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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軍事外交關係國防戰略，是國防戰略的對外延伸，軍事外交也是

國家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著國家安全和利益的國際軍事交

往。中共在「2004 年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首次將「開展軍事合

作與交流」置放於戰略層次，列為國防政策重點項目之一。期間積極

參與地區和國際政治活動，並於此基礎上同時推動軍事交流與合作，

其作為包括；聯合軍事演習、與軍事強國建立高層互訪和磋商機制、

軍官培訓規模急劇擴大、軍艦外交範圍擴大等，使共軍開放程度越來

越大，並且呈全方位發展的態勢，間接促使各國逐漸正視中共軍事影

響力，積極與共軍進行對話與合作。 

海軍為國際性兵種，軍艦一出海即代表國家，也意味著國土的延

伸。軍艦出（互）訪向來被認為是軍事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

是一個國家海上實力的綜合表現。中共的軍事外交固然是舉起「和平」

旗幟，但從不掩飾對國際先進軍備和先進技術的追求，也不隱藏其所

擁有的軍事威懾力及參與多邊安全對話、武器管控等措施。 

 

 

關鍵字：軍事外交、軍事交流、軍艦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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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military diplomacy associates with the military defense strategy. It is 

also an extension of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The military diplomac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overall national foreign policy, as it represents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military relationships.  

"Developing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was 

first placed at the strategic level in PRC’s white paper,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2004". It became one of their national defense policy priorities. 

Since then, PRC aggressively participated i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vents. In addition, PRC actively promoted international military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hich includes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military commanders’ summit meetings and strategies consultation, 

officers’ international training in large scale, and increasing scope in 

naval diplomacy. PRC military has the grown dramatically in International 

level. PRC’s overall military diplomacy development situation enhance of 

the PRC’s international military power indirectly. Therefore, many 

countries established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with PRC at present. 

 

Navy is an international arms force. Naval ships at sea represent the 

nation’s authority and it is an extension of territory. Warships visits not 

only always have been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military diplomacy, but also represent the strength of a country's overall 

performance at sea. As PRC’s military diplomacy is certainly held up 

"peace" banner in appearance, they openly pursue the advanced arms 

force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expend their own military deterrent force 

and participate in mult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arms control measures. 

 

 

 

 

Keywords: military diplomacy, military exchanges, foreign warships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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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軍事外交關係國防戰略，是國防戰略的對外延伸，1軍事外交也是國家總體

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著國家安全和利益的國際軍事交往。中共在「2004

年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首次將「開展軍事合作與交流」置放於戰略層次，列

為國防政策重點項目之一。2期間積極參與地區和國際政治活動，並於此基礎上

同時推動軍事領域的交流與合作，其作為包括；聯合軍事演習、與軍事強國建立

高層互訪和磋商機制、軍官培訓規模急劇擴大、軍艦出訪範圍擴大等，使共軍開

放程度越來越大，並且呈全方位發展的態勢，3間接促使各國逐漸正視中共軍事

影響力，積極與共軍進行對話與合作。 

海軍為國際性兵種，軍艦一出海即代表國家，也意味著國土的延伸。4軍艦

出（互）訪向來被認為是軍事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國家海上實力

的綜合表現。中共海軍自 1949 年迄今，從無到有，不斷發展壯大，並自 1985

年首次派出艦艇編隊出訪南亞 3 國開始，20 多年來先後 30 餘次派出數十艘艦

艇，航跡遍佈世界五大洲、三大洋、40 多個國家的土地，亦獲得相當豐碩之成

果；筆者身為海軍，聽聞中共海軍近年頻繁的走向國際舞台，展開軍事外交活動，

誘發研究中共海軍從事軍事外交的動機。 

另外，中共的軍事外交固然是舉起「和平」旗幟，但從不掩飾對國際先進軍

備和先進技術的追求，也不隱藏其所擁有的軍事威懾力5，尤其 2009 年中共海軍

                                                 
1 趙丕濤，「外事概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上海(1995 年)，頁 113-120。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2 年中國的國防」，北京，國務院新聞辦(2002 年) 
3 施子中，「美國國防部發表『中共軍力報告特點』分析」，中共研究雜誌，第 38 卷第 8期（2004

年），頁 95-110。 
4 海峽軍事頻道，（軍艦互訪已成為中國軍隊最活躍的外交活動），2007.8.2，海峽之聲網

http://mil.fjii.com/2007-08-02/33044.htm 
5 互動百科，（國家在軍事方面的對外交往活動，是國家外交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http://www.hud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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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島多國海上閱兵及「十一」大閱兵，使國際社會均注意到中共「硬」軍事裝

備的展現，然而中共「軟」軍事外交，則在更大的世界舞台隱然崛起，6故此論

文將藉由研究中共推動軍事外交，冀望達成中共海軍為何從事軍事外交、如何推

動軍事外交、成果與得失，以及中共海軍從事軍事外交之展望為目的。 

 

