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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和平使命-2005」軍演與台灣海峽情勢 

 

郭壽禮＊ 

馮大慶 譯 

 

2005 年 8 月 18 日～25 日，中俄在中國的山東省成功地進

行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軍事演習。演習正式的名稱為「聯合反恐

演習」，並當作「上海合作組織」活動範圍的反恐演習。「上海

合作組織」六成員國的國防部長並作為此組織觀察員的印度、

伊朗、巴基斯坦及蒙古之軍事領導受邀做為「和平使命」的觀

察員。演習的目的為：「加深相互信任，加強友好關係，加強中

俄雙方在國防及安全領域合作及相互支援，處理雙方在反對國

際恐怖主義、極端主義上共同行動的問題，解決地區性危機問

題及提升應付新的挑戰及威脅的反應能力」。 

 

進行聯合軍事演習的想法是 2004 年 12 月 12 日～13 日俄羅

斯國防部長伊凡諾夫訪問中國時提出。俄國防部長認為進行演

習可提升雙方反恐鬥爭的整體力量，並可展示某些俄羅斯的先

進的技術及其運用。 

 

2005 年年初中俄方發佈有關演習的規模，地點，使用的先

進裝備，其中包括戰略空軍、潛艦、俄羅斯現代化艦隊的消息。

隨後雙方的武裝部門進行數次的相互訪問。某些消息報導，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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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曾密集會商有關演習的地點，兵力的投入及行動方式。從 1

月～6 月，傳媒有各式各樣的資料論及雙方有關演習的艱苦談

判，對演習方案的最終妥協，不僅是考慮到中國與俄羅斯的利

益，亦考慮該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在亞太地區主要國家可能產生

的反應。 

 

有關參加演習的人數，空軍、海軍艦隊、空降兵及步兵總

兵力約 1 萬人（俄方 1,800 人，中方約 8,000 人）。據悉，中國

除有 60 艘以上船艦參加外，俄方投入 14 架運輸機，2 架圖 95MC

戰略導彈轟炸機、4 架圖 22M3 長程轟炸機、俄空軍蘇愷 27MC

戰機。此外，俄波斯科夫（PSKOV）第 76 空降師空降連參加，

海軍陸戰隊連，太平洋艦隊船艦（包括反潛艦 MARSHAL 

SHAPOSHNIKOV 號，大型登陸艦 1171 型，BURNII 驅逐艦 956

型，2 艘補給艦 PECHENEGA 油輪及 CB522 救難艦）。 

 

方案的演習當然並不單是反恐任務，而當作大規模的在中

國領土上分兩個階段的登陸作戰。依計畫，太平洋艦隊及中國

海軍在火力及反潛艦火力支援下在山東半島登陸，俄羅斯海軍

陸戰隊連及中國的某營聯合進行「裁判任務」。俄羅斯的空降師

空降連的傘兵與中國的空降營隨同車輛裝備空投在「恐怖分子」

的後方陸地踞地。在作戰之後，俄羅斯戰略轟炸機進行空中裝

備空投演練，而俄羅斯的蘇愷 27CM 戰機在演習過程對地面及

水面目標進行攻擊。從軍事作戰的觀點，觀察家特別注意在海

上與海軍對手的聯合協調水面作戰的演習，在空中及陸地使用

新式的現代偵察方式，在近海地區特定區域的海上封鎖及空降

兵從空中及海上空降。據知，中國的[宋]級柴油潛艦參加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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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動用核動力潛艦。西方觀察家認為這是展示克制，不希望引

起美國的負面反應。 

 

俄羅斯政府對大規模的軍事演習的意圖最重要是針對美國

展示姿態。美國在後蘇聯時期以系列的「顏色革命」挑釁及威

脅莫斯科。最初，俄羅斯考慮在中亞及新疆進行演習，而中國

說服俄羅斯在沿太平洋近海岸演習。 

 

該演習主要成為反美的潛台詞，其實是由於莫斯科及北京

的利益接近促成該演習。演習在國際引起廣泛不同的反應。要

強調，反美利益的共同性係俄羅斯與中國政府各自的理由。 

 

