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軍按地理區域劃分6大司令部
司令部

太平洋司令部
(PACOM)

歐洲司令部
(EUCOM)

南方司令部
(SOUTHCOM)

中央司令部
(CENTCOM)

北方司令部
(NORTHCOM)

非洲司令部
(AFRICOM)

成立年份

1947年

1947年

1963年

1983年

2002年

2006年

轄區

亞太地區、美國西
岸海域及南極洲大陸
等，涵蓋36個國家

歐洲、地中海地
區、俄羅斯、格陵蘭
島及北極地區

墨西哥以南的拉丁
美洲、中南美洲，加
勒比海

中東、中亞地區，
包括伊朗、伊拉克、
阿富汗、埃及、巴基
斯坦等國

美國本土、阿拉斯
加及加拿大等

非洲

職能

與地區國家合作促
進安全及阻嚇侵略，
必要時作出軍事回應

與北約及夥伴國家
合作，應對歐洲、中
東及亞歐接壤地區國
家的安全及防務需要

透過與地區國家合
作，促進美國本土安
全

促進區內國家合作
及發展，應對危機

在「911」襲擊後設
立，主要負責美國本
土安全，同時統領北
美 防 空 司 令 部
(NORAD)

加強非洲國家軍力，
保護美國的地區利益，
同時與各國加強反恐合
作，防止恐怖組織勢力
在區內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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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作戰全球一體化
參聯會9大司令部 轄區職能不同

中 國
2015年11月27日(星期五)

美軍政軍令分離
視中國為假想敵

美軍全球司令部美軍全球司令部((地域型地域型))

北方司令部
編制︰約1,200人
（軍事和文職人員，
僅少量常駐軍隊）

加拿大

美國

南方司令部
編制︰約1,200 人
（軍事和文職人員）

格陵蘭

歐洲

中央司令部
編制︰約 1.7 萬至
2.5萬人（統轄軍隊
及其他人員）

非洲司令部
編制︰約2,000人
（軍事和文職人員）

歐洲司令部
編制︰約6.7萬人
（統轄軍隊及
其他人員） 太平洋司令部

編制︰約30萬人（統
轄軍隊及其他人員）

俄羅斯

澳洲

歐洲司令部

阿拉斯加阿拉斯加

北方司令部北方司令部 加拿大加拿大

格陵蘭格陵蘭

南極洲

南極洲

中國

美國在總統轄下設有參謀長聯席會議(「參聯會」)，
參聯會主席直接向總統負責，向總統、國家安全委

員會、國防部長等提供軍事意見。參聯會設在國防部架
構內，由主席統領，成員包括陸海空三軍參謀長(海軍為
作戰部長)、海軍陸戰隊司令及國民警衛局局長等。

太平洋司令部內再劃分
參聯會以下設有中央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歐洲司
令部、非洲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及南方司令部等6大戰
區作戰司令部，以及戰略司令部、特種作戰司令部及運
輸司令部等3個按功能劃分的專業職能性司令部。各司
令部管轄的地域、擔負的職能完全不同，因此內部架構
亦不同。
中央司令部、歐洲司令部、特種作戰司令部及運輸司

令部，均由聯合參謀部加軍種組成。太平洋司令部及戰
略司令部則不一樣，前者內部機構更加多樣，還設有二
級聯合作戰司令部及常設聯合特遣司令部；戰略司令部
則沒有軍種組織司令部，而是按核子、太空和網絡等不
同領域設立機構。南方司令部及非洲司令部由於受作戰
任務及編制員額等因素影響，參謀機構沒有單獨作戰部
門，亦沒單獨的後勤部門。

改革需法理 免主觀隨意
美軍司令部的改革需要有相應的法理依據，避免主觀
隨意性。而隨着國際戰略形勢和軍事技術變化，先後成
立南方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及非洲司令
部，多與核戰略形勢的重大變化有關。

■美國國防部網站/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網站/
Global Security網站

非洲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參聯會)是
國防部對美軍實施作戰指揮的機
構，屬美軍作戰指揮系統，下轄各
聯合司令部和特種司令部。參聯會

既是總統、國防部長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軍事諮
詢機構，也是總統和國防部長向聯合司令部和特
種司令部發佈作戰命令的軍事指揮機關。

參聯會成員包括主席和三大軍種參謀長(海軍為
作戰部長)。參聯會主席是美軍最高軍事長官，同
時是總統和國防部長的首席軍事顧問。參聯會下
設聯合參謀部和國家軍事指揮中心，負責處理日
常事務和指揮作戰。美軍設9大聯合司令部，是
直屬國防部的美軍高級作戰指揮機構。美國三軍
部隊除執行特別勤務者外，均編入某一聯合司令
部。一旦發生重大緊急情況，各聯合司令部即可
指揮被編入部內的部隊作戰。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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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阿拉斯加