第二節  文獻檢閱 

    《中國外交》一書由中共外交部各地區業務司撰稿、中共外交部政策規劃司

主編、世界知識出版社出版，自 1987 年以來每年出版一卷，並公開發行。該書

旨在比較準確地闡述中共的外交政策和中共對國際形勢的最新看法，較為系統、

完整地介紹中共上一年度外交關係狀況，充分說明了中共外交戰略及政策走向。          

    此外，中共研究雜誌社在「2006 中共年報」中「胡錦濤執政後軍事外交作

為探析」一文，
7論述胡錦濤執政後，延續江澤民所提出之「新安全觀理念」，在

外交與軍事的交互運用下，軍事外交已於中共整體外交中，逐漸扮演重要角色。

期間藉由高層互訪、強化區域組織安全合作、進行戰略對話磋商、聯合軍演、聯

合國維和任務、對外軍事援助等作為，凸顯胡錦濤執政後，共軍透過軍事交流遂

行其政治意志之作用將大幅提升。該篇報告係從胡錦濤接任「軍委主席」後各項

軍事外交作為進行統計，分析共軍未來軍事外交走向與影響。有利筆者以此文為

基礎觀點，持續蒐集相關資料，冀望更深入剖析以胡錦濤為首之第四代領導集體

之軍事交流發展。 

    另林麗香著的「中共軍事外交目的研析」、林中斌主編的「廟算台海」、「以

智取勝」、吳純光著的「太平洋上的較量，當代中國的海洋戰略問題」等專書，

                                                 
6 劉瀾昌，（鳳凰博報：軍事外交崛起文武並舉體現威懾力），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634683.html，2009.12.1，頁 1。 
7「2006 中共年報」，中共研究雜誌社，台北(2006 年)，頁 7-10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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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共海軍戰略、共軍積極推動軍事現代化發展，特別是海軍軍艦出（互）訪，

透過此種軍事外交，改變了中共傳統軍事外交思維，以及中共海軍如何推動軍事

外交等，均有獨到的見解。 

    在國外著作部份，Kenneth W. Allen, and Eric A. McVadon.合著 China’ s 

Foreign Military Relations.對中共軍事外交事務有詳盡之解析，對於中共海軍執行

軍事外交戰略也有其個人卓越的觀點。Shambaugh, David.所著的 Modernizing 

China’ 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對共軍現代化發展與所產生的

大型作戰艦艇購建、出訪及突破近海邁向遠洋等戰略問題，均有詳盡的解讀，可

謂對共軍研究的重要著作，對於作者理解中共軍事思想，具有莫大助益。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方法」對做任何一件事都非常重要，就研究中共「軍事外交科學」而言，

尤其有特殊的重要性。如方法得宜，不僅能得到正確的結論，更可進一步評估、

甚至預測未來可能發展趨勢。長久以來，國人對中共的研究與主張，大都以敵對

鬥爭立場，並假以政治性批判的態度實之，這樣的態度與方法自有其時代背景與

功能。但若要深入了解中共「軍事科學」與「外交政策」的發展現況，則須以持

平、宏觀的立場，並輔以適宜的方法，方能有所得。鈕先鍾認為「從事戰略研究

的學者對於所謂「方法學」（Methodology）必須要有一套相當完整合理的研究方

法，始能循序漸進，步入坦途，否則就可能有歧路亡羊的危險。」因此，鈕先鍾

根據其本身的研究心得提出一套有系統、屬於方法學領域的觀念，稱之為「戰略

研究的四種境界」（Four Dimensions of Strategic Studies）。8郭華倫則說「凡事科

                                                 
8鈕先鍾，（戰略研究與戰略思想），台北，軍事譯粹社，1988.10.10，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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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方法，如吾人慣用之分析法、綜合法、歸納法、演繹法、比較法、歷史法等均

可用作研究中國大陸問題的方法」。所以「不拘泥以一種方法去研究所有問題，

應視主題與資料之多寡，採取不同方法加以研究，始能得到較接近事實的判

斷。」。9基此，本論文主要採取歷史研究法、文件分析法為主，以探討中共海軍、

外交戰略調整之背景、演變及因果關係。研究流程圖如圖 1： 

 

                                                 
9郭華倫，（中共問題論集：關於研究中國大陸之方法），台北，國關中心，1982.10，頁 392~393。 

研究動機與目的 

問題確認 

文獻探討 

建立研究假設 

資料蒐集與整理 

結果分析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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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流程圖  

二、章節安排 

    本論文研究分為六個章節：緒論、中共推動軍事外交之由來、中共海軍在軍

事外交扮演之角色、中共海軍如何推動軍事外交、中共海軍推動軍事外交之評估

與結論等，在第一章緒論的部分：將先說明本論文的研究動機與、文獻探討、研

究方法與研究途徑、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二章中共推動軍事外交之由來 將說明軍事外交的意涵、目的、方法與特