莫斯科對美國「顏色革命」影響下的其跟美國「共存政策」

再行評估並認為「顏色革命」的擴大對俄羅斯現行體制穩定構

成嚴重威脅。在新的條件之下,克里姆林宮發現其先前的積極支

持華盛頓在中東的反恐概念 (包括同時利用美國在中亞的存在

以抵消中國日益增加的影響力這個涵意在內) 似乎已不能適

用。某些西方分析家認為，俄羅斯決定利用其跟中國鞏固戰略

關係這種預言來向世界展示其在國際舞台上的重要行動者的地

位，這對俄羅斯解決區域性問題具有重大的意義，但結果大大

地抑制它在對外政策上獨立玩家的行為。所以為避免將演習說

成為俄中結盟，俄羅斯在演習過程中再三強調演習不是針對第

三國，未來與中國的軍事結盟亦毫無根據。俄羅斯冷靜評估過

該結盟會將俄變成次要的伙伴，不符合國家長遠利益。 

 

中國領導雖然擔心新疆鄰近國家的「顏色革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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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北京一直主要考慮強化「上海合作組織」的戰略特性及其對

中亞國家的影響，並顯示軍事的合作與對莫斯科的親近。這些

措施是針對美國與太平洋結盟國家繼續加強關係以「包圍」及

「遏制」中國利益的一項警告。與俄羅斯舉行類似的演習顯示

中國領導人在重大的國家安全觀念的演變。為堅持「和平與發

展」的方針，北京近年來的政策是首先保障其在亞太地區的利

益處理好（台灣問題，與東京的關係，與印度、巴基斯坦的關

係，與東盟及「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其具有相當明顯的反

美「反日」特性，有關政策在 2004 年度的中國國防白皮書「中

國國防 2004 年」表達很清楚。白皮書強調，中國的國際環境不

確定、不穩定及不安全，因此須加強軍事任務，提升武器系統

及加強海空軍軍力，提升遠程打擊能力。分析家注意，這些戰

略攻勢的強化與導彈技術的改進，給予台灣及美國軍事心理的

壓力。演習對台灣具有威嚇，使台灣消耗經濟作武器競賽。 

 

此外，北京利用與俄羅斯的軍事演習加強在台海衝突時的

備戰能力。中國的軍官亦可有機會直接觀察俄羅斯的軍艦，俄

方的組織及指揮能力。中國的傳媒亦提及加強海軍係針對日

本，將責任區擴大， 由渤海擴大至東海的「深海」及日本海。

演習地點選擇在山東半島，主要是濟南軍區及廣州軍區部隊參

加。中國與日本、台灣最敏銳的衝突點是在釣魚台列島及大陸

礁的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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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使命-2005」 與解放軍現代化 

除戰略的意義，演習（據悉主要是中國提供經費）對俄羅

斯的實際意義是試驗及展示其新武器以便將來售予中國。開始

時中國考慮導彈在俄羅斯濱海區的 SERGEEVSKII 靶場發射，但

俄勸中方在中國的領土發射。演習投入一些先進的武器，這在

中俄未來軍事技術合作觀點具有前景。 

 

俄方力圖展示先進多功能的蘇愷 27CM 戰機，該機可在不

很高的高度自動對地面的固定目標及活動目標發射高精度火箭

及炸彈。有報導稱該機從 2004 年在俄羅斯的部隊服役（2005 年

1 月 7 架）。莫斯科認為展示新的機型可促進中國更新現有的蘇

愷 27 機群的願望。眾所周知，中國已進行蘇愷 27 機飛機上的

無線電子設備的現代化，使其成為多功能的戰機。2004 年在台

灣海峽進行的演習中，中國的蘇愷 27 機已使用俄製的[牛虻]型

空對地火箭。另外, 中國領導由於一直追求享有現代化的多功

能的戰鬥機, 早就決定采購最新多功能的蘇愷 30MKK 機。在

2000 年～2001 年第一批合約提供 38～40 架蘇愷 30KK 機，2002

年簽約提供另外 38～40 架。所以中方說不定要靠着俄方改進自

己已有的蘇愷 27 戰斗截击机,但也不排除購買一些相應配合的

技術。 

 

俄羅斯長程戰略空軍司令 IGOR KHVOROV 少將表示，俄

能攜帶長程巡弋導彈及高精密炸彈的圖 22M3 戰略轟炸機參加

演習，顯示俄亦針對提升其飛行員瞄準目標的戰鬥，以及深入

敵人領土轟炸基礎的設施，打擊有生力量區的戰鬥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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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實圖 22M3 機及圖 95MC 機的參加是欲將該機售予中

國。中國軍事家認為圖 22MC 機是替代老舊的轟 6 機最佳選擇，

轟 6 機及轟 6D 機皆是仿俄老舊的圖 16 機，購買這些轟炸機係

配合中國空軍的戰略部署，打擊航空母艦。 

 

