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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体系的构建路径分析

曹筱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 “９·１１”事件后，通过制定《国家海域态势感知计划》及其配套措施，美国采取国家统筹、
自上而下和全政府的方式，构建了完整、全面的海域态势感知体系。 美国“印太战略”提出后，拜登政府

努力构建美国主导的、地区盟友和伙伴参与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网络体系。 美国构建这一体系的路

径主要包括开放式框架和小范围网络两种模式，并通过以下途径提升“印太”海域态势感知能力：增强自

身能力，强化盟伴体系间合作，通过海上军演提升能力和互操作性，以及加强区域内外国家的协调与合

作。 中国应进一步提升自身海域态势感知能力建设，并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新的安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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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中美国对海域态势感知的认知主要指国家级别的海域态势感知。 在“９·１１”之前，海域态势感

知主要由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等机构负责，还未形成国家级别的海域态势感知体系。

海域态势感知（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是各国对海上威胁进行识别预警和维护国

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也是国际社会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 美国

对国家海域态势感知①的重视始于“９·１１”事件后维护美国国土安全的需要。 “印太战略”
提出后，海域态势感知又成为美国加强盟伴体系海上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四国机制”峰会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领导人提出建立“印太海域

态势感知伙伴关系”（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共同维护海上

安全。 美国主导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体系的构建将对“印太”海上安全环境、中国海洋

战略的实施和地区海洋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主要研究美国“印太”海域态势感知实施

路径和手段、制约因素及其地区影响。

一、美国“印太”海域态势感知概念的缘起与发展

美国对海域态势感知的高度重视源于“９·１１”事件。 “９·１１”事件后，海上安全对美

国有了新的意义和紧迫性。 美国认识到其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开放性和脆弱性，开始全面加

强对海洋安全的监管，并构建国家海域态势感知体系。 在小布什总统的主导下，美国迅速

构建了一整套自上而下、全政府、全社会的海域态势感知体系，以维护美国安全。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美国发表《美国国家海洋战略》和 ８ 项配套计划，包括海域态势感知、全球海上情报

１



整合、海上威胁应对、国际协调、海上基础设施恢复、海上运输系统安全、海上商业安全以及

国内支持网络等，其中海域态势感知被认为是其他配套计划的基础。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美国

发布《国家海域态势感知计划》，对海域态势感知的目标任务、指导原则、有效决策、优先任

务、政策落实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 该文件把海域态势感知定义为：“对任何可能影响美

国安全、经济或环境的与全球海洋领域相关事务的有效理解。” ［１］

海域态势感知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国家对海上活动的全面监控和掌握，以应对来自海上

的潜在威胁，确保国家海洋安全、主权完整以及全球经济和安全的稳定。 通过先进的监视、
侦察和探测技术，海域态势感知能够跨越国家海洋边界获取关键信息，为国家安全决策提

供强有力的情报支持。 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域态势感知在不同时期

具有不同的战略重点。 由于全球海洋的广袤性和连通性，加强国家间的海域态势感知合作

成为美国海洋战略的重要部分。
随着海洋领域日益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美国主导的海域态势感知合作不断深化，呈

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至今，美国对海域态势感知的理解已从早期的维护本土安全逐步演

变为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需求。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海域态势感知的重点是防范非传统

安全威胁，确保美国本土安全。 随着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以及特朗普政

府对“大国竞争”的强调，美国对区域海域态势感知能力的建设愈发重视。 拜登政府期间，
美国正式提出并构建了“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体系，标志着这一领域的战略升级。

考察美国发布的官方文件，可以发现美国在“印太”地区布局海域态势感知有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正式提

出“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旨在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共享的海域态势感知架

构，与各国共享信息，共同应对挑战。 美国承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投入 ２． ５ 亿美元用于帮助东

南亚国家提升海上安全能力；加强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协调，以发挥最大效力；主要援助对

象为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２］。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亚太海上

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国正与盟友和伙伴一起实施一项全面的海上安全战略，该战略聚焦

于四个方向：加强美国在海事领域的军事能力，建设盟友和伙伴的海事能力，利用军事外交

降低风险并建立透明度，推进开放、有效的区域安全架构的发展。 报告指出，美国国防部将

开发具备持久作战能力和深度覆盖的情报、监视与侦察（ＩＳＲ）平台，以提升态势感知和早

期监视预警能力①。 在实操层面，美国主要帮助亚太地区盟国和伙伴增强海上安全能力，
特别是“帮助伙伴提升海域领域意识，并建立一个共同的海上作战图景”，以促进对海上挑

战更及时、更有效的地区响应［３］。 ２０１６ 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拨款 ５ ０００ 万美元用于“南海

倡议”（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以提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和泰国的海

洋安全和海域态势感知能力，以及对文莱、新加坡等地区的人员培训［４］。
特朗普政府明确把中国界定为“竞争对手”，突出强调中美关系的竞争性，提出自由、

开放的“印太”战略［５］。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一项

海上战略报告《海上优势：以集成的全域海上力量制胜》，指责中国在南海开展“侵略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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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括采购 ２４ 架 Ｅ － ２Ｄ“海鹰”舰载预警机，未来 ４ 年投资 ９９ 亿美元购买 ４７ 架 Ｐ － ８Ａ 海上监视飞机（许多

