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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中軍事合作關係的發展與影響 

蔡明彥＊ 

摘  要 

俄國與中國軍事合作關係的發展，具有戰略、政治、經濟與軍事

的意涵。冷戰結束後，俄國在面臨內部經濟惡化與外部北約東擴的壓

力下，開始推展與中國之間的軍事合作關係。俄國透過邊境地區信心

建立措施與中國緩和雙方長期以來的軍事緊張，對亞太區域穩定具有

正面意義。但俄國軍售中國、協助中國推動軍事現代化、並與中國舉

行大型傳統聯合軍事演習，則對區域穩定帶來不確定因素。俄國在尋

求維持國防工業運作與提升區域影響力的前提下，未來可能持續發展

與中國間的軍事合作關係。值得注意的是，面臨歐盟解除對中國武器

禁運的潛在競爭壓力，俄國原先對中國武器與技術出口的管制，似已

出現鬆動的跡象。一旦歐盟取消對中國的武器禁運，中國與俄國進行

軍購談判的籌碼將會提升，俄、中軍售關係可能由「賣方市場」轉為

「買方市場」。俄國為確保中國的武器市場，已開始放寬對中國的武

器與技術出口管制。俄國如毫無設限地出口武器裝備至中國，不僅將

提昇中國武力投射能力、改變解放軍作戰觀念，也會對區域現有軍力

平衡造成衝擊。俄國在與中國發展軍事合作的過程中，應將地緣政治

與區域安全因素列入考量，評估中國與周邊國家、俄國與周邊國家、

以及中國與俄國之間權力關係的可能變化。過度依賴俄、中軍事合作

凸顯俄國區域影響力，不僅將使俄國與其他區域國家的合作關係出現

疏離，也將限制俄國在東亞國際關係的外交與戰略操作空間。 

 
關鍵詞：俄中軍事合作；解放軍現代化；武器交易；信心建立措施 

                                                 
＊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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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冷戰結束後，俄國與中國這兩個長期敵對國家的雙邊關

係，出現重大變化，雙方的政治關係從「關係正常化」、「睦鄰

關係」、升溫到「戰略伙伴」。在雙方政治關係逐漸熱絡的情況

下，兩國在軍事領域也開始發展密切的合作，並反映在兩方面：

一是透過「信心建立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

與裁軍，化解兩國自冷戰時期以來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對峙；另

一是推動武器交易、科技合作與聯合軍演，發展軍事領域的全

新合作。 
 
俄、中的軍事合作關係已構成中國推動軍事現代化的重要

基礎，隨著中國國力的崛起，俄、中軍事合作的推展不僅關係

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未來走向，也對東亞安全情勢的發展形成重

要的影響。 
 
本文的研究重點，係探討冷戰結束以來俄國與中國軍事合

作關係的發展，同時分析兩國軍事合作關係對區域安全造成的

影響。研究內容主要包括四個部分：一、探討冷戰結束後，俄

國與中國發展軍事合作的政治基礎，瞭解導致雙方發展軍事合

作的背景因素；二、分析俄、中軍事合作的主要內容，掌握雙

方軍事合作的發展趨勢；三、評估俄、中軍事合作關係對東亞

區域安全造成的影響；四、提出綜合分析做為本文結論。 
 
 
 
 
 



俄中軍事合作關係的發展與影響 

3 

貳、 俄、中軍事合作的政治基礎 

國與國之間推動軍事合作關係，涉及敏感的國家安全與國

防安全議題，故雙邊關係必須具備穩定的政治基礎，方能在軍

事領域發展出緊密的合作。俄國與中國之間的軍事合作關係亦

不例外，在雙方軍事合作關係的發展過程中，兩國政治關係經

歷幾次重大轉變，從 1980 年代末期的「關係正常化」、到 1990
年代初期的「睦鄰關係」、再到 1990 年代中期「戰略伙伴」關

係的建立。 
 
俄國與中國推動雙邊關係正常化，始於 1980 年代中期。

當時蘇聯領導人戈巴契夫（Mikhail S. Gorbachev）在上台後，

推動所謂「新思維」外交路線，試圖改善蘇聯與西方國家之間

的關係，使冷戰的對立氣氛逐漸緩和。戈巴契夫提出「新思維」

的概念，主要包括：優先發展國內經濟；維持穩定和平的國際

環境；透過多極與互依的國際環境，促進蘇聯國家利益；處理

國際關係時，降低意識型態與軍事手段的操作。1當戈巴契夫全

新的外交思維應用到亞洲地區後，為當時蘇聯與中國雙邊關係

的改善帶來新的可能性。中國軍方在 1986 年對國際安全情勢提

出全新的評估，認為「世界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已大幅降

低」。21989 年 5 月 18 日，戈巴契夫訪問北京與中國領導人鄧小

平舉行高峰會，雙方同意透過和平手段解決爭議，並決定解決

影響雙邊關係發展的「三大障礙」，為兩國的關係正常化開啟新

                                                 
1 Allen Lynch, “Changing Soviet Elite Views 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Frederic J. Fleron, Jr., Erik P. Hoffmann and Robbin F. Laird (eds),  
  Soviet Foreign Policy: from Brezhnev to Gorbachev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Inc.,  
  1991), p.388 and pp. 394-400. 
2 “Shift in China’s Strategy for Building Armed Forces Shows New Evaluation of World    
  Situation,” FBIS-CHI, 18 February 1986, p.W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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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3 
1991 年 12 月 31 日蘇聯瓦解後，俄國與中國持續推動雙邊