色，並研究中共隨著國防經濟的好轉與外交策略的成功，相對的提昇與擴展

了共軍軍隊建設，更藉「以勞養武」與「向外學習」的原則，10在一定程度

上轉變了共軍體質，成為區域強權。故對中共推動軍事外交之由來予以剖析。 

第三章中共海軍在軍事外交扮演之角色，主要列舉中共海軍配合整體外交政

策上所執行的工作，如中共海軍透過遠洋艦隊出訪，除了訓練官兵海上耐航能力

之外，主要即為宣揚國威，並透過軍艦互訪、軍事援外等外交活動，積極爭取海

外僑民的向心力，並達到吸取西方先進科技及掌握西方先進國家海軍戰略戰術的

目的。 

    第四章中共海軍如何推動軍事外交，為本論文之核心，目前中共的軍事

外交策略，係貫徹獨立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積極開展

對外軍事交流，不斷拓展對外軍事關係，深化對外軍事合作，形成了全方位、

寬領域、多層次的軍事外交格局。本章詳細論述中共海軍如何推動軍事外

交，共區分五節，第一節 聯合軍演與軍艦互訪  探討中共海軍與外軍實施

軍艦互訪與舉行海上聯合搜救操練、軍演等，並統計上述活動到訪、參予的

國家、航程(線)及主要內容。第二節 反恐外交、維和、人道主義救援  探

討中共從 2002 年起藉著邊界談判，第一次與外國軍隊進行聯合實兵演習

後，積極參與聯合反恐、維和、人道救援等國際性軍事外交活動，並統計共

軍從事上述國際性活動之兵力及主要項目等。 第三節 反海盜亞丁灣護航

   旨在探討從索馬利亞海盜肆虐後，各國前往索馬利亞海域馳援狀況，

尤以研究 2008 年 12 月 26 日 中共海軍艦艇編隊首次前往亞丁灣、索馬利亞

海域執行護航任務目的、兵力分析、顯示意涵與成效等。  第四節  情報交

                                                 
10中共研究雜誌社：【共軍參與改革開放經濟建設】（1993 中共年報 頁 7-35）共軍大規模參與經

濟建設的原因，與國防經費不足有密切關係。最初無非是想達到「以軍養軍」的目的，但隨著軍

隊參與經濟建設的深入，而發展到「以軍強軍」「以勞養武」的積極目標。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

換與人員交流  探討共軍近年實施高層官員國外訪問、軍事院校、學員生交

流、受訓及軍事情報交換之概況。  第五節 海外設立據點與軍售  探討中

共近年試圖沿著東南亞到波斯灣打造一條海港「珍珠鏈」之軍事戰略意圖，
11以及軍售等外交舉措。 

 

    第五章  中共海軍推動軍事外交之評估 

    中共的軍事外交始終服務於國家整體外交的全局，為創造良好的周邊環境，

與構建所謂「和諧世界」做出貢獻，且其地位和作用將隨著中共的崛起而更加突

出。本章重點則是說明中共海軍推動軍事外交各項舉措之評估。共區分三節，第

一節具體成效  旨在探討當前國際環境評估中共海軍執行軍艦出(互)訪、反恐外

交、維和、人道主義救援、聯合軍演、反海盜亞丁灣護航、院校交流、互派留學

人員、高層互訪、情報交換、海外設立軍事基地與技術轉移等軍事外交戰略具體

成效。第二節 缺失檢驗  旨在針對中共軍事外交及海軍執行軍事外交各項舉措

之缺失檢驗。 第三節 面臨挑戰與未來展望  說明國際社會成為中共對台工作的

主要場域之一，然而中共本身仍有許多內外的政經問題亦同時挑戰、限制他們的

軍事外交政策，本節即在探討中共執行軍事外交所遇到的國內外政經挑戰與未來

展望。 

    在本論文的最後一章結論中，將對中共之軍事外交政策與中共海軍執行軍事

外交，做出具體的研究判斷，並進一步分析中共積極深化務實交流合作，鞏固全

方位、寬領域、多層次的軍事外交之未來展望。 

                                                 
11珍珠鏈戰略中的六顆「珍珠」，包括巴基斯坦、孟加拉、緬甸、柬埔寨、南海、泰國等，中共

透過各種合作關係加強港口、公路等建設，強化其軍事或經濟戰略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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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論文以冷戰後中共海軍所轄之單位與為研究的範圍，並針對胡錦濤時期開

始之軍事外交政策剖析，然軍事外交思想與戰略有其延續性，故此論文亦包括中

共建政以來各領導者時期（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軍事外交思想發展與策

略演變。 

二、研究限制 

研究中共軍備事務與戰略具高度之複雜及敏感性，大體而言，就國內外中共

問題之研究學者來說，其研究範圍屬於專題研究者較多，相對於系統研究者則少

。究其原因，乃在於國外學者因國情與文化的差異，對相同問題卻有不同於國人

一般的看法。在國內則系統研究者少，但在評析問題上往往能有較正確的研判。

個人雖努力試圖將上述兩者論點適切予以結合，以得出此方面較符和中共觀點之

結論，惟受限於個人能力，及對共黨理論與中共戰略思想涉獵尚待加強，致結果

未臻完善；本論文涉及的層面係以中共軍事為主軸，且中共軍事透明度向來為世

界所詬病，鮮少以正式官方文件透露，另由官方所發表之文件，通常宣傳的意義

大於其實質意義，大多有傳統歌功頌德之陋習，故資料的可信度有待商榷，因此

在資料的蒐集，相對較一般資料更加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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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共推動軍事外交之由來 