有利於中國購買的論點之一是，中國獲得烏克蘭六枚小型

亞音速長程巡弋導彈 X–55（射程 2,500 公里），並能仿造該導

彈，致使中國須要該型武器之運載者。圖 22M3 機可攜帶三枚

該型導彈，而圖 95MC 發射艙內部吊架最少可掛六枚 X–55 導

彈，外部可掛 4 枚（依俄羅斯及美國的協議，所有圖 95MC 機

僅可在內部掛彈）。 

 

俄羅斯空軍首長 VLADIMIR MIHAILOV 將軍表示有可能達

成圖 22M3 機的交易。雖然交易可能會引起太平洋一些國家及

美國不快，但俄羅斯盼可增加外匯收入，同時汰除目前不需要

的太多的圖 22M3 機。專家估計現有 200 架圖 22 機在服役（其

中包括約 130 架圖 22M3 機）。俄羅斯有意出售在 1991 年之前生

產的部分轟炸機。 

 

該交易可使解放軍有能力對付航母群，使中國借用俄羅斯

對付北約（主要是美國）海軍的廉價戰略，保證會對航母帶來

嚴重的損害，殲滅敵人在公海設有航母掩護的船隻。如果北京

決定，其未來可能獲得約 10 架圖 22M3 機。數量雖不多，但配

合中國海軍的反艦能力，對美國的航母構成嚴重的威脅，對在

台灣海峽的軍事行動及在南中國海軍事行動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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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明顯對圖 95MC6 戰略導彈轟炸機有興趣。目前俄羅斯

空軍有 28 架圖 95MC6 機及 35 架圖 95MC16 機。（圖 95MC16 機

在機翼可掛 10 枚 X–55 導彈）。圖 95 機目前在改裝，改善無線

電子設備，配備高精密新一代的巡弋戰略導彈，可攜核武及傳

統武器，可攻擊 5,000 公里外的小型野外目標。預計改裝的圖

95 機將在俄羅斯空軍服役至 2010 年代。 

有報導稱中國對 X–555 長程巡弋導彈有興趣。該導彈在演

習中未投入。新型的 X–555 導彈是依照 X–55 導彈基礎而造

的，配備新的彈頭自導引，可謂高精密武器。X–555 將配備在

圖 95 機及圖 160 機。依俄羅斯與美國的協議，在核武配備上有

諸多的限制, 但此導彈可被看作戰術核武器, 所以不受到戰略

武器協議的约束。 

 

中俄方在演習中特別注意的是無線電及電子偵測及各式各

樣 系 統 的 協 調 。 可 能 雙 方 在 聯 合 行 動 中 使 用 俄 宇 航 導 航

GLONASS 系統，但估計未來北京可能發展自己的導航系統。亦

有利用類似俄羅斯的 A–50（KJ–2000）雷達飛行平台，中方

積極地增強此方面的能力，已有三四種雷達探測非機，所以尚

不清楚中國今後購買伊爾 76I 類型雷達飛機的情況。 

此外，演習對購買伊爾 76 運輸機計畫的實現亦是一重要步

驟。與中國已達成 40 架該機型交易合同。該機特別配備有空投

重裝備的設備，可提升中國部隊機動性，在攻台作戰時擔任重

要角色。增加空中加油機亦有重大意義：在演習後，中國的國

防部長曹剛川立即訪問俄羅斯，並簽訂購買 5 架伊爾 78 空中加

油機（現有 10 架該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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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五角大廈對俄羅斯向中國出售高科技武器作出評估，

指俄羅斯擔心如歐盟解除對中國武器禁運後會失去中國的市

場。迄至目前中國對各別國家，主要是法國、德國的外交壓力

並無太大的效用，美國仍反對中國自歐進口武器。但北京這種

外交真正的獲利是俄羅斯更能滿足提升軍事技術合作要求。中

國亦獲得先進技術的通路。 

 

 

從地區安全觀點評估及對台灣海峽情勢的影響 

從演習對地區國家的影響看，8 月的演習不足以說明俄羅

斯與中國將建立軍事結盟，可以同意西方的專家稱演習具防禦

及區域特性，對區域的長期穩定無嚴重影響。美國五角大廈領

導人表示，演習不影響中美、俄美的伙伴關係，亦不會對參加

演習國家與美國發展關係構成障礙。五角大廈將繼續發展與中

國的合作關係及高層互訪，美國亦邀請中國在未來的美國與其

他國家的軍事演習中擔任觀察員。另一方面，中國除購買俄羅

斯的運輸機及空中加油機外，尚未同意買大批戰略進攻武器, 

只要再買具有防御作用的俄羅斯造的 C–300 防空導彈，數量

26 連。 

 