關係正常化，雙方的合作主要反映在兩國的邊境貿易、邊境劃

界談判與邊境裁軍等議題。在俄國與中國發展「睦鄰關係」的

同時，雙方在戰略層面的共同利益開始浮現，兩國的共同安全

關切植基於對美國在冷戰後推動單極世界體系的疑慮，並對美

國在歐洲與亞洲地區加強與其區域盟友的防衛合作關係感到不

安。4 
 
俄國方面認為，美國於 1994 年 1 月與北約聯合宣布將在

歐洲地區推展「和平伙伴」（Partnership for Peace）計畫，對俄

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當時俄國外長柯茲烈夫（Andrei Kozyrev）

便指出：北約推動東擴計劃，顯示美國與北約仍將俄國視為「真

實敵人」（real enemy）。5根據「和平伙伴」計劃，北約將分階

段進行東擴，逐步把中、東歐國家納入北約運作，俄國擔心如

此一來其自二次大戰後在歐洲建立起的安全緩衝防衛機制將遭

到破壞，同時俄國在歐洲地區將面臨嚴重的國際孤立。6俄國在

歐洲逐漸喪失傳統地緣政治地位的同時，若能與亞洲崛起強

權—中國發展更緊密的合作關係，一來可爭取中國在反對北約

東擴議題上的外交支持，取得俄國在歐洲遭西方國家孤立的心

                                                 
3 在高峰會後，中、蘇發表聯合聲明，同意解決雙邊關係的「三大障礙」，包括：蘇 
  聯宣布越南將自 1989 年 9 月從高棉撤軍；蘇聯將自蒙古撤出蘇聯駐蒙古百分之七 
  十五的軍隊；以及雙方同意針對降低邊界地區駐軍進行談判。請參閱 “Sino-Soviet  
  Joint Communique,”  Beijing Review, 29 May - 4 June 1989, p.11. 
4 中、俄雙方對國際情勢的共同關切，陳述在兩國於 1994 年 9 月發表的聯合公報。 
  請參閱 “Full Text of Sino-Russian Joint Statement,” FBIS-CHI-94-172, 6 September  
  1994, pp.21-22. 
5 Andrei Kozyrev, “Partnership or Cold Peace?” Foreign Policy, No. 99 (Summer 1995),  
   p.11. 
6 Sergei Rogov,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Partnership or Another  
  Disengage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7 (1995), p.7; A. F. Klimenk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haracter of Future Military Conflicts,” Military Thought  
  (Moscow), Vol. 6, No. 1 (1997),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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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補償，二來可透過俄、中伙伴關係的建立，改善俄國在亞洲

地區的影響力。7 
 
相對於俄國對北約東擴的憂心，中國則擔心美國會運用優

勢的經濟與軍事能力，壓制中國國際上逐漸崛起的政治與經濟

地位。8根據解放軍副總參謀長熊光楷的分析，中國欲建設「具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一定會出

現矛盾與鬥爭。9中國的分析家也指出，美日安保在冷戰後不但

沒有終止、反而持續加強運作，主要係針對中國而來；中國如

欲反制美日安保，必須與區域內的其他大國合作，加強中、俄

雙邊關係，不僅可增加中國推動「反霸」的外交籌碼，也可防

止美國在亞洲地區拉攏俄國、孤立中國的可能性。10 
 
俄國與中國在國際戰略層面的共同關切，使雙方在 1990

年代發表多次「聯合公報」，主張國際社會應朝「多極化」的方

向發展，同時也應防止任何國家追求霸權地位、推行集團政治

或是操縱國際事務。11基於對美國國際支配地位的共同關切，

俄、中雙邊關係具備共同戰略利益，雙方的合作也開始由戰略

層面「外溢」到軍事層面。 

從俄國的角度來看，與中國發展軍事合作可達多重目標，

                                                 
7 Anatoly Boliatko, “Military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Prospects of  
   Russian-Chinese Strategic Interaction,” Far Eastern Affairs (Moscow), No.3 (1997),  
   pp.55-56; Elizabeth Wishnick, Mending Fences: The Evolution of Moscow’s China  
  Policy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129. 
8 “CPC Decided on Its International Archenemy,” FBIS-CHI-94-016, 25 January 1994,  
  p.5. 
9 熊光楷，國際戰略與新軍事變革（北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年），頁 9。 
10 梁月槐主編，外國國家安全戰略與軍事戰略教程（北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 
   年），頁 73；樓耀亮，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年），頁 220。 
11 “Full Text of Sino-Russian Joint Statement,” FBIS-CHI-94-172, 6 September 1994,   
   pp.21-22; “Russia and China Issue Joint Statement,” SWB, SU/2596, 26 April 1996,  
   p.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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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俄國國家利益，其中包括： 