第一節  中共軍事外交之演進 

中共建政後，幾乎所有重大的外交決策都由領導核心、集體領導班子所決定

，故軍事外交的發展成為亦成為衡量國家與國家友好、互信程度的重要指標。是

以中共的軍事外交自建政後即已展開，概可分為四階段： 

壹、毛澤東時期（1949-1977 年） 

毛澤東時期，其意識型態思想源於馬克斯列寧主義，其強調「階級鬥爭」，

因此毛澤東也習慣了以階級鬥爭作為判斷外交情勢發展的標準。12認為建立武裝

軍隊係國家首務，藉動員群眾參戰，以克服一切戰爭困難條件，贏得勝利。 

1949年10月1日，毛澤東在新中國成立典禮上宣讀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時，就

鄭重提出：「凡願遵守平等、互利及互相尊重領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

，本政府均願與之建立外交關係」，此為中共在「外交」上的初步方針。13另根據

當時的國際形勢和國家利益的需要，一開始毛澤東先後提出了「另起爐灶」、「

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項方針，其核心是廢止國民黨的國際關係

「舊爐灶」，14在新中國的基礎上同各國另行建立外交關係，並「一邊倒」地優先

發展與蘇聯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雙邊關係，唯蘇聯「老大哥」馬首是瞻，藉由「中

蘇友好同盟條約」得到蘇聯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集團認同，此時期毛澤東將蘇聯

作為對外政策重點，目的在使中共在蘇聯的支持與援助下，無後顧之憂的進行經

濟恢復與建設。 

然中國從早期的聯蘇到抗蘇，以及反美到聯美的外交變動過程，一直未能擺

脫「輸出革命與戰爭」的觀念，致使毛澤東建構的國際地緣戰略由1950年代的「

                                                 
12林麗香，「解放軍的政治影響力—解放軍參與外交政策之研究」中山大學博士論文(2006 年)，

頁 22。 
13中國新聞網，揭秘新中國外交 60 年:毛澤東訪蘇大蔥成“國禮＂，查閱時間 2010 年 1 月 11 日。

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n/news/2009/05-05/1676522.shtml 
14中國軍網，張煒，培育和建樹中國特色軍事外交理論，查閱時間 2010 年 1 月 11 日

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2008b/2008-06/17/content_13200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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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倒」政策，再到1960年代以後轉向「一條線、一大片」戰略軸線上發展。15  

 

貳、鄧小平時期（1978-1996 年） 

自1978年中國實行改革開放以來，鄧小平在80年代中期提出，和平與發展已

成為世界的兩大主題，根據新的觀點，中國制定了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

展為宗旨的外交方針，和一系列有利於世界穩定、和平、發展的政策。這說明中

國已把自己重新定位為國際社會的積極參與者和負責任的建設者。161980年代以

後鄧小平則從現實主義出發，希冀營造「和平與發展」之周邊環境以進行改革開

放政策，因此採取跟美蘇等距的外交政策，構成一個堅持反霸、不結盟、不搞對

抗的國際地緣戰略。17
此時期中共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以「和平外交」為名，「獨立

自主」為決策的立場，「和平共處」為交往準則，「全方位發展對外關係」則是中

共的具體要求，「反對霸權主義」則是反對敵對勢力的訴求。18此發展使軍事事務

已非單純簡單的國內事務，它必須與國際及其他國家互動，減少誤會，成為國家

追求非戰，建構和平的主要手段。 

1990年代初期，由於蘇聯、東歐共產集團相繼解體，中共又處於六四事件後

被國際孤立的氛圍裡，面對不利於中共的國際情勢，鄧小平提出「冷靜觀察，穩

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不當頭，有所作為」的戰略方針，

19以經濟誘因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度過國際對中共進行「新圍堵」的浪潮。

201992年十四大時，提出市場經濟概念，將經濟體制與國際接軌，外交政策成為

經濟發展的策略，開始展開「全方位」外交路線21 

                                                 
15王崑義，中國的霸權模式與外交戰略建構,查閱時間 2010 年 02 月 10 日 

 http://blog.sina.com.tw/wang8889999/article.php?pbgid=22448&entryid=572537   
16人民網，中國外交思想的新突破，查閱時間 2010 年 02 月 10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1038/3953814.html  
17王崑義，中國的霸權模式與外交戰略建構,查閱時間 2010 年 03 月 10 日 

 http://blog.sina.com.tw/wang8889999/article.php?pbgid=22448&entryid=572537   
18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水牛出版社，台北(2000 年)，頁 54 
19轉載自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生智文化，台北(2004 年)，頁 66 
20楊成緒，「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鄧小平外交思想淺議」，光明日報，上海，2004 年 8 月 9日，

版 1。 
21林麗香，「解放軍的政治影響力—解放軍參與外交政策之研究」中山大學博士論文(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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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江澤民時期（1992~2002 年）： 

1992年「十二大」後，江澤民積極推動「大國外交」策略，以經濟帶動政治

，除先後與俄羅斯、美國建立「夥伴關係」，黨、政、軍高層亦相繼出訪，企圖

將中共之國際地位推向高峰。1997年2月鄧小平去世，江澤民完全主政，除繼續

奉行鄧小平的獨立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亦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

