国对华军事动员受到资源制约。美军在后冷战时代享受过压

倒性优势，在当前大国竞争中，也希望投入尽量多的资源，拉大和对手的

差距。特朗普政府数年的国防预算增长，并未满足美军的预期。此外，亚

太美军高级将领发现，亚太始终未出现类似乌克兰危机的能够为国内和国

际动员注入极大动能的突发事件。尽管近年来，美国一再强调印太的主要

战区地位，但美国国防部在乌克兰危机后的欧洲相关专项的拨款高于印太

的局面尚未改变。最后，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也会影响美国下一阶段的军

事动员。

第二，美国目前建立的针对南海的国际安全合作网络难以满足战时需

求。在美国的国际动员下，美国在亚太内外的主要盟友，包括日本、澳大

利亚、英国和法国等，参与南海的军事活动；美国也加强与新加坡、越南

等南海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然而，上述美国的盟友与伙伴都不愿意与中

国爆发军事冲突。其中多数国家与美国的防务关系中，并不包括直接参与

或支援美军在南海的军事行动的义务。菲律宾是唯一与中国在南海有领土

争端的美国盟友，在军事上实力有限，依赖美国的保护，但近年来同样注

重与中国发展安全关系，并且降低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包括南海岛屿声索

国在内的东盟国家都意识到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和推波助澜的风险，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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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选择的时候。因此，美国在南海方向缺乏战时可靠的

帮手，更不可能平时就做好分工，形成部署。

第三，美军难以在南海周边地区进行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战场建设。在

美军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时代，美军依靠前沿部署力量的存在即可掌控南海

的军事态势。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竞争对手具备在主要战略方向和美军

体系抗衡的能力，美军在战时也必须要启动完整的作战体系。美军已经意

识到，面对大国对手，单凭防区外远程打击无法左右战局，联合部队必须

进入战场并且持续作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在战区周边至少要拥有立体

化的态势感知和战勤保障能力。而美军目前针对印太的作战概念中，又高

度重视以陆制海，强调在对手反介入和区域拒止体系内预置陆基远程打击

力量，与区外打击部队配合，拆解对手作战体系。由于美国在南海周边不

拥有领土，战场建设必须在南海周边国家领土上进行。然而，在南海周边

保持现有态势甚至略有改善的情况下，周边国家与美国的战略目标和威胁

评估很难重合，美军的大规模战场建设也不会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美国在加大投入准备南海方向大国冲突的准备，旨在巩固

和增加美国军事优势，加强常规威慑，而不是寻求主动开战。同时，美国

在西太平洋和南海方向的准备工作虽然取得进展，但在短期内无法取得预

期效果。中国仍然能够通过战略制衡来预防冲突。一是与包括美国盟友和

东盟声索国在内的有关各方积极开展安全领域的交流、对话与合作，增信

释疑，管控分歧，并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关各方会

继续支持美国发挥制衡中国的作用，但不会支持和加入美国的对华战争准

备。二是继续加强海上方向军事斗争准备，防止美国重掌压倒性优势，不

断抬高美国在南海方向常规作战的门槛。三是将中美之间的危机管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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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竞争管控，明确底线，防止误判和升级。战略制衡可以使美国无法完成

在南海方向的大国冲突准备，也有利于制约其在“灰色地带”竞争中铤而

走险，并使其日常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和行动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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