 
一、 透過軍事合作，穩定雙邊關係：蘇聯瓦解後，俄國全力挽

救國內經濟，並尋求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俄國認為軍

事合作可構成俄、中雙邊關係的重要支柱，兩國在軍事與

科技領域的合作可成為雙方政治與戰略友好關係的重要

表徵。12 
 
二、 緩和邊界情勢，減輕財政負擔：1990 年代俄國國內經濟條

件持續惡化，導致軍事預算下滑，維持冷戰時期遺留下來

的龐大部隊，成為俄國財政上的沈重負擔。1996 年，俄國

總統葉爾欽（Boris Yeltsin）為減輕軍隊開銷，對軍隊進行

大規模重組，宣布裁軍 100 萬人的計劃。俄國在此背景下

與中國進行邊界裁軍談判，不僅可降低俄、中邊境地區的

軍事對峙，也符合俄國推動全面裁軍的國防政策規劃。13 
 
三、 出售中國武器，維持國防工業運作：蘇聯解體後，俄國軍

工業面臨嚴重財務危機，國內外主要的武器買家在冷戰結

束後紛紛流失。根據俄國國防工業的統計，1993 年俄國軍

方訂單僅佔俄國國防工業產能的 10-15%；由於武器訂單減

少，導致俄國國防工業面臨嚴重的財務危機，據估計約有

二成的國防企業近乎破產，另有四成以上的軍工企業面臨

嚴重生存問題。14因此，俄國積極尋求拓展國際武器市場、

                                                 
12 “Full Text of Yeltsin's Address, and Answers to Questions, at Press Conference,”  
   ITAR-TASS, 19 December 1992, in SWB, FE/1569, 21 December 1992, p.A1/4;  
   “Sino-Russian Joint Statement on Relations,” Beijing Review, 22-28 December 1997,  
   p.10. 
13 “Address of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oris Yeltsin to the Leaders of the  
   Russian Armed Forces on May 29, 1996,” Military News Bulletin, Vol.5, No.6 (June  
   1996) , pp.3-6. 
14 “Glukhikh Reports on Defense Industry’s Conversion,” ITAR-TASS, 7 December  
   1993, in SWB, SU/1871, 14 December 1993, p.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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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新的武器買家，在 1990 年代極欲推動軍備現代化的

中國，被俄國國防工業視為最具潛力的武器出口市場之

一。15 
 
四、 利用俄中軍事合作，提升俄國區域影響力：中國國力自

1990 年代以來維持穩定成長，導致亞洲國家開始注意「中

國崛起」的潛在效應，並將關注重點放在中國軍事現代化

的發展動態。俄國出售武器給中國、協助中國推動軍事現

代化，可展現俄、中兩國之間的「準同盟」關係，發展與

亞洲崛起強權之間的軍事合作，有助於增加俄國在東亞地

區的外交籌碼，並提升俄國的區域影響力。16 
 

另一方面，中國在冷戰結束後也基於國家利益的考量，尋

求與俄國發展軍事合作關係。對中國而言，推展中、俄兩國緊

密的軍事合作關係，可為中國帶來的利益包括： 

 
一、 塑造穩定環境，推動經濟發展：1990 年代以來，中國領導

人一直延續鄧小平的經改政策，並將塑造有利國內經濟發

展的外在穩定環境，視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優先任務。17為達

此目標中國積極尋求與周邊國家改善關係，與俄國針對邊

境地區信心建立措施與裁軍事宜進行協商，符合中國整體

外交政策的規劃。 
 
 
                                                 
15 “Russian Defense Industry in Crisis,” ITAR-TASS, 26 March 1992, in SWB,  
   SU/1341, 28 March 1992, p.C2/2; Alexander A. Sergounin and Sergey V. Subbotin,  
  “Sino-Russian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A Russian View,” in Ian Anthony (ed.),  
   Russia and the Arms Tra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01. 
16 Rajan Menon, “The Strategic Convergence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Survival,  
   Vol.39, No.2 (Summer 1997), p.110. 
17 Li Peng,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Beijing Review, 12-18 April 1993,  
   p.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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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裁減邊界駐軍，節省軍事開銷：冷戰結束初期，解放軍的