所有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係。1999年江澤民出席日內瓦裁軍會談提出「新安全觀

」的構想，他強調以往加強防務為手段的舊安全觀，無助於保障國際安全，不能

營造世界的持久和平，所以要透過「平等、互信、互利、合作」為核心的「新安

全觀」，各國相互尊重主權和領土完整，才是維護世界和平的手段。 

 

肆、胡錦濤時期（2002 年迄今）： 

2002年胡氏接任共黨總書記，鑑於仍處權力核心穩固，以及共軍持續「軍事

變革」階段，故胡錦濤執政以來，雖然是延續鄧小平及江澤民時期的獨立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但胡錦濤因應國際形勢的變遷而作出調整與變化，提出建設「和

諧世界」新思維及採「元首外交」、「經濟外交」、「能源外交」等多元方式及「多

邊外交」策略，著重於「推動大國外交」、「推動睦鄰友好政策」、「拓展與發展中

國家關係」及「積極參與多邊組織」等政策理念與作為的基礎上，追求融合自主

，進而成為一個世界大國。22中共與全世界各大國家或集團相繼建立不同形式的

夥伴關係，一方面是要打破美國獨霸的天下，建立「多極化」的新局，一方面中

共要以「一極」的身份出現，據此全面提高中共的國際地位。23另為因應「中國

持續崛起的爭議」、「美日對中國的制約」及「台海問題的挑戰」等困境與限制胡

錦濤在聯合國成立60周年首腦會議上的演講中提出了「四個堅持」。這就是：1

、堅持多邊主義，實現共同安全﹔2、堅持互利合作，實現共同繁榮﹔3、堅持包

                                                                                                                                            
頁 25。 
22韓原化，「胡錦濤執政時期外交政策之研究」，政治大學碩士論文，(2005) 
23邱坤玄，「中共外交政策」，中國大陸研究，張五嶽主編，新文京開發，台北（2007 年），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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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精神，維護世界的多樣性﹔4、堅持積極穩妥方針，推進聯合國改革。這「四

個堅持」高度概括了當前構建和諧世界的努力方向24，以獲致一個穩定與友好的

國際環境。綜上所述，胡錦濤一系列的拋出共建「和諧地區」的概念，接著又提

出共建「和諧亞洲」。「和諧」顯然已成為中共內外政策的核心思維，從「和諧地

區」、「和諧亞洲」以至「和諧世界」，構成完整的「和諧外交」，並與「和諧社會

」連結成「內外兼修」的新「胡錦濤時代」。25 

 

                                                 
24人民網，中國外交思想的新突破，查閱時間 2010 年 03 月 15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1038/3953814.html。 
25王崑義，青年日報 2006 年 7 月 23 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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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軍事外交的意涵 

「軍事外交」的概念是從1998年中共所發表的國防白皮書第四章「國際安

全合作」中開始出現，其中曾描述「中國積極開展全方位、多層次的軍事外交」

，並把它列為「對外軍事交往」項目中，爾後各版本的國防白皮書都有論述。 

     然而，中共所謂的「軍事外交」並無正式界定，但從歷年各版本國防白皮書

的相關論述，應是將軍事交往的概念擴大延伸，並賦予一定的外交意義。例如

1998年版的國防白皮書論述：「中國始終把發展同周邊國家的軍事交往置於突

出地位，遵循睦鄰友好、互利合作、長期穩定的方針」；2000年版則說：「中

國軍隊遵循軍事外交爲國家總體外交服務」；2002年版有：「中國積極發展與

世界各國的軍事關係」；2004年版更指出：「人民解放軍積極開展對外軍事交

流與合作，形成了全方位、寬領域、多層次的軍事外交局面」。26 

     所以「軍事外交」本質應為「外交」而非「軍事」，係屬中共總體外交的一

環，軍事交往與合作只是手段，目標是希望透過共軍與外軍的交往過程，建立中

共「維護和平、積極進取與負責任的形象」，以爭取符合有利於中共所標示的「

和平與發展」的國際安全環境，整體來說，具有以下之意涵： 

   壹、消弭中國威脅論，創造和平發展形象：  

隨著中共改革開放腳步加快，經濟大幅且快速成長，中共國防預算的大幅增

加及其軍隊武器裝備的現代化，1992年9月，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令拉森上將

，在夏威夷就亞洲安全問題發表講話，首先提出了「中國威脅論」的新論點，直

指南海為亞洲下一個戰爭熱點。此一論點經提出，立即在國際社會激起極大的反

響，27亞太各國更為中共綜合國力日益強大感到憂心忡忡。「中國威脅論」簡而言

之，就是認為中共的經濟發展會導致軍事實力增強，從而對週邊國家及亞洲乃至

整個世界的安全穩定構成威脅，28故使「中國威脅論」或「中國軍事威脅論」甚

                                                 
26 中共國防白皮書，1998-2004 年 
27文馨，「對中國威脅論之研析」，中共研究雜誌，第 29 卷第 8期(1995 年），頁 67。 
28王麗娟，「淺談中國威脅論及其實質」，河北師範大學學報，第 22 卷第 2 期（1999 年），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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囂塵上，對中共政治、經濟、軍事發展產生不利之影響。 