将部署到亚太地区），大力发展 ＭＱ － ４Ｃ 无人机系统（该机型于 ２０１７ 年实现在美国印太地区的首次部署）。 参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Ｕ．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ｕｇｕｓｔ １５，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ｇｏｖ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１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ｓ ／ ＮＤＡＡ％
２０Ａ － Ｐ＿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０８１４２０１５ － １３００ － ＦＩＮＡＬＦＯＲＭＡＴ． ＰＤＦ．



上行动并试图重塑国际秩序，认为美国应发展和整合一支现代化、全域海上力量，强化与盟

友和伙伴的合作对抗“中国威胁”，确保美国的全球投射能力和制海权，削弱中国在印度洋

和太平洋的海上能力，维持美国无可匹敌的海洋霸权地位。 报告认为，美国应投资于新兴

技术，扩大其从海底到太空，跨越海洋、沿海地区和海岸地区，以及在信息、网络和电磁频谱

等领域的优势，扩大和形成信息决策优势，提升海域态势感知能力［６］。 ２０１９ 年美国国防授

权法案第 １２５２ 条款把“东南亚海事安全倡议”扩大为“印太海事安全倡议”（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其援助范围从南海扩展到印度洋地区，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被

列为重点援助国家，印度有资格获得增量拨款［７］。
拜登上台后，海域态势感知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内容。 美国把太平洋岛国纳

入“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体系，并加强印度洋 － 东南亚 － 太平洋海域态势感知的整合。 拜

登政府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提出要与太平洋岛国合作“提升海洋安全以保

护渔业，建立海域态势感知并提供培训和咨询” ［８］。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在美日印澳“四国机制”
峰会上，四国提出共建 “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 四方表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提

供一个近乎实时、综合的、具有成本收益的海域态势感知图景”，以提高合作伙伴跟踪“暗
船”、应对气候变化和人道主义灾难以及保护渔业的能力［９］。

拜登政府还联合盟伴加大对太平洋岛国、印度洋区域、东南亚的战略投入。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英国发起“蓝色太平洋伙伴”（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Ｂｌｕｅ Ｐａｃｉｆ⁃
ｉｃ）计划。 该计划旨在通过加强与太平洋岛国伙伴的合作，提高各国海域态势感知和海上

执法能力，保障太平洋岛国的独立和主权。 此后，加拿大、韩国和德国作为合作伙伴加入该

计划［１０］。 此外，美国已经与 １３ 个太平洋岛国签署双边“随船观察员协议”（Ｓｈｉｐｒｉｄｅｒ）①，以
加强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太平洋岛国的海上执法合作。 在印度洋地区，美国扩大与印度及印

度洋地区信息融合中心合作，加强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和包容性蓝色经济以及海上安全等

关键优先事项上的合作。 在东南亚，美国继续通过区域海事安全计划，通过军事援助、人员

培训和部署美国海岸警卫队资产及人员，帮助东南亚国家提升海域态势感知能力。
从美国发布的情况通报来看，美日印澳四国将加强对现有四个区域融合中心②的信息

共享支持，通过自动识别系统和射频技术为地区国家提供信息。 这些数据属于非机密的商

业信息，可以分享给其他成员。 四国的信息共享还扩展到太空领域，四国将交换卫星数据，
共享以太空为基础的民用地球观测数据［９］。

二、美国构建“印太”海域感知体系的主要路径和手段

“印太”海域态势感知计划自 ２０２２ 年提出以来，进展有限。 美国国务院在 ２０２３ 年“印
太战略”实施一周年简报中仅简单提及，“该倡议（ＩＰＭＤＡ）将提供技术和培训，支持提升并

共享海域态势感知能力，以促进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１１］。 ２０２４ 年美

国发布的“印太战略”实施两周年简报中提到，美国与帕劳签订《随船观察员协议》，以加强

海域意识；通过“东南亚海事执法倡议” （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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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筱阳：美国“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体系的构建路径分析

①

②

１３ 个太平洋岛国是：库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基里巴斯、瑙鲁、帕劳、马绍尔群岛、萨摩亚、汤加、图瓦卢、
瓦努阿图、斐济、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

这四个中心分别是位于印度的信息融合中心、位于新加坡的信息融合中心、位于所罗门群岛的太平洋岛国

论坛渔业署和位于瓦努阿图的太平洋融合中心。



ｔｉｖｅ），美国为东南亚国家 ８５０ 多名海事执法人员提供了培训；在南亚地区，援助 ６５０ 万美元

用于打击非法捕鱼的能力建设，包括证据处理和模拟审判，以加强海上安全能力和打击海

上犯罪［１２］。
“印太”海域态势感知计划雄心勃勃，但实施的路径并不清晰。 为“印太”海域提供共

享、持续和近乎实时的共同作战图景所需的资金和人力物力资源来自何处，将以何种方式

主导这一进程，美国并没有作出明确说明。 海域态势感知体系包括四个基本过程，即数据

的搜集、融合、分析和发布。 数据的搜集主要来自商业卫星数据或机密信息，数据来源和渠

道的敏感性通常需要不同层级的保密性。 数据分析包括人力分析、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

方式，经过分析后的数据成为情报，可以在盟友和合作伙伴之间共享。 但由于政治不信任

或技术不兼容，这一渠道并不畅通［１３］。
（一）“印太”海域态势感知的实施路径
通过文献分析，本文认为实现“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主要有美国主导的开放式海域态

势感知和小范围机密级海域态势感知两种模式。
１． 美国主导的开放式“印太”海域态势感知

美国将“海洋视野”（ｓｅａ ｖｉｓｉｏｎ）作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能力建设的首选平台，鼓励