兵力規模大約維持 300 萬人，地面部隊大約為 230 萬人，

其中有 3/4 的部隊部署於中、蘇邊境地區，如此龐大的兵力

部署造成中國軍事支出的一大負擔。18中國與俄國針對邊境

地區信心建立措施與裁軍問題進行談判，在國防資源的運

用上，可達兩方面的目的：一來可緩和兩國在邊境地區的

軍事緊張，減少駐紮邊境地區的部隊員額；二來可將國防

資源由部署在邊境的地面部隊轉移至海空軍部隊，發展現

代化的海空軍打擊武力，因應新型態戰爭的建軍需求。 
 
三、 採購新式武器，推動軍事現代化：在 1991 年的波灣戰爭

中，美軍運用先進的海空軍武力與具備精準打擊能力的飛

彈，迅速取得戰場優勢、擊潰伊拉克部隊，導致中國軍文

領導人警覺到推動解放軍軍備現代化的迫切性。19然而，自

天安門事件後，中國便面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

進行的武器禁運，使中國苦無管道引進外國的武器裝備。

中國若能自俄國引進新式的海空軍裝備，有助於加速中國

的部隊現代化，滿足「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作

戰需求。 
 

整體而言，俄國與中國在軍事領域發展合作，有其各自的

戰略、政治、經濟與軍事考量，但也具備在軍事領域推動合作

的共同利益，為冷戰結束後兩國推展軍事合作帶來政策動機。 

 
 

                                                 
18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1/1992 ( London: IISS, 1992), pp.150-152. 
19 張萬年，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國防（北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 年），頁 185-186； 
   Bernard D. Cole and Paul H. B. Godwin, “Advanced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he   
   PLA: Priorities and Capabilit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in Larry M. Wortzel (ed.), The  
   Chinese Armed Forces in the 21st Century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A Army War College, 2000), 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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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俄、中軍事合作的內容 

    俄國與中國在推動軍事合作時，雙方的交流管道十分多

元，合作的內容大致包括：軍事交流、邊境地區信心建立措施

與裁軍措施、武器交易以及聯合軍事演習。茲就兩國軍事合作

關係的發展，提出以下的觀察與說明： 
 
一、 軍事交流 
 

隨著俄國與中國政治氣氛的改善，兩國之間的軍事交流關

係不斷提升，不論人員交流、基地參觀互訪、抑或軍艦互訪，

均有明顯的進展。 
在人員交流方面，隨著俄國對中國武器轉移的數量不斷增

加，雙方開始互派軍事人員從事相關的武器操作訓練工作。20為

了進一步推展並規範兩國軍事人員交流的計劃，中國國防部部

長遲浩田在 2000 年 1 月訪問俄國時，與俄國簽署長達 15 年的

軍事合作協定，明訂中國每年將派遣 800 名軍事人員，赴俄國

軍事院校接受軍事訓練，使雙方的軍事交流趨向制度化。21 
 
在基地與軍艦互訪方面，俄國與中國也在冷戰結束後恢復

自 1950 年代中斷的軍艦靠港互訪活動。1993 年 8 月，俄國太

平洋艦隊三艘軍艦訪問中國青島海軍基地；同年 12 月，解放軍

派遣軍艦回訪俄國海蔘威軍港，並且運送陸軍軍事代表團參訪

俄國遠東軍區的設施。22此外，俄國與中國在 1995 年 8 月簽署

                                                 
20 Ming-Yen Tsai, “China’s Acquisitions of Russian SU Fighters: A Great Leap  
   Forward?”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8, No.1 (April 2001), p.3. 
21 「中俄簽十五年軍事合作計畫」，中國時報，2000 年 2 月 8 日，版五。 
22 James Clay Moltz, “From Military Adversaries to Economic Partners: Russia and  
   China in the New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9, No.3 (Winter 1995),  
   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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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防務合作協定》，著手推動兩國邊防部隊之間的交流與互

