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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海盗演练。随后不到一年，中国和美国2013年8月又在亚丁湾举行了联合演习，

比上一年的演练更加深入。这些行动被视为 2014 年行动的重要预演，这一年中

国海军将首次参加美国领导的“环太平洋”（RIMPAC）演习。该演习是世界上最大

规模的国际海战演习。

在最近一波积极互动中，反海盗合作在中美军事领导人之间的几乎所有高层

会晤中屡被提及，这并非巧合。双方认识到，非传统海上安全是一项美国、中国

和全世界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亚丁湾的经验凸显了这一现实。那么，美国和中

国如何从亚丁湾护航中提取经验教训，并用于指导未来的反海盗或其他旨在保障

全球海上通道的非传统安全行动呢？或许，对美国和中国来说，最重大的经验是，

双方需要创造性地展开合作，发现每一项挑战及其产生环境的特征，并采取相应

的方法来保障海上通道。

随着中国全球海上商业和战略利益的持续扩展，这一点将变得尤为重要。例

如，当前中国有 80% 的进口油料和 30% 的进口铁矿石须经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

峡的海上航道输入。亚丁湾的海军部署表明，中国拥有对全球范围的非传统海上

安全威胁作出反应的成熟的能力。同样，中国在执行亚丁湾任务中所面对的后勤

费用和挑战，也证明了北京打击那些危及其海外经济、政治和人员安全的海盗和

其它海上威胁的坚定承诺。大多数海盗肆虐的区域都有沿岸国家应对能力薄弱这

一共同特点。未来，在其它本地能力不足以保障海上通道安全的地区，美中两国

将会被期待继续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五、结 论

美中两国海军亚丁湾合作的最重要方面，不在于直接打击海盗的可观收益，

而在于双方联手合作，为保障 21 世纪海上通道免遭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侵扰而奠

定基础。与此前的海洋大国关系如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不同，非传统

海上安全及其与海上通道的直接关联，为美国和中国提供给了一个建立海上信任

的不容错过的重大机遇。

（本文仅反映作者的个人见解，而非美国海军或任何美国政府机构的政策或判断）

（邓好雨 译  于铁军 校）

亚丁湾的反海盗行动，包括美国和中国及其他许多国家海军的合作，是一个

保障海上通道（SLOCs）的国际合作的成功案例。美中两国海军在打击海盗方面的

合作有何优势和缺点？其在亚丁湾护航的经历能为中美在其他海域保障海上通道

的联合行动提供何种经验教训？围绕上述问题，本文拟对美中两国反海盗行动的

方式、双方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反海盗合作的性质、亚丁湾护航案例为未来美中管

理海上公域提供的经验教训，以及对双边合作的指导原则的启示等进行考察。

一、海盗威胁海上公域：中美同舟共济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美国、中国和其它国际社会成员面对着愈发严峻的非传

统海洋安全挑战。尤其是海盗问题，既是对国际海上交通稳定的最大威胁，又是

国家以互补方式保障全球公域的成功案例——其中一个重大理由，乃是虽然各国

（如美国和中国）抱有深刻的战略互疑，但海盗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究其本质来

说是非政治性的。海盗给各国经济、政治和战略所带来的成本是相似的，尽管其

影响程度因该国对特定区域中国际海上商事的依存度而异。这一挑战蕴含着无可

否认的共性，确乎是美中两国在打击海盗方面厕身同舟的理由。

就经济方面而言，海盗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所有依赖海上贸易的国家的支出。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  艾立信（Andrew S.  Eri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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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向而行，潜力可观

——面向未来的中美亚丁湾海上通道安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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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独立力量则主要在单边条件而非在多国反海盗力量，如第 151 联合特混舰