合作伙伴尽可能广泛使用。 “海洋视野”因具备整合政府和商业数据的能力，得到美国交

通部的 Ｖｏｌｐｅ 中心和美国海军的开发支持，而被美国委以重任［１４］。 而且，“海洋视野”是一

种低成本的可视化和管理工具，能够快速添加并关联多个数据源以满足各种任务需求。 通

过该平台，用户可以查看船舶的位置和移动信息，使用高级筛选和搜索功能查询大量数据。
其数据来源主要有：船舶自动跟踪识别系统（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合成孔径雷达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Ｒａｄａｒ）、海上安全与安保信息系统（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①、海岸雷达（Ｃｏｓｔａｌ Ｒａｄａｒ，来自参与国的岸基海上雷达网络）、光电卫星

数据（Ｅｌｅｃｔｒｏ⁃Ｏｐ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ｅｒｙ）和来自商业合作伙伴的射频（Ｒａｄａ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数据等。 目前

有 １００ 多个国家使用“海洋视野”平台。
美国鼓励合作伙伴将现有数据或能力导入“海洋视野”，而不对合作伙伴额外部署系

统，这样可以减少伙伴国的培训、人力和维修负担［１４］。 美国也对该平台进行了改造，以最

大限度地满足伙伴国的不同需求，并把最先进的技术纳入该平台。 美国鼓励合作伙伴访问

现有平台内外部数据，并鼓励双向数据共享，重点关注互操作性。 这一点在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版

《美国国家海域态势感知计划》更新的附录《非机密国际海洋领域意识能力建设工具的跨

机构战略方法》中做了详细说明。 把这一附录纳入最新版《国家海域态势感知计划》是依

据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海事安全跨机构政策委员会的指示做出的［１４］。
２． 小范围机密级海域态势感知

小范围机密级海域态势感知形成传统军事意义上的“共同行动图”，涉及基于高科技

传感器的情报收集和战场态势感知，用于精确作战行动［１３］，其数据通常通过敏感技术手段

获得，仅在盟国间通过机密渠道分享。 如随着中美竞争不断加剧，美国对中国的认知越来

越负面，美国联合盟友进行在台海和南海作战的兵棋推演和战争准备，他们之间的情报共

享就属于这一类。

４

２０２４ 年 南 海 学 刊 第 ６ 期

① 海上安全和安保信息系统为美国交通部开发，是一个自由共享、非机密、近乎实时的数据收集和分发网络，
其成员共享来自 ＡＩＳ 的数据。



“印太”海域态势感知是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合作的重点，南海和太平洋海域是其重

点区域①。 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四国致力于为地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但未来不排除四方

在海域态势感知方面采取更紧密的措施，使四方在集体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走深走实。 澳

大利亚美国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建议四方在海域态势感知、反潜战、后勤、国防工业合

作和海上能力建设五个领域开展更一体化的合作，建立四方共同的作战图景，以实现海上

集体防御。 但实现集体行动面临诸多障碍，其中，主要障碍是印度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

之间缺乏互惠准入安排和复杂情报共享协议；政治和地缘战略因素也制约着四方集体防御

的进程和速度［１５］。 为深化四方合作，预计未来美国将更多地推动与印度的防务合作和军

事协调。
从效率来说，双边或小多边的机密分享更有针对性，障碍更小，更具实战意义。 就应对

台海危机来说，美日菲、美日澳、美菲澳和美日菲澳等小多边在海域态势感知领域的合作值

得密切关注。
（二）提升“印太”海域态势感知的主要手段
为提升“印太”海域态势感知能力，美国利用高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全方位提升自

己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通过双边、小多边和区域层面的合作等方式，提升共同的海域感

知能力；通过海上联演联训等方式提升互操作性和加强域内外国家协调。
１． 提升尖端军事能力与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

拜登政府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把“一体化威慑”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ｔｅｒ⁃
ｒｅｎｃｅ）视为其战略的基石。 “一体化威慑”是指美国联合盟友和伙伴，实现跨部门、全领域、
全政府的创新、协调与合作，最大限度地整合与发挥各方优势，从而起到震慑对手的作

用［１６］。 具体而言，“一体化威慑”包含“一体化”和“威慑”两个方面，“一体化”是指美国盟

友及伙伴国的政府机构在规划、协调和运作上实现协同配合；“威慑”意味着在所有领域

（包括陆海空天网）和所有冲突频谱（常规、核武和“灰色地带”）中建立一支可靠的战斗力

量，以威慑来自中国“步步紧逼”的威胁和来自俄罗斯的“严重威胁” ［１７］。 海域态势感知为

“一体化威慑”理念的实施提供情报信息保障，是“一体化威慑”的基础。
美国的优势横跨空中、陆地、海洋、太空和网络领域，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战略态势感知

能力［１８］。 几十年来，美国利用广布的间谍飞机、水面舰艇、潜艇、卫星和无人机网络对亚太

地区进行长期的监视和侦察。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能力最强的间谍飞机，也称为信号情

报飞机。 美海军 ＭＱ － ４Ｃ 无人机，具备在 １７ ０００ 米高度滞空 ３０ 小时以上的能力，能够在

２４ 小时内勘测 ７００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或陆地，具有多功能、全天候、全时段侦察监视能

力［１９］。 该机型自 ２０２０ 年在 “印太”地区部署以来，极大地提升了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全