訪。1996 年 6 月，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年率領軍事代表團

訪問俄國時，更首度獲准參訪俄國軍方列為最高機密的戰略飛

彈部隊基地。23 
 
目前中、俄仍持續推動雙邊軍事交流活動，解放軍總參謀

長助理章沁生指出，以明（2007）年為例，中、俄雙方軍事交

流將包括幾項重要計劃，例如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

曹剛川將赴俄國進行訪問；解放軍也計劃前往俄國境內，參加

「上海合作組織」架構下的多國聯合軍事演習；解放軍海軍司

令員吳勝利也將率領艦艇編隊訪問俄國軍港。24上述各種不同形

式的軍事接觸與交流，顯示俄、中間的軍事交流在兩國軍隊建

立溝通管道後，互動更加頻繁。 
 

二、邊境信心建立措施與裁軍措施 
 

建立邊境地區的軍事互信機制，是俄國與中國在 1990 年

代初期推動軍事合作時，最重視的議題之一。經過多年磋商，

俄國與中國在 1996 年 4 月簽署《邊界地區加強軍事領域信任協

定》，雙方同意交換邊界兩側 100 公里內，有關地面部隊、空軍

武力、航空兵與邊防部隊人員與武器相關資料。同時，雙方也

決定互相通報邊界地區舉行的軍事演習、建立軍事演習事先通

知機制、以及邀請對方派員觀察邊界地區的軍事演習。25  
 
此外，俄國與中國也就雙方在邊境地區舉行軍事演習的規

                                                 
23 “Russian, Chinese Military Heads Tour Nuclear Facility, Call for Joint Research,”  
   SWB, SU/3560, 14 June 1999, p.S1/3. 
24 「中俄明年進行八項軍事活動」，大公報，2006 年 9 月 29 日。 
25 Chen Hurng Yu (ed.), Compilation of Security Treaties, Agreements and Statements of  
  Asia-Pacific (Taipei: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1999), pp.35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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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進行規範，26並對邊境地區每年的軍事演習次數，予以限制。
27除了推動邊境地區信心建立措施之外，俄國與中國連同哈薩

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等中亞國家，在 1997 年 4 月簽訂《邊界

地區相互裁減軍事力量協定》，對部署於邊境地區的武器裝備與

人員數量，進行管制。28上述邊境地區信心建立措施與裁軍措

施，對俄國與中國在邊境地區化解敵意、增進互信與避免意外

性軍事衝突，具有正面意義。 

 

三、武器交易 
 
近年來俄國與中國的軍售關係發展快速，甚至成為雙邊合

作的重要支柱。截至目前為止，俄國出售給中國的武器系統已

包括：「現代級」（Sovremenny）驅逐艦、IL-76 型運輸機、S-300
防空飛彈系統、「基洛級」（Kilo）潛艦、Tor-M1 短程防空飛彈

系統、Ka-27 多功能直昇機、A-50 空中預警機、Su-27 與 Su-30
戰機等多項裝備。俄國與中國之間的武器交易，在高峰期每年

可達 20 億美金的交易量，使中國成為俄國最主要的武器出口市

場，俄國也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武器供應來源。29 
 

                                                 
26 在邊界兩側 100 公里內，雙方同意不得進行超過以下人數的實兵演習：在俄、中 
   邊界東段部分不得超過 40,000 人；在邊界西段，俄國、中國、哈薩克、吉爾吉 
   斯、塔吉克邊界，單獨或聯合演習不得超過 40,000 人或 50 輛作戰坦克。 
27 在東段邊界線兩側 100 公里內，進行 25,000 人以上的實兵演習，一年不得超過一 
   次；在邊界兩側 15 公里內，僅能進行不超過一個團的實兵實彈演習；在邊界兩 
   側 10 公里內，不再部署邊防部隊以外的部隊。 
28 五國同意對邊界兩側 100 公里內的部隊與軍事設備數量，進行限制，包括人員、 
   坦克、 裝甲車、戰術飛彈發射器、口徑 122 公釐以上的火砲、戰鬥機與戰鬥直 
   昇機。四個前蘇聯共和國可保有坦克 3,900 輛、裝甲作戰車 5,890 輛、戰機 290 
   架、戰鬥直昇機 434 架、火砲 4,540 門、以及戰術飛彈發射器 96 部。中國方面 
   亦維持相同數量的武器。此外，中國與四個前蘇聯共和國在邊界線兩側 100 公里 
   地理區域之內的軍隊人數，最高不得超過 130,400 人。 
29 David Hoffman, “China’s Jiang, in Moscow, Seeks to Strengthen Ties,” The  
  Washington Post,  23 April 1997, p.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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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供應面的角度分析，俄國同意出售武器給中國，主要基

於以下幾方面的考量：（一）將軍售視為兩國政治友好的象徵；

（二）利用中國武器市場，彌補俄國傳統武器顧客（如伊拉克、

南斯拉夫與利比亞）的流失；（三）透過軍售中國，解決俄國國

防工業財務困境；（四）協助中國推動軍事現代化，提升俄國在

亞太地區的政治與軍事影響力；（五）透過軍售，籌募研發下一

代新式武器的資金。30 
     
    若從需求面來看，中國方面積極向俄國採購武器，也有其

政治與經濟考量，包括：（一）中國面臨歐美國家武器禁運，武

器採購管道有限；（二）解放軍自 1950 年代以來，便以俄製武

器為部隊武器裝備的骨幹，因此向俄國採購武器將有助於解放

軍對新、舊武器進行整合；（三）在國際武器市場上，俄國武器

的價格相對而言較為便宜，而且俄國提供的武器交易方式較有

彈性，包括接受以易貨的方式進行交易；（四）俄國不會像西方

國家一般，以人權問題為藉口，終止與中國的軍售關係。31 
 

俄國與中國進行武器交易，係基於各自的利益考量，在這

些利益消失前，雙方在武器交易方面的合作將會持續。值得注

意的是，中國正積極尋求俄國以外的武器供應來源，包括遊說

歐盟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目前歐盟內部也已出現要求解除

對中國武器禁運的呼聲，例如法國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

在 2004 年 10 月 9 日出席「亞歐高峰會」（Asia-Europe Summits, 
ASEM）時，便公開主張歐盟應取消對中國的武器禁運。322005
年 3 月 27 日，日本首相小泉在與席哈克會晤時，表達日本對歐