美國軍方近年作出多項重大部署，包括「重

返亞太」、從阿富汗和中東等地撤軍、增兵非

洲反恐，以及擴大在北約邊境駐軍制衡俄羅斯

等，由國防部制訂的「全球一體化作戰」框架

概念，擬訂涉及的策略和動員。美軍共設有9

個聯合作戰司令部，其中6個是按地理劃分的

戰區司令部，另外3個則是按功能劃分的專業

職能司令部。

美軍設有3個以功能為基礎的司令部，分別是特種作
戰、運輸及管理核武的戰略司令部。近年網絡攻擊不斷
增加，美國前國防部長哈格爾亦承認這是國家安全「最
大威脅」，當地開始有聲音要求從戰略司令部分拆網絡
部門，獨立成為「網絡司令部」。

或蹈「太空司令部」覆轍
網絡司令部成立後，可望一如1987年成立的特種作戰
司令部，演變成全球網絡攻防重要一分子。不過亦有聲
音憂慮網絡攻擊潮未必持久，新設司令部的作用或於短
時間內大減，重蹈1985年成立「太空司令部」的覆轍。
時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前年曾指，目前未
有打算成立網絡司令部，但數年後或有需要設立。
美國空軍前網絡戰成員希利指出，現時美國處於裁軍
潮，新增司令部將引起極大關注，國防部必須審慎行事，
又警告成立新司令部無助改善網絡保安。美國著名智庫布
魯金斯學會客席研究員華萊士認為，當局需解決網絡司令
部與其他司令部的協調問題，並界定其實際職能及權力，
才能於未來數年成立網絡司令部。 ■《星條旗報》

美國國防部前年為了削支，計劃把美
軍全球6個地區司令部縮減至4個，包括
解散非洲司令部，由歐洲及中央司令部
瓜分；並合併南方及北方司令部。《美
國國防新聞周刊》評論指，地區司令部
職能可由國防部取代，應全數予以廢
除，只保留以功能為基礎的司令部。
地區司令部作用主要是聯絡負責區內

的各國，統籌軍事資源、人道救援及實
際作戰，起初設有4大區域，其後分拆出
北方及非洲司令部，共僱用逾1.5萬名員
工。不過，北方司令部的反恐任務早獲
國民警衛軍、國土安全部及其他情報機
構執行；歐洲司令部亦因承平日久，有
空閒資源及時間參與策劃非洲的行動。

要納稅人「埋單」
地區司令部角色也十分模糊，以作戰

為例，各地美軍理應由地區司令部統
籌，實際上卻直接向華府負責，亦能輕
易接觸聯合參謀部取得資源；地區司令
部作為權力機構的存在，亦打亂美國在
相關區域的民間項目，例如貿易代表及
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等。此外，地區
司令部為求取得更多資源，往往把區域
事件說成影響美國國家安全，要求大量
部隊及軍備，結果是要華府和納稅人
「埋單」。

■《美國國防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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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戰指揮

美
媒
：
地
區
司
令
部
功
能
不
清
應
縮
減

網戰威脅增
擬新設「網絡司令部」

美國在冷戰後沒因「一國獨大」而沾沾自喜，而
是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分析可能出現的新威脅，利
用資訊科技優勢提倡創新，推進軍事轉型，並將提
升軍隊戰鬥力作為根本目標，圍繞如何提高聯合作
戰能力，從而打贏下一場戰爭。經過改革後，美軍
的軍政及軍令系統已經分離，並在2012年將中國視
作戰略調整中的新對手，提出「重返亞太」戰略，
將軍事部署向亞太傾斜。

60%海空兵力部署「重返亞太」
美國軍事轉型始於

1997年，首先從教育、
制度、人事管理等方面
創造良好環境，幫助軍
人更新觀念，為改革鋪
路。美軍一直保持強烈
憂患意識，「心中始終
有敵人」，以此追求軍

事絕對優勢。2012年，總統奧巴馬與時任防長帕內
塔聯合簽發「防務戰略指南」，指長遠而言，中國
將有潛力影響美國經濟及安全。美國為此提出「重
返亞太」戰略，將60%海空兵力部署到亞太。
美軍針對指揮系統臃腫等問題展開改革，已建立

高效指揮體系。軍政及軍令系統分離，換言之是
「養兵」與「用兵」分離，軍政系統由總統、防長
及軍種部長等組成，軍令系統則由總統及防長透過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與戰區司令部等組成。中國軍
事專家樊高月指，「一旦開戰，戰區司令是唯一指
揮官，對作戰勝敗承擔責任」，減少軍令系統層
級，有效提升美軍指揮效率。
美國一向重視海軍和空軍，兩大軍種在整體兵員

中佔較大比例，近年裁減兵員集中在陸軍及海軍陸
戰隊。同時，美軍又根據未來威脅，大力發展核
武、太空、網絡等戰略威懾力量，務求在國防預算
大幅削減下，仍能維持戰鬥力。

■綜合報道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直接向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直接向
總統負責總統負責，，向總統向總統、、國家安全委員國家安全委員
會會、、國防部長等提供軍事意見國防部長等提供軍事意見。。

■■參聯會成員包括海陸空三軍參謀長參聯會成員包括海陸空三軍參謀長。。

■F18戰機

美國總統

奧巴馬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鄧福德鄧福德
美國國防部長美國國防部長

卡特卡特

中東

南美洲

■■航空母艦航空母艦「「羅斯福羅斯福」」號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