天候、全时段的海域态势感知能力。 美国大多数顶级战斗舰及潜艇，都具备执行信号情报

任务的能力。 美国正开发可从鱼雷发射管发射的小型水下飞行器，以增强对海底环境的全

面感知能力［１８］。 此外，人工智能算法、机器学习等新技术的发展，使美国情报分析能力更

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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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筱阳：美国“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体系的构建路径分析

①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举行领导人峰会，会后发布的声明提到：通过“印太”海域态势感知，四
方正在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海事机构提供近乎实时、集成和具有成本收益的海域数据，并将在未来几个月扩大

到印度洋地区合作伙伴。 参见 Ｑｕａ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Ｍａｙ ２０，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ｍ． ｇｏｖ． ａｕ ／ ｍｅｄｉａ ／ ｑｕａ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实现真正的“一体化威慑”，美国需要与盟友及伙伴国共享敏感信息，共同研究和生产

尖端技术，并建立安全的供应链。 近年来，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盟友共同进行尖

端武器的研发，提升同盟的威慑力。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美国进行国事访

问，双方宣布一系列合作计划，美日同盟迎来成立以来最重大升级［２０］。 美日宣布双方将加

强国防工业合作，成立工作组，并共同开发和生产尖端技术，包括导弹以及美国海军舰艇和

空军飞机。 美英澳三国也在“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加大高科技合作，发展深空先进

雷达能力和“具韧性”的人工智能、利用 ＡＩ 算法进行大数据处理，以求更快和更准确地追踪

中国潜艇［２１］。 目前，美英澳三方正考虑与日本在量子计算、高超音速、人工智能和网络技

术等一系列先进能力和技术领域展开合作［２２］。
２． 强化以美国为中心的盟伴体系间合作

“印太”海域态势感知计划为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提供了海上合作的框架。 该计划的

重点是监测“印太”地区海洋空间，确保海上交通线安全，并为地区国家提升海上能力建设

提供支持。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对东南亚国家、太平洋岛国提供海事安全援

助，帮助他们提升海域感知能力，应对海盗、自然灾难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所谓的中国

“灰色地带战略”挑战。
东南亚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连接地带，是中美竞争的焦点，与东盟国家进行海上安全

合作是美国“印太”外交的重点。 ２０２２ 年，在美国 － 东盟峰会上，美国宣布对东盟提供 ６ ０００
万美元用于新的区域海事计划，大部分计划由美国海岸警卫队主导。 美国海岸警卫队将向

“印太”地区部署资产并派遣更多人员，包括在美国驻东盟使团派驻一名官员；美国海岸警

卫队将在东南亚和大洋洲部署一艘巡逻艇，以进行安全合作，并作为培训平台；美国海岸警

卫队退役快艇优先向东南亚国家移交，以提高其海上执法能力；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海岸警

卫队将首次在该地区派遣一支培训小组，扩大其对东南亚海事执法机构的支持，帮助东盟

国家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鱼”（ｉｌｌｅｇａｌ， ｕ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ｆｉｓｈｉｎｇ） ［２３］。
美国也增加了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安全介入，主要介入方式包括建设雷达站和海军基

地进行海上军事部署；扩大海上联合军演；通过签订双边“随船观察员协议”，加强美国海

岸警卫队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执法；把太平洋岛国论坛渔业局监测中心和太平洋融合中心纳

入“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在“非法、未报告、无管制捕鱼”问题上渲染中国“威
胁” ［２４］。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日本提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ＳＡ），向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对象国军队或武装力量无偿提供卫星通信系统、监视雷达、
巡逻艇等军事装备，提升受援国的军事能力。 ＯＳＡ 既是日本提升地区影响力的手段，也为

“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体系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日本在 ＯＳＡ 框架下向菲

律宾转让价值 ４００ 万美元的海岸雷达设备，为孟加拉国提供 ４ 艘雷达艇。 １２ 月又分别向马

来西亚和斐济拨款 ４ 亿日元用于其海军购买巡逻艇和其他设备［２５］。 ２０２４ 年，日本提升

ＯＳＡ 金额至 ５０ 亿日元，对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蒙古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吉布提 ６
个国家提供援助［２６］。

澳大利亚历来是太平洋岛国的重要海上安全伙伴。 由澳大利亚资助建立的太平洋融

合中心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在瓦努阿图开始运作，主要聚焦非法捕鱼、毒品走私、人口贩运和气

候变化等问题。 澳大利亚通过“太平洋海事安全计划”（Ｐａｃｉｆｉｃ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对太平洋岛国提供海事安全援助。 该计划是一个包括能力建设、基础设施、维修、培训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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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一揽子计划，旨在加强 １６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 １５ 个太平洋岛国和东帝汶）的海上安

全。 该计划代表澳大利亚对该地区未来 ３０ 年的承诺，包括为 １２ 个太平洋岛国和东帝汶交

付 ２２ 艘“卫士级”（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 ｃｌａｓｓ）巡逻舰，提供海事技术、通信管理课程培训以及全域综

合空中监视［２７］。
海域态势感知也是美印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重要议题。 印度通过引进美国 Ｐ８ － Ｉ 海

上巡逻机、ＭＨ －６０Ｒ 海鹰无人机和 ＭＱ － ９“守望者”无人机，显著提升其海军在海上监视

和执行关键任务的能力。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美国和印度在外长、防长“２ ＋ ２”会议上签署《地理

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 （Ｂａｓ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这是美印继签署《一般军事信息安全协议》 （２００２ 年）、《后勤交流协定备忘

录》（２０１６ 年）、《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２０１８ 年）之后的第四个基础性协议。 该协议是美