盟解除中國武器禁運的憂慮，但席哈克認為解除歐盟對中國的

                                                 
30 Ming-Yen Tsai, From Adversaries to Partners ? Chinese and Russian Military  
   Cooper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Praeger, 2003), Chapter 5. 
31 Ibid. 
32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大陸情勢分析（2005 年 1 月），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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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禁運不涉及敏感武器與科技輸出問題，故應持續推動對中

國武器禁運的解除。33 
 
俄國在出售武器給中國時，基於國家安全與商業利益考

量，對輸往中國武器的性能與型號，均進行一定程度的控管。34

然而，面對未來歐盟在中國武器市場上的潛在競爭，俄國似已

逐漸放寬對中國武器出口的技術管制。觀諸近年來俄國向中國

推銷的武器，可發現俄國提供給中國的武器，在性能上已有明

顯提升的趨勢。2005 年 8 月，俄、中在黃海與渤海地區舉行聯

合軍演，演習期間俄國派出新式武器包括 Su-27SM 戰機、

Tu-95MS 轟炸機與 Tu-22M3 轟炸機參與軍演，主要原因在向中

國推銷這些具攻擊性的新式武器裝備。35 
 
另外，俄國在 1990 年代曾拒絕出售 IL-78 空中加油機給中

國，但在 2005 年 9 月，俄國與中國達成一項武器交易協議，決

定出售中國此型空中加油機，一旦中國取得俄國的空中加油技

術，勢將大幅提升解放軍空軍的投射能力與打擊範圍。36此外，

根據俄國媒體的報導，目前中國正與俄國就採購 50 架 Su-33 艦

載型戰鬥機的交易進行談判，這批戰機極可能裝配在中國未來

發展的航空母艦之上。37 

 
一旦歐盟未來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中國將取得新的武

器供應來源，屆時俄、中的軍售關係可能出現變化，逐漸由過

去的「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增加中國向俄國採購武

                                                 
33 「席哈克：法國將繼續尋求歐盟對中解除武器禁運」，中央社，2005 年 3 月 27 日。 
34 蔡明彥，中共軍力現代化的發展與挑戰：從武獲政策分析（台北：鼎茂出版社， 
   2005 年），頁 199-201。 
35 「中俄軍演：俄軍四大精銳亮相」，中國國防報，2005 年 8 月 16 日。 
36 「曹剛川訪俄，商軍火交易」，文匯報，2005 年 9 月 8 日。 
37 「中國十年內將擁有航空母艦」，自由時報，2006 年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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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時討價還價的籌碼，倘若俄國開始降低對出口中國武器的性

能設限，將對亞太地區現有的軍力平衡產生一定程度的衝擊。 
 
五、聯合軍演 

 
2004 年 7 月 6 日，中國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訪問俄國，

與俄國國防部長伊凡諾夫（Sergei Ivanov）簽署兩國舉行聯合軍

演的備忘錄。2004 年 12 月 13 日，俄國國防部長伊凡諾夫再度

訪問中國，在與中國國防部長曹剛川會談後，宣布兩國將舉行

首次雙邊性聯合軍事演習。 
 
2005 年 8 月中旬，俄國與中國「和平使命 2005」軍演正式

舉行，參演部隊包括 5,000 名解放軍官兵與 3,000 名俄國官兵，

總計 8,000 人。聯合軍演的過程包括：在第一階段（8 月 18 至

19 日），雙方在俄國遠東軍區內舉行首長司令部演習，進行總

參謀長層級的軍事磋商。在第二階段（8 月 20 至 22 日），雙方

進行實兵演練，在中國海陸空軍配合下，俄國空降兵搭乘 IL-76
運輸機空降中國的膠東半島。同時，俄國太平洋艦隊第 55 軍海

軍陸戰師一個連的兵力在膠東半島海域進行搶灘登陸演練。在

第三階段（8 月 23 至 26 日），俄國前線航空兵 Su-27SM 戰鬥機

掩護 2 架 Tu-95MS 與 4 架 Tu-22M3 遠程轟炸機，飛臨黃海發射

巡弋飛彈，攻擊海上標靶。 
 
「和平使命 2005」是俄國與中國首度舉行的雙邊性聯合軍

演，籌備時間長達一年，從 2004 年 7 月到 2005 年 8 月為止。

在這段期間內，俄、中兩國從國家領導人、國防部、參謀本部、

軍區、集團軍、到作戰艦隊，由上到下各層級因籌備此次聯合

軍演，發展出全面的對話與磋商機制，對兩軍軍事合作關係的

提升具有重要意義。另外，在此次的聯合軍演中，雙方部隊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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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了多兵種的戰術實兵操演，有助於協助解放軍檢驗作戰理