當前中共的政治、經濟、軍事發展需要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而首先需要

有一個和平的周邊環境。任何一個敵對的週邊國家出現，不論其大小強弱，都不

利於中共集中精力搞好內部建設。29然而中共深知，現階段之國家發展以經濟為

主，軍事只是經濟發展之輔助，在當前多極化之國際格局，產生軍事對抗對中共

發展經濟所需之平和周邊環境並無益處，即使中共欲藉軍事力量的提昇來增加在

亞太乃至於國際間之影響力，也不希望成為各國圍堵的對象，「中國威脅論」的

散播引起週邊國家的恐慌，加深了對中共的戒心，並不符合中共目前「睦鄰外交

」政策的執行，也孤立了中共在亞太地區之發展格局，使中共處於被動的戰略地

位。30
為消弭世界各國對中共崛起的疑慮，中共以「和平發展」理論為包裝的軍

事外交政策已是中共的核心政策，強調中共發展強大起來，絕不會對任何國家構

成威脅，而且它作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重要力量，必將對人類作出更大的貢

獻。31中共藉軍事外交擴大周邊國家軍事援助、聯合軍演、邀請外軍觀摩軍演及

艦隊互訪等等「軍隊資訊透明化」的宣傳舉措，以軍事上的交往、溝通降低彼此

敵意，營造軍事互信氛圍，積極參與國際事務，增進互動，降低各國對其崛起的

疑慮，另藉由國際軍控會議及區域安全對話之參與，落實區域合作外交政策，加

深與相關國家軍事互信度，穩定周邊和平環境，樹立其和平維護者的大國形象。 

中共解放軍副總參謀長章沁生表示：「一支奉行防禦性軍事戰略、以維護和

平為目的、實行開放合作的現代化軍隊，更有理由以更加開放的姿態走向世界，

以更加開闊的胸襟接納世界，自立、自強、自信有利於互信、互諒、互利。軍事

外交是一個國家展示軍隊形象、宣傳軍事政策的視窗，也是增進各國和平共處、

合作發展的重要途徑」。32故中共在軍事外交中持續提升「軟實力」發展，加強開

                                                 
29白禮博（Richard Bernstein）、孟儒（Ross H. Munro）合著，許綬南譯，「即將到來的中美衝

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麥田出版社，台北(1997 年初版），頁 266。 
30唐仁俊，「論『中國威脅論』及『反中國威脅論』」，空軍學術月刊，第 520 期，(2000 年)，頁

20~38。 
31劉東凱，「中國軍事外交更活躍」，大公報，1998 年 2 月 21 日，A2 版。 
32章沁生，「中國的軍事外交」，中國網，查閱時間 2009 年 0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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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度將軍事外交為國防現代化服務的角色，逐漸調整成為達到知彼的重要的公開

合法的管道，使軍事外交成為展示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個窗口並兼顧中共整體的外

交戰略佈局。另中共和周邊仍存在著領土主權的糾紛，故以「和平崛起論」為基

調，對周邊國家進行「睦鄰、富鄰政策」，以經貿關係為誘因，換取與周邊國家

在戰略上的合作。另一方面，以「多邊外交」來發揮本身的影響力，以化解對中

共不利的因素。 

 

貳、實行大國外交政策，建構大國地位： 

高度的經濟崛起，連帶使得中共的國際地位大為提升，躍然成為大國，逐漸

在國際事務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國際戰略學會」高級顧問黃政基提出

「大國論」，主張應順應潮流，與各大國維持友好關係，減少對立。33此論調獲得

中共內部的欣賞。另一方面，中共在國力上升的同時，極欲在國際上爭取一大國

地位，且為打破美國獨霸的局面，乃積極推展多極化的發展，而夥伴戰略則是促

進多極化的方式。34為達此一目標，中共分與俄、英、法、德、印等國或區域組

織建立許多不同的戰略性夥伴關係，除可防範其餘大國聯手，強化自身安全外，

亦可創造與其他大國的利益連結，為自己爭取更多的國際空間與提升自我的國際

地位。過去中共的軍事外交，主要是與友好國家的來往，影響力有限。當經濟實

力提升，現代化程度提高，同時與國際社會面臨共同威脅時，軍事外交成了新的

焦點。因此，軍事外交也要與時俱進，包括增加新裝備的出訪、擴大軍演的範圍

、在利益相關地區協調解決政治問題等，既可以提高軍事發展的透明度、開放度

，也能提升中國軍隊的國際地位。35 

 

                                                                                                                                            
china.com.cn 
33于有慧，「中國的大國外交」，中國大陸研究雜誌，第 42 卷第 3期(1999 年)，頁 45-62。 
34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 30 卷第 3期(1999 年)，頁 23-38。 
35中國評論新聞網，從“深圳＂艦訪日看中國軍事外交，查閱時間 2010 年 03 月 12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5/1/8/1/100518188.html?coluid=7&kindid=0&doci

d=10051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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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共軍事外交的特色與目的 