国与亲密伙伴签署的为数不多的基本协议之一，将有助于美印两国军队之间共享高端军事

技术、地理空间地图和机密卫星数据，使美印防务合作达到准盟友级水平。 双方还签署海

上信息共享技术协议（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使两国在海洋领

域的信息和情报共享变得更为便捷［２８］。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美印举行“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
（ＩＣＥＴ）首次会议，国防创新和技术合作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之一。 在“印太”海域态势感

知框架下，美印将把情报分享和援助印度洋沿岸国家的能力建设作为未来合作的重点［２９］。
３． 通过海上军演检验海域感知能力和提升互操作性

美国在“印太”海域一直通过联合军演、联合巡逻等方式提升地区国家的海域感知能

力。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美国和东盟举行首次海上演习，该演习旨在加强海域意识和海上资产跟

踪等方面的互操作性［３０］。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美国和菲律宾主导了迄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年
度联合军演，法国首次派兵参加，包括日本、印度尼西亚等 １４ 国派观察员观摩本次演习。
演习的内容包括海上安全、防空和导弹防御、网络防御、信息战、反登陆演习、击沉演习等，
演习区域涵盖菲律宾吕宋岛和巴拉望岛，公然针对中国［３１］。 美国还借机首次在菲律宾吕

宋岛部署射程达 １ ６００ 千米的“堤丰”陆基导弹。 “马拉巴尔”（Ｍａｌａｂａｒ）是美日印澳四国共

同举行的大型年度海上军演，演习涵盖海上拦截行动、反潜战、两栖作战、反海盗行动等广

泛的内容，目的是提升四国海军的互操作性。
４． 加强与区域内外国家协调

国家协调是指通过召开一系列域内外国家之间的“一轨”和“一轨半”会议，就共同目

标、合作领域、合作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形成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 例如美国曼彻菲尔德

基金会（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 年召开由海事领域从业者和学者组成的工作组会议，讨
论在南海建立更高效的海域态势感知。 该基金会召集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和越南

五个国家的十位专家，就整合分散的海洋态势感知信息、利用新兴技术和大数据获取信息、
加强五国合作进行研讨。 其目标是增进五国对海域态势感知的共同理解，推动更有效的跨

国合作应对海上挑战［３２］。 ２０２０ 年６ 月，欧盟在《欧盟海上安全战略》的基础上，制定了升级

版的“关键海上航线”倡议，即 ＣＲＩＭＡＲＩＯ ＩＩ（２０２０—２０２４ 年） ①，旨在推动欧盟与南亚和东

南亚国家开展跨产业、跨机构和跨区域合作，以及开拓更安全的海上交通线。 该项目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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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欧盟的海上安全倡议 ＣＲＩＭＡＲＩＯＮ Ｉ（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通过建立 ＩＯＲＩＳ 平台进行信息共享、能力建设和培

训，增强了西印度洋的 ＭＤＡ。 由于 ＣＲＩＭＡＲＩＯ Ｉ 成功，欧盟决定扩大该项目的地理覆盖范围，通过 ＣＲＩＭＡＲＩＯ ＩＩ
（２０２０—２０２４ 年）实施执法能力建设活动，以实现连接印度 －太平洋的雄心。



于增强与区域信息融合中心、国家海事行动中心、国家海事信息共享中心、区域行为体以及

在“印太”活跃的第三国（如印度、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的合作与互补性［３３］。
（三）美国构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的制约因素
“印太”海域态势感知计划提出将近两年，进展有限。 究其原因，是这一框架本身面临

一些制约因素和现实的困难。
１． 中美博弈产生选边站的困境，地区国家表现谨慎

在东南亚国家中，菲律宾近年来与中国在仁爱礁不断发生摩擦，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合

作日益紧密。 但相当多的国家更关注经济发展，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印太”海域态

势感知要成功运作，美日印澳四方必须考虑多种因素，照顾地区国家的关切。 这个计划应

该是包容性的，而不是遏制中国的工具［３４］。 “印太”海域态势感知如果主要为地区提供公

共产品，而非搞阵营对抗，那么更可能成功。
２． 美国是否能持续地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投入资金和人力有待观察

“印太”海域态势感知网络体系是个宏大的计划，虽然目前有国际组织、商业机构广泛

介入，但要达成决策参考目标的“印太”海域实时、精确的“共同图景”，还需要必要的基础

设施建设和人才建设。 日本和澳大利亚在援助地区国家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努力，但是地区

国家在信息共享、能力建设和协同行动中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美国是否继续投入资金

还有待观察。
３． 海域态势感知与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矛盾

两者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对海洋信息收集与监视活动的不同理解和应用上。 海域态势

感知的关键特征是创建可在邻国间共享的可操作情报，在共享信息以促进航运安全的需要

与保护情报来源以确保国家安全的需要之间保持平衡，是一个难题［３５］。 海域态势感知对

国家主权的侵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海域态势感知涉及大量数据收集，包括海洋环

境、船舶动向和其他敏感信息，这涉及数据隐私权和国家安全等问题；海洋态势感知活动如

军事侦察、调查或监视，若未经该国许可，可能被视为对主权的侵犯；一些海洋态势感知活

动可能会被视为军事侦察和间谍活动。 “印太”海域态势感知活动进行广泛的信息搜集不

可避免地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各国会谨慎权衡。
对于实力弱小的国家而言，他们对主权更加敏感。 例如，出于对主权的考虑，海上东南