論、武器裝備、體制編制和作戰方案，對改善解放軍作戰能力

將產生一定程度的影響。 
 
未來俄國與中國的聯合軍演是否朝「定期化」與「大型化」

的方向發展，值得後續觀察。俄國國防部長伊凡諾夫已公開證

實，俄國計劃舉行規模更大的聯合軍演，除了以「上海合作組

織」成員國的部隊為演習主體外，也將邀請印度、伊朗、蒙古、

巴基斯坦等國參加，擴大聯合軍演的規模。38 
     
 

肆、對區域安全情勢的影響 

俄國與中國改善雙邊軍事關係，在邊境地區推動信心建立

措施與裁軍行動，確保兩國安全關係的穩定，符合國際與區域

的安全利益，對亞太安全情勢的穩定具有正面意義。然而，俄

國出售具攻擊性的武器裝備給中國、並與中國舉行大規模傳統

聯合軍演，則對區域安全產生負面影響。 

首先，俄國提供中國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大幅改善中國武

器技術的水準，提升解放軍的打擊火力與海空軍投射能力，對

現有的區域軍力平衡造成衝擊。39中國近年來的國防支出不斷成

長，加上持續向俄國採購武器裝備，導致亞洲國家越來越關注

                                                 
38 「普京希望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舉行聯合軍演」，新華社，2005 年 9 月 2 日。 
39 Jonathan D. Pollack, Chinese Military Power and American Security Interests, SAIS  
   Policy Forum Series, No.11 (Baltimore, MA: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0),  
   p.5; Ikuo Kayahara, “China as a Military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2, No. 1, Spring 1998, pp.49-68; Stephen J.  
   Blank, “Russo-Chinese Military Relations and Asian Security,”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3, No. 11 (November 1997), pp.5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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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對區域安全造成的影響，包括日本、台灣、

馬來西亞與新加坡等國政府，均曾對俄國提供中國先進武器一

事，公開表達關切。40 
 
美國國防部在 2005 年 7 月公布的「中國軍力報告書」中，

指出中國軍力成長不僅對台灣構成威脅，長期來看將會衝擊整

個區域的軍力平衡。在傳統武力部分，五角大廈認為中國海空

投射能力已超出台灣海峽地理範圍，在掌握空中預警與空中加

油技術後，中國空軍的作戰半徑將涵蓋南中國海地區。在戰略

武力部分，中國新型彈道飛彈的打擊範圍，則涵蓋所有亞太國

家包括美國、印度、俄國、澳洲與紐西蘭等國。41中國未來若從

俄國引進可提升 C4ISR 與太空偵測能力，將使解放軍能對西太

平洋地區任何外國軍事目標進行精準打擊，衝擊東亞地區的軍

力平衡現狀。42  
 
其次，在中國向俄國採購新式武器後，台灣面對來自中國

的軍事威脅正逐漸升高。中國在引進俄製新式武器後，主要將

這些武器部署在其東南沿海地區，對台灣具有高度的針對性。

隨著中國向俄國引進新式武器裝備，台海地區的軍力平衡正逐

漸向中國傾斜，在中國自俄國引進的蘇愷 27、蘇愷 30 戰機、「現

代級」驅逐艦與「基洛級」潛艦陸續成軍後，台灣過去在海空

軍武力上的技術優勢，正逐漸流失。 

                                                 
40 “Japan Anxious about China’s Arms Sales,” Kyodo News Service, 17 December 1992,  
   in SWB, FE/1567, 18 December 1992, p.A1/3; Vladimir Skosyrev, “Asia Scared  
   About Expansion of Russo-Chinese Military Cooperation,” Izvestiya, 9 November  
   1993, FBIS-SOV-93-216, 10 November 1993, p.3; Vladimir Skosyrev, “Beijing   
   Shakes the Honest Hand of Ministry Leader Grachev,” Izvestiya, 16 May 1995, p.3,  
   FBIS-SOV-95-094, 16 May 1995, pp.10-11; 「接見俄國會議員。陳總統：軍售中共， 
   俄應三思」，中國時報，2001 年 2 月 22 日。 
41 US DoD,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 (Washington,  
   DC: US DoD, 2005), pp.12-13. 
4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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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防衛廳所屬的防衛研究所在 2004 年出版的「東亞戰略