      

中共所謂「軍事外交」係代表國家軍事安全利益或國家集團軍事安全利益、

以軍隊為主體、以軍事為主要內容的涉外活動，是國家整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國際局勢而言，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之間軍事領導高層的互訪，聯合軍事

演習，邀請觀摩軍演，合作軍事科技開發，軍事人才的交流、培訓、互訪，定期

或不定期的軍事學術研討或座談，國家安全和戰略的對話，軍事事務熱線的建立

，邊境軍事活動的通報，信心建立機制（CBMS）的建立，相關情報資訊的交換

和共用等都是屬於軍事外交的範圍。中共近年來積極拓展軍事外交，頻頻與世界

各國軍隊的高層接觸，同時藉著合作領域的擴大，使中共與周邊國家的軍事交流

合作關係獲得鞏固與發展，並企圖藉軍事交流改變各國對「中國威脅論」軍事不

透明的疑慮。但實際上，這些多數以反恐為名的軍演，宣示及威懾目的遠高於一

切，根本談不上所謂軍事透明化。 

然綜觀中共對外軍事活動或舉辦聯合軍事演習，主要係整體國家發展戰略目

標下，積極進行「軍事外交」活動，俾利於其「走出去」，真正成為能夠影響國

際政治的「大國」。 

 事實上，共軍自「十六大」以來，便積極發展對外軍事關係，在高層交往日益

頻繁，專業技術交流推向深入，多邊安全協作趨於活躍之策略操作下，逐步構建

出全方位、多層次、寬領域的軍事外交格局。外交是軍事的前線，軍事外交是政

治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際關係發生危機和戰爭時期，甚至更迫切、更敏感

的關鍵，其重要性不容小覷，且共軍對外軍事交往係配合其整體國家安全戰略，

具有高度政治、外交的意涵。 

 在中共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大旗下，積極推動軍事外交作為，截至 2010

年初，已與 150 多個國家建立軍事關係，在 107 個國家設立武官處，並有 85 個

國家在大陸設立武官處。中共軍事外交的目的具有以下特色： 

壹、強化軍事科技交流，提升國防現代化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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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認為，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弱國無外交」。外交在實質上是國家實力的

平衡。在後冷戰時期，中共急欲在國際事務上扮演舉足輕重的強者，對國際事務

有權威的發言權和在外交事務上贏得其他國家的尊重，故在其經濟條件不若德、

日等國家之際，只能藉軍事武力的擴張始能達到其目的。因此，在國際事務上或

外交作為上，中共均需堅強的軍事武力作其後盾。此一需求，促進了中共積極的

擴張軍備。36然而隨著科技日新月異，連帶得使得戰爭型態改變，戰場勝負已非

由人員多寡來決定，武器的精良與否成為戰場勝負的主要關鍵。艾文‧托佛勒（

Alvin Toffler）在他的著作War and Anti-War：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提出，現今戰爭的型態，已從「第一波」、「第二波」，邁入「第三

波戰爭」，主要特色便是強調高科技武器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並以科技決定戰爭

的輸贏。37 

1991年波灣戰爭以來，深切體認高科技戰爭的重要性，面對革命性的高科技

戰爭，大多數中共將領認識到，對現代戰爭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乃是軍隊的質量

，而非軍隊的數量，數量的優勢再也無法彌補質量的劣勢。共軍隨後興起的研究

高科技戰爭熱潮，也充分說明其面對高科技戰爭的危機感。這種危機感就是當時

鄧小平提出質量建設、走精兵之路的基本動因。38 

中共為積極展開國防現代化建軍備戰，期間除了大批引進俄製裝備，以更新

舊式軍武，加速軍事現代化進程，另長期以來皆採用「引進→仿製→國產化」模

式，間接於獲取高科技關鍵技術，以利加速武器現代化發展。而軍事科技的交流

是中共從先進國家獲得高科技，推進國防現代化的主要管道，在1996年臺海局勢

趨於緊張，中共對外軍購金額迅速增加，於2000年起成為全球最大武器進口國。

39 

中共近幾年軍購比重，已明顯從過去陸軍轉變為海、空軍，其中海軍軍購，

                                                 
36吳建德，「中國威脅論—後冷戰時期中共軍備之擴張」五南出版社，台北(1996 年），頁 106。 
37 Alvin Toffler and Heidi Toffler,War and Anti-War: 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94）,p.141. 
38梅林，「中共裁軍五十萬的動因及內容」，中共研究雜誌，第 33 卷第 1 期(1998 年），頁 96-97。 
39潘錫堂，「剖析中共對台和戰兩手策略意圖」，青年日報，2002 年 6 月 28 日，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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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重點置在擴增大型艦艇、補給艦與兩棲登陸艦；而空軍採購，則置重點於全天