亚国家更愿意进行协调海空巡逻，而不是联合行动，这也是他们邀请或容忍大国提供任何

援助的重大障碍［３５］。
此外，更高层级、紧密的合作涉及机密信息和渠道，甚至涉及国家主权，对参与国也是

个考验。 虽然目前“印太”海域态势感知分享的情报大多来自非机密信息，但要产生可操

作的情报通常需要机密或敏感信息。 应用机密或敏感信息时，查找、修复、跟踪和定位能力

会大大加强，因而需要加密操作［３６］。 各国对其自主权相当敏感，做决策时会相对谨慎。
４． 各国的战略目标并不一致，从而制约了合作

“印太”地区不同国家对海域态势感知的目标和侧重点存在显著差异，这反映了各国

的国家安全需求，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战略的不同，以及对区域安全环境理解上的差异。
美国更具有全球视野，聚焦与中国的海上竞争，其侧重点更关注“印太”地区联合态势感

知，以制衡中国。 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家，更关注自身海洋权益或主权归属。 东南亚

国家、太平洋岛国和印度洋沿岸小国等作为实力弱小的一方，在维护自己权益的同时，避免

成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 各国多样化的利益和目标影响着合作的步调和进程。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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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构建 “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体系对中国的挑战

拜登政府推动构建“印太”海域态势体系，有应对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人道主义救

援、恐怖主义、非法捕鱼、海盗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挑战的一面，但其实质是加强对中

国海上活动的监控和塑造中国的负面形象，谋求绝对的海上霸权和海洋治理的主导权。 美

国的一系列行动不仅挑战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也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一）对中国海洋战略实施、海上维权施加挑战和压力
美国在“印太”地区构建横跨印度洋、东南亚和太平洋的海域态势感知网络，加大对中

国的海上侦察与监视，使中国在海上的行动变得透明。 美日印澳四国以此为契机推动更紧

密的情报合作和分享，四国在“印太”地区的协同性和互操作性将大大增强，这对中国实施

海洋强国战略和维护自身海洋权益形成挑战和制约。 美国联合盟友不断增加在太平洋岛

国的军事存在，强化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战略部署和联动，将对中国海军走出第一岛

链形成日益紧密的钳制。
２０２３ 年以来，菲律宾在仁爱礁不断侵权，引发中菲关系紧张。 美国为菲律宾提供道义

支持、中国船只的信息以及在中菲海上对峙时派巡逻飞机为菲律宾撑腰打气［３７］。 美国以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争议海域为“诱饵”，助长了菲律宾的冒险行为。 美国还

联合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在南海水域举行海上军演，加强对中国的威慑。 在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干预下，南海问题不断“国际化”，使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复杂化。
近年来，美国海岸警卫队在亚太海域活动的频次逐步提高，规模不断扩大。 拜登政府

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扩大海岸警卫队在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

的存在与合作，聚焦培训、部署和能力建设，提升海域态势感知能力［８］。 美国通过“随船观

察员协议”加大在太平洋岛国的海上执法行动，未来也可能与南海沿岸国家签署该协议，在
南海争议海域开展海上执法行动。 这不仅是对中国正常渔业活动的干扰，也将大大提升发

生海上冲突的风险，并将成为影响南海海上安全形势的重要隐患。
（二）使东海、南海、台海三海联动的可能性加大
拜登上台后，高度重视联盟和伙伴的作用，将深化同盟体系内部的合作作为优先事项，

构建小多边战略合作，加强联盟的集体行动能力。 ２０２３ 年以来，美国强化美日、美菲双边

同盟，在此基础上推动美日韩、美日菲、美日澳菲等小多边军事合作，加强联盟的集体行动

能力。
小马科斯上台后，美菲同盟关系迅速强化［３８］。 菲律宾对美新开放 ４ 个军事基地，承诺

扩大和全面加速实施《加强防务合作协定》。 菲律宾允许美国使用的 ９ 个基地中，有 ６ 个直

接面向台海或南海，这一部署为美国提供了监控台湾海峡和南海的有利条件，增强了美国

的监视和威慑能力。 美菲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和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在南海进行两次联合巡逻。 菲律

宾是“第一岛链”中实力较弱的国家，美国通过军事援助、培训和联合演习等活动，增强其

军事实力。
同时，以美菲同盟强化为基础，美日菲“小多边”走向机制化。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美日

菲在华盛顿举行首次峰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公开点名中国在南海“危险和攻击性行为”以
及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索为“非法”。 三国表示对东海局势“严重关切”，强调支持和平解

决台湾问题，承诺加强协调，通过“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等平台推进多边海域态势

感知合作［３９］。 美日菲宣布建立三边海洋对话机制，增强协调和集体应对，加强海岸警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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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合作，其中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鱼”是合作的重点［４０］。
美国强化美日菲、美菲澳、美日菲澳等涉海小多边合作，在“印太”海域打造针对中国

的遏制和包围圈，一方面加大对中国的“一体化威慑”，提高中国的行动成本以吓阻中国；
另一方面，美日从供应链、粮食安全等多个角度提升菲律宾的综合能力，旨在为未来可能的

台海冲突做准备［４１］。 随着美国联盟体系内部的互动与合作不断深化，东海、台海和南海问

题“三海联动”的可能性加大，增加了中国和平解决东海、南海和台海问题的难度。
（三）美国以“非法、未报告、无管制捕鱼”为抓手，通过舆论战抹黑中国，恶化中国

的国际形象，制衡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美国国会研究处发表一份研究报告，批评“中国是对非法、未报告和无管