队 (CTF-151)、北约的“海盾行动”（Operation Ocean Shield）或欧盟海上力量（EU 

NAVFOR）的指挥基础上行动。

中国的独立行动地位，使其海军能够以自身喜欢的方式来实施反海盗行动：

倚重旨在慑阻海盗的相对低风险的护航，而非主动搜寻、对抗、捕获并将其绳之

以法。它使中国既成为某种海上公共物品的独立供应者，又不被看作是又一个在

以西方为中心的安全机制下直接采取行动的国家。

尽管采取一种独立的途径，过去五年间中国相对谨慎的策略并未阻碍它为亚

丁湾的安全作出有意义的贡献。它们也没有阻止中国和该地区其它反海盗海上力

量（如美国海军）之间进行具有积极意义的协调；中国海军曾与包括美国在内的

超过 20 个国家进行了信息协同，与参与亚丁湾行动的有关国家建立起“高度信

任的伙伴关系”。

三、美中在亚丁湾合作的性质和范围

美中亚丁湾合作的平台灵活有效，敏感度低，使双方的反海盗合作受益匪浅。

作为一个自愿性的多国反海盗信息分享机制，“共享信息与降低冲突”会议（Shared 

Awareness and Deconfliction, SHADE）支持多边武装力量和独立供应者自主参与。考

虑到中国和西方传统海军之间目前直接协同可能存在的安全障碍，SHADE 的模式

创新在一个西方和非西方两大阵营在全球公域如何互动、共存尚不明确的时期，

实现了双方安全资产的结合。众多合作迹象表明，中国海军是一支可以与别国携

手追求“综合安全”概念的新兴力量。

尽管最近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美中亚丁湾的反海盗合作在很多领域仍有待

加强。例如，考虑到过去五年间双方部署在亚丁湾的大量船员和特种部队，低层

级的交流本应更加频繁。此外，与美国的合作只是中国打击海盗国际合作的一个

方面。就打击海盗而论，美国和中国理应欢迎任何形式的多边合作。不过，两国

可能应该在共同打击海盗的行动中培育某种更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为未来

处理海上公域和海上通道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奠定权威性的基础。

四、对未来美中非传统海上安全合作的经验教训

对双方来说，亚丁湾行动中最可见的经验教训或许是，双方认识到确定共同

利益和挑战并相应地保持经常性的对话的重要性。当前许多项目都具有加强美中

军事联系的潜能，反海盗是其中之一。海盗作为一种对海上安全的普遍威胁，使

得中美双方都决心下力气联手铲除。2012年9月，中国海军第12批护航编队的“益

阳”号导弹护卫舰和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温斯顿·丘吉尔”号联合进行了双边

直接成本可以是人质赎金和被掠货物，而间接成本则包括而不止于与公共和私人

保安、商船改道、海盗保险和犯罪起诉等相关开支。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经济，

数十年来在关键能源和物质资源方面高度依赖稳定的海上航运。作为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中国在海事诸领域极富活力；作为一个新兴的海洋国家，中国有 90% 的

海上贸易依赖于五条战略海上通道。未来二十年，中国对境外油料进口的依赖可

能还会有大幅度的提高；因海上通道阻断而花费的成本也将相应提升。

除具体的经济动机外，华盛顿和北京对反海盗部署的政治得失也进行了仔细

的权衡。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向亚丁湾及附近海陆地区提供安全资产，其成熟的

存在使之肩负着区域安全事务领导权的期待。而对中国而言，其内部和外部的政

治需求已令其持续参与亚丁湾的反海盗行动。

现代海盗在过去二十年间的兴起，为美国和中国及其他海上伙伴提供了一

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去培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军队

之间的合作。那么，迄今为止各方的表现如何？反海盗合作在哪些方面尚可加

强，且能应用于将来海上公域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对迄今为止中美在亚丁湾的合

作——特别是在远海的合作——进行分析，能为在近海议题争议不断的美中双方

建构海洋共识并开展军事对话注入新的动力。未来的非传统安全任务将有助于美

中军事关系的再平衡，而两国海军由于其所处的位置，将会在这一重新调整中发

挥主要作用。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反海盗行动和中美两国反海盗的方式

亚丁湾行动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现代史上首次“常态化”地向海外

派遣海军，执行功能性而非表现性的多年度任务。自2008年12月起，在超过五年、

多达 600 次的护航任务中，中国海军的反海盗护航舰队已巡护悬挂中外旗帜的商

船近 5500 艘。

尽管在近海议题上有重大战略摩擦，中美两国仍能实现海上合作——亚丁湾

反海盗行动因这一前所未有的特点而显得非常重要。然而，这仅是两国各自在该

区域国际合作的一个方面。在讨论中美双边反海盗合作时，要注意到两方各自在

国际反海盗合作中的总体做法。

中国海军的反海盗行动明显有别于美国以巡逻为中心的多边行动。尽管其护

航最初限于保护悬挂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旗帜的船只，中国最终开始向悬挂外

国国旗的船只提供安全通行服务。在中国迄今所巡护的船只中有近 60% 挂外籍。

对美中两国合作而言也许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海军乃是作为“独立”的供

应者之一向亚丁湾提供反海盗资产的。尽管对打击索马里海盗有所贡献的大部分

国际海军都在多边机制的支持下行动，中国、印度、日本、马来西亚、俄罗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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