8 月的演習可謂俄羅斯裝備展示，西方認為演習形式證明

俄羅斯軍火工業遊說的大勝利，俄將決定向中國推銷更先進及

更具危險性的武器，主要的原因是俄羅斯的軍火工業集團日益

依賴東亞軍火市場，特是中國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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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鼓勵這依賴，正如五角大廈最近有關中國軍力的年度

報告指出，中國力圖克服與西方的技術差距，並積極與不同國

家進行軍事合作。據了解，俄羅斯增加向中國提供裝備令華盛

頓感到憂慮，美國再三呼籲俄羅斯參與調解地區性的衝突，勿

涉入與野心鄰國的軍事合作。 

 

應承認，莫斯科（在普丁的贊許）與中國進行新的軍事合

作，俄羅斯的政客、專家、社會階層，甚至軍中亦不理解，俄

羅斯的大眾傳媒（包括主要官方的出版物）以驚奇及懷疑的態

度評論，對最近演習的結果作較中立的評估。中國專家及新聞

記者發現一些俄羅斯參加演習的軍人消沉和紀律不佳。明顯，

為配合俄羅斯努力加強中國軍事現代化時，俄羅斯在外交上與

日本、南韓、東盟及其他國家的安全互利合作變得更加困難。 

 

 

 

結  論 

從中俄「戰略合作」進展及中俄軍事合作的觀點言，中俄

「和平使命-2005」軍事演習為一項重大事件。然而，並不意味

雙方在對外政策方針有重大的改變。換言之，演習不能稱為雙

邊關係的某種突破，或是轉變至另一種合作方式，或是形成莫

斯科及北京軍事結盟。「和平使命-2005」軍事演習是雙方伙伴

關係被迫的產物，中俄各方對美國的優勢皆須採取各自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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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次軍事演習可視為在後蘇聯時代美國日益增強影響背景

下俄羅斯與中國的接近象徵。中國將與莫斯科更緊密及互信合

作向華盛頓及東京表明中國提升武裝力量的意圖。對中國言，

俄羅斯參加攻擊性的作戰演練，毫無疑問，是北京對台灣政策

的重要宣傳步驟，表示國際支持（特別是俄羅斯的支持）未來

在台灣海峽採取武力。 

 

依吾人的觀點，中國提供其領土進行軍事演習顯示中國有

意獲取部分俄羅斯先進戰略武器。有關俄羅斯軍事工業集團依

賴中國的採購，吾人同意西方專家大部分觀點，俄軍事工業集

團過度的依賴並非是俄羅斯的國庫資金不足，主要是俄羅斯政

府某些領導人，某些俄羅斯軍方財團管理人為私有的公司利益

不惜一切代價獲取武器交易的利益。 

 

    亦有看法認為，俄羅斯軍方選擇不適當時機向軍力日益增

強的並現已準備宣佈其作為主要的地區穩定及安全的「保證」

的中國表達全面支持。本質上，由於美國對莫斯科在「民主」

立場的攻擊，俄羅斯政權亦喪失其作為，間接造成將來在亞洲

美國及中國之間的衝突條件。如果與北京關係惡化時，將對俄

羅斯遠東安全造成威脅，未來若與美國衝突，俄羅斯與中國將

一起被捲入。莫斯科公開表達向中國提供戰略性攻擊性武器的

原則，導致與日本、南韓、台灣、東盟及印度的關係惡化。 

演習的歷史表明俄羅斯外交的軟弱，無能力說服中國按俄

羅斯的方案在中亞進行。中國利用莫斯科與北京的接近，於美

國在歐亞增強實力的背景下，強調戰略伙伴特性。北京領導將

演習外部塗上「反恐」色彩，實質上巧妙地改變內在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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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俄部隊聯合行動作為奪取台灣的攻擊登陸預演。俄伊凡諾

夫國防部長有關反恐作戰的提議，也付合在北京的概念中台灣

問題的[恐怖]本質。其實際就是強調 2005 年年初時中國領導人

展開的祖國統一及與台獨鬥爭中有必要獲得國際的支持的論

點。在「反恐」演習中以奪取領土而實施的海上登陸演練看起

來是相當的異常，之所以引起台灣領導人的憂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