制捕鱼负首要责任的国家” ［４２］。 拜登总统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签署一份关于“非法、未报告和无管

制捕鱼和相关劳工虐待”的备忘录，虽未直接点名中国，但明显针对中国［４３］。 美国揭露中

国在渔业领域的“恶意行动”是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美国认为，揭发竞争对手的“恶意行

为”会给对方带来声誉损失，并激起国际社会的抵制［６］。 美国放大和扭曲“非法、未报告和

无管制捕鱼”问题，离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削弱中国在海洋治理领域的话语权［４４］。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美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防务合作协定》和海上安全协定。 根据协

议，双方将就“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鱼”、贩毒、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非法运输等海上威

胁加强合作；通过“随船观察员协议”，增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执法能力，提高整体海域意

识［４５］。 与南太平洋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地理位置最优越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安全

协议，被视为“美国的胜利”，以平衡 ２０２２ 年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国家签署安全协议的影

响［４６］。 美国在南海地区和太平洋岛国以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鱼”为借口，散布虚

假信息，“污名化”中国渔船。 其目的是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强化自身在该地区的

军事存在和部署，巩固第二岛链战略布局，进而对中国形成威慑和制衡［４７］。 美国在南海地

区和太平洋岛国以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鱼”为旗号，散布虚假信息，“污名化”中
国渔船，其目的是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强化美国在第二岛链的军事存在和部署，形
成对中国的威慑和制衡。 美国的一系列行动不仅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区影响力，对地

区和平稳定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四、结　 语

海域态势感知能力与新兴科技、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和太空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是当

前及未来各国统筹海上战略博弈、提升各自经略海洋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作为海域

态势感知能力建设的率先提出者，将其作为在“印太”地区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重要“抓
手”，特别是拜登政府具体提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试图联合盟伴，构建一个动

态的、对广阔“印太”海域进行监视的网络和平台，以维护海上霸权。 这既部分迎合了地区

国家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需求，更满足了美国自身遏制和围堵中国的图谋，对此，中
国应高度重视。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习近平主席针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关于推进海洋态势感知能力

建设、提高网络空间防御能力等的汇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是国家战略

体系和能力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主动，
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要突出发展重点，
抓好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有关战略和规划落实，要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海洋权益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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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海洋经济发展，提升经略海洋能力［４８］。 我们一方面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国家海域态

势感知能力建设，形成自上而下的国家级统筹规划，加强海域态势感知相关部门的协调与

机制建设，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与区域国家的合作，提升中国在海域态势感知领域提供公共

产品的能力和在海洋治理方面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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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筱阳：美国“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体系的构建路径分析



［１８］Ｍａｒｋ Ｊ． Ｖａｋｅｎｃｉａ，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ａｃｅ ｆｏｒ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ｒｉｓｋｓ ａ ｎｅｅｄｌｅｓｓ ｃｌａｓｓ（Ｍａｙ １４，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ｍｐ． ｃｏｍ ／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１３３３２９ ／ ｕｓ⁃ｃｈｉｎａ⁃ｒａｃ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ｓｏｕｔｈ⁃ｃｈｉ⁃
ｎａ⁃ｓｅａ⁃ｒｉｓｋｓ⁃ｎｅｅｄｌｅｓｓ．

［１９］《ＭＱ － ４Ｃ 海神无人机渐成美海军亚太电子侦察主力》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ｓｐｉ．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ｔｆｘ ／
１７０５６１１５１１ 。

［２０］《拜登岸田发表联合声明 美日同盟迎史上最重大升级》（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ｚａｏｂａｏ． ｃｏｍ． ｓｇ ／ ｒｅ⁃
ａｌｔｉｍｅ ／ ｗｏｒｌｄ ／ ｓｔｏｒｙ２０２４０４１１ － ３３６８３９９。

［２１］《美英澳推进高科技合作，拟利用 ＡＩ 追踪他国潜艇》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ｚａｏｂａｏ．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ｓｔｏｒｙ２０２３１２０２ － １４５３７８８。

［２２］《美英澳考虑通过 ＡＵＫＵＳ 与日本展开先进科技合作》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９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ｚａｏｂａｏ．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ｓｔｏｒｙ２０２４０４０９ － ３３４６７２８。

［２３］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Ｕ． Ｓ． ⁃ＡＳＥＡ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ｍｍｉｔ 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Ｍａｙ １２，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
ｆｉｎｇ⁃ｒｏｏｍ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１２ ／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ｕ⁃ｓ⁃ａｓｅａ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ｕｍｍｉｔ⁃ｉ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 ．

［２４］陈晓晨：《美国海洋战略转变背景下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海洋安全介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１ － １４１ 页。

［２５］孟晓旭：《日本友军支援框架意在钳制中国》，《世界知识》，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第 ３２ － ３４ 页。
［２６］Ａｎｒｉ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Ｊａｐａｎ Ｅｙｅｓ ６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ｉｄ ｉｎ Ｆｉｓｃａｌ ２０２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８，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ｓａ⁃

ｈｉ． ｃｏｍ ／ ａｊ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１４９９１３４２．
［２７］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ｇｏｖ． ａｕ ／ ｄｅｆｅｎｃ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 ｐａｃｉｆｉｃ⁃ｅｎ⁃

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８］Ｉｎｄｉａ⁃ＵＳ： ＢＥＣ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８，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ｉｍｒｍｅｄｉａ． ｉｎ ／ ｉｎｄｉａ⁃ｕｓ⁃ｂｅｃａ⁃