概覽」年度報告中，便指出中國自俄國引進 Su-27 與 Su-30MKK
戰機，並將這些先進戰機部署於南京軍區，已提升解放軍空軍

爭取台海空優的能力。43尤其中國正設法自俄國引進空中加油與

空中指管（C2）技術，一旦相關技術成熟整合進入解放軍作戰

部隊，中國將逐漸掌握台海地區的空優。44 
 
同時，中國在經濟成長後，投資越來越多的資源進行軍事

現代化，向俄國引進各式武器裝備，推動軍事現代化。在解放

軍的軍事能力與軍事自信不斷提升後，中國的對外政策是否更

為獨斷，並透過「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手段實現政

策目標，也成為影響區域安全的另一項變數。45 
 
最後，中國從俄國取得新式武器裝備後，已著手調整解放

軍的作戰觀念，在從事軍事準備時，開始以在周邊地區進行一

場「速戰速勝、首戰決勝」的戰爭為主。換言之，中國在海空

軍打擊火力提升後，作戰觀念正隨之改變，尋求引進美軍在 2003
年美伊戰爭中有關「快速支配」與「威懾致勝」的作戰概念。46

解放軍發展中的攻勢作戰概念，是否導致東亞國家的不安，引

發東亞地區出現新一波武器採購風潮，也對區域安全情勢未來

發展帶來不確定因素。 
 

                                                 
43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Tokyo: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2004), pp.117-118. 
44 Richard Fisher, “The ROC Air Force after Next,” in Martin Edmonds and Michael M.  
   Tsai (eds), Taiwan’s Security and Air Power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164-165. 
45 US DoD,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 p.8. 
46 熊光楷，國際戰略與新軍事變革（北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年），頁 40；顏 
   曉峰，「對打贏信息化戰爭的幾點認識」，國防大學學報（北京），2004 年第 4 期， 
   頁 20-21。 



俄羅斯學報 第五期 (2006 年 12 月) 

18 

目前各界對於中國與俄國之間的軍事合作，是否對區域安

全帶來「立即的」威脅，提出不同的見解與評估。然而，中國

經濟近年來持續成長、軍事投資不斷增加、海空軍投射能力持

續提升、加上中國的政治與軍事決策機制極不透明，引發各界

對「中國威脅」相關議題的討論。47  
 
 

伍、結  論 

冷戰結束後，俄國與中國的政治關係從初期的「關係正常

化」、「睦鄰關係」、提升為「戰略伙伴」，雙方的合作也從政治

領域擴展到軍事領域。自 1990 年代以來，俄、中軍事合作關係

持續升溫，雙方在邊境地區建立軍事互信機制與裁減軍備，緩

和兩國長期以來的軍事對峙，對亞太區域的穩定具有正面意

義。然而，俄國軍售中國並與中國舉行大型聯合軍演，則對區

域穩定帶來不確定因素。隨著中國國力的成長，東亞國家正密

切注意「崛起中國」對區域情勢帶來的潛在影響，48俄、中的軍

事合作關係牽動著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未來走向，為影響東亞區

域安全情勢的重要議題。 

 
觀諸未來，俄國在維持國防工業運作與提升區域影響力的

考量下，可望持續發展與中國的軍事合作關係。值得注意的是，

在面臨歐盟解除對中國武器禁運的競爭壓力下，俄國對中國武

                                                 
47 Denny Roy, “The ‘China Threat’ Issue,” Asian Survey, Vol.36, No.8 (1996),  
   pp.758-771; Joseph S. Nye, “China’s Re-emergence and the Future of the  
   Asia-Pacific,” Survival, Vol.39, No.4 (1997/98), pp.65-79. 
48 Robert G.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Hawaii, HA: APCSS, 2005),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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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與技術出口的限制，似已出現鬆動趨勢。俄國如無設限地出

口武器裝備給中國，不僅會提昇解放軍的投射能力、改變解放

軍作戰觀念，也會對區域現有軍力平衡造成衝擊。 

俄國在與中國發展軍事合作的過程中，應將地緣政治與區

域安全因素列入考量，評估中國與周邊國家、俄國與周邊國家、

以及中國與俄國之間權力關係的可能變化。俄國若想藉由俄、

中軍事合作凸顯俄國在東亞的區域影響力，不僅可能引發其他

區域國家對俄國武器出口政策的質疑，也會限制俄國在東亞國

際關係的外交與戰略操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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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n-Chinese military ties：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Ming-Yen Tsai＊ 

Abstract 

Russian and Chinese military cooperation has tended to 
incorporate and reflect wider strategic,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meanings. In the face of economic downturn at home and 
NATO enlargement in Eastern Europe, Russia has sought to 
develop closer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China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ussian and Chinese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the border areas have helped to lessen bilateral military tensions 
and enhance the stability in this region. Russia’s efforts to promote 
arms sales to China and develop joint military exercise with the 
PLA, however, have brought uncertainties to regional security. To 
lighten the financial hardship in defense industries and increase 
Russia’s regional influence in Asia, Russia will continue its military 
ties with China. It is worthily noted that suffering potential 
competitions from EU in China’s arms market, Russia has started 
to loosen its controls over the types of weapons and technologies 
supplied to China. As it seeks to deepen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China, Russia may need to take further assessment on 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geo-politics and security situation in East 
Asia. Should Moscow overly depend on Russia-China military 
cooperation to strengthen Russia’s regional influence, it may 
reduce Russia’s maneuverability in dealing with its diplomatic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East Asia. 

 
Keywords: Russian-Chinese military cooperation; PLA moderniz- 
          ation; arms trade;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