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ｅｎａｂｌｉｎｇ⁃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 ．
［２９］Ａｍａｎｄａ Ｔｈａｋｋｅｒ，Ｕ． Ｓ． ⁃Ｉｎｄｉ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ｃｔｏｂｅｒ ８， 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ｓｉｓ． ｏｒｇ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ｕｓ⁃

ｉｎｄｉａ⁃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３０］ ＡＳＥＡＮ⁃Ｕ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ｅｇ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ａｃｏｍ． ｍｉｌ ／ Ｍｅｄｉａ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Ｖｉｅ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９５０８１４ ／ ａｓｅａｎ⁃ｕ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ｂｅｇｉｎｓ⁃ｉｎ⁃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
［３１］《美菲“肩并肩 － ２０２４”：赤裸裸的挑衅推演》（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ｓｐｉ． ｏｒｇ ／ ｚｈ ／ ｎｏｄｅ ／ ５８６。
［３２］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 Ｓｐａ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５，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ｆｄｎ． ｏｒｇ ／ ｂｌｏｇ ／ ｐｏｌ⁃

ｉｃｙ⁃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
［３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Ｒｏｕｔｅｓ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ｒｉｍａｒｉｏ． ｅｕ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２１０９２０⁃Ｃｒｉｍａｒｉｏ⁃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ＥＮ⁃ｆｉｎａｌ． ｐｄｆ．
［３４］Ａｈａｎａ Ｒｏｙ，Ｑｕａｄ’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ｄｒｉｖｅ ｎｅｅｄｓ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ｂｕｙ⁃ｉｎ（ Ｊｕｌｙ ４， ２０２３） ，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ｉ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３ ／

０７ ／ ｑｕａｄ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ｄｒｉｖｅ⁃ｎｅｅｄｓ⁃ｂｒｏａｄｅｒ⁃ｂｕｙ⁃ｉｎ ／ ．
［３５］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ｍ． ａｓｅａｎ． 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Ａｎｎｅｘ⁃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ｏｒｕｍ⁃ＣＳＩＳ⁃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ｏｎ⁃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５ｔｈ⁃ｉｓｍ⁃ｏｎ⁃
ｍｓ． ｐｄｆ ．

［３６］刘洪良：《印度海域感知体系建设及制约因素》，《南亚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７１ － ８７ 页。
［３７］Ｇｒｅｇｏｒｙ Ｐｏｌ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ｓ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ｗａ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Ｍａｒｃｈ １５，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２０２４ ／ ０３ ／ １５ ／ ｃｈｉｎａ⁃ｌｏｓ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ｗａ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 ．
［３８］曹筱阳：《美菲同盟的强化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第 ８５ － １０４ 页。
［３９］Ｊｏｉｎｔ Ｖｉｓ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ｐｒｉｌ １１，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ｒｏｏｍ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４ ／ ０４ ／ １１ ／ ｊｏｉｎｔ⁃ｖｉｓ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ｏｆ⁃ｊａｐａｎ⁃
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 ．

［４０］《日本、菲律宾和美国领导人联合愿景声明》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ｉｎａ． ｕｓｅｍｂａｓｓｙ⁃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ｃｎ ／ ｚｈ ／
ｊｏｉｎｔ⁃ｖｉｓ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ｏｆ⁃ｊａｐａ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

［４１］Ｇｒｅｇｏｒｙ Ｂ． Ｐｏ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ａｐｈｅｔ Ｑｕｉｔｚ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Ｕ． 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Ｊａｐａｎ Ｔｒｉａ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２，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ｃｓｉ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ｐｒｏｄ． ｓ３． ａｍａｚｏｎａｗｓ． ｃｏｍ ／ ｓ３ｆｓ⁃ｐｕｂｌｉｃ ／ ２０２４⁃０２ ／ ２４０２１２ ＿ Ｐｏｌｉｎｇ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 Ｔｒｉａｄ． ｐｄｆ？ 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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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ＳＬｎｎ７ｌｎＣＩｇ９ｏＡｂ３ＦＣＴＲ３ＸＷＡｍｏＭＷＰ＿ｍＦ．
［４２］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Ａｐｒｉｌ １２，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ｃ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ｇｏｖ ／ ｐｒｏｄｕｃｔ ／ ｐｄｆ ／ Ｒ ／ Ｒ４７０６５．
［４３］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ｎ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Ｕ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Ａｂｕｓｅｓ（ Ｊｕｎｅ ２７，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ｒｏｏｍ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 ａｃ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７ ／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ｏｎ⁃ｃｏｍｂａ⁃
ｔｉｎｇ⁃ｉｌｌｅｇａｌ⁃ｕ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ａｎｄ⁃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ｆ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ｌａｂｏｒ⁃ａｂｕｓｅｓ ／ ．

［４４］楼春豪、王宠：《美国强化印太海域态势感知的新动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３５ －
４３ 页。

［４５］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Ｓｉｇｎ Ｎｅ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Ｉｌｌｉｃｉｔ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ｙ ２２，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ｐａｐｕａ⁃ｎｅｗ⁃ｇｕｉｎｅａ⁃ｓｉｇｎ⁃ｎｅｗ⁃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ｌｌｉｃｉｔ⁃ｔｒａｎｓ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

［４６］Ｄａｎｉｅｌ Ｈｕｒｓｔ，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Ｓ ｉｓ ａ Ｗｉｎ ｆｏ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ｆｏｒ ｎｏｗ（Ｍａｙ ２３， ２０２３）， 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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