候戰鬥機、預警機、空中加油機及新式空對空、導彈等武器。這些新式武器不但

使其作戰範圍擴大，也對台海及東亞地區的安全構成威脅。中共引進高科技武器

，同時切斷對台軍售管道，最主要的戰略目標，就是要使兩岸軍事力量對比拉大

，以利其未來對台軍事恫嚇或進犯，進行所謂「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 

共軍各項建設發展迅速，但由於現代化基礎薄弱、起點低，仍還處在機械化

尚未完成、資訊化起步的發展階段，現代化水準與世界軍事強國還有很大的差距

，要真正實現現代化還有很長的路要走，故積極地透過與各軍事強國或軍火工業

國（如俄羅斯、烏克蘭、以色列、巴基斯坦）的交流、頻密與科技先進國家商業

交往，利用軍事交流獲得高科技軟、硬體武器，並藉由商業活動管道將軍事關鍵

技術輸入中共，以提升既有武器裝備研製能力，使中共軍隊現代化走向有中國特

色的精兵之路，建立與大國地位相適應的武裝力量，進而獲取區域強權地位。 

貳、廣泛開展與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全方位交流 

 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國家交流為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立足點之一。  

長期以來中共一直以發展中國家自居，並支持第三世界各國維護和鞏固國家主

權、發展民族經濟事業。中國主張大小國家一律平等，支援第三世界國家參與政

治事務與國際事務的主張，反對少數大國壟斷國際事務。同時，中國主張加強同

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團結與合作，並不以意識形態為標準在第三世界內劃分親疏

好惡。40中國表態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正義鬥爭，反對霸權主義，促進共同發展，

在積極開展南南合作的同時，支援通過對話促進南北合作，在平等互利的基礎上

建立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 

另中共覺得發展中國家是國際上一支重要力量，影響力也越來越大。這些國家堅

持多邊主義，強調政治解決國際爭端，主張發揮聯合國作用，支持聯合國改革。

發展中國家普遍重視與中國的發展關係，雙方政治上共同語言比較多，經濟上互

                                                 
40 中國國情網，「中國軍事與外交」，查閱時間 2010 年 04 月 10 日

http://youth.sdut.edu.cn/news/100/252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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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性強，安全上有加強合作的必要性。大多數發展中國家亦希望中國在國際社會

上發揮更大的作用，故中共認為與發展中國家保持良好的關係，將有利於中國維

護和延長中國的戰略機遇期，並冀望透過加強和發展中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的外

交關係來強化自己在世界事務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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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共海軍在軍事外交扮演之角色 

第一節 中共海軍戰略與能力 

    中共海軍為戰略軍種，是海上作戰行動的主體力量，擔負著保衛國家海上方

向安全、領海主權和維護海洋權益等任務。41主要由潛艇部隊、水面艦艇部隊、

航空兵、陸戰隊、岸防部隊等兵種組成，中共第一支海軍部隊成立迄今已60年，

隨著改革開放，海軍現代化步伐加速，由近岸防禦逐步走向近海、遠洋。 

   2008年中共發表的國防白皮書指稱，其海軍將著眼信息化條件下海上局部戰

爭的特點，全面提高近海綜合作戰能力、戰略威懾與反擊能力。42中共海軍近年

按照近海防禦戰略要求，深化訓練內容和組訓方式改革創新，增強在近海遂行海

上戰役的綜合作戰能力和核反擊能力，針對信息化條件下聯合作戰要素集成訓練

，探索複雜電磁環境下的訓練方法，重視開展非戰爭軍事行動訓練，積極參加雙

邊、多邊聯合演練。 

一、近海防禦戰略規劃 

2008年中共國防白皮書指出，其海軍按照「近海防禦戰略」要求突出海上一

體化聯合作戰訓練，已增強在近海遂行海上戰役的綜合作戰能力和核反擊能力。

所謂「近海防禦」，就是將來犯之敵人，在大陸沿岸超過200浬的近海(第一島鏈)

海域內，予以殲滅或擊潰，而不及於內陸。相較毛澤東誘敵深入再予殲滅的「人

民戰爭」戰略思想，則更加積極與主動，並具有以下特點： 

1.近海防禦可以有效地覆蓋大陸主權所屬的近海島嶼，如台灣、南沙群島等

，有利完成統一的使命，可保證在和平時期進行各種海洋開發活動，有效保護各

種海洋權益。能有力支持和平外交政策和僑務政策，特別是在亞太地區和周邊許

多國家、集團中，擴大政治影響力。 

2.加大海上防禦地幅縱深，從近岸海域前伸，增厚海區防護層，為有效攔截

                                                 
41中國軍網網站 2008 年 2 月 1 日報導。 
42中共「2008 年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8 年 0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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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兵力兵器的襲擊，掩護岸島要地和海軍基地兵力設施，創造有利條件。為海軍

艦艇海上活動提供較大迴旋餘地，便於較大範圍機動作戰，以內線作戰與外線作

戰結合，積極殲滅和牽制敵人，有利保存自己。有利海上機動作戰，形成積極配

合近岸堅守防禦作戰，並便於兵力在國際安全海區之間廣泛機動，達到互相支援

之目的。 

3.可有效防止和打破敵人海上封鎖，並便於對敵戰役後方海上交通線實施積

極行動，以削弱其持久作戰能力，可有力保護大陸近岸、近海交通線，並可重點

保護遠洋通道。為建立大縱深、多層次、多方位的海區防禦提供有利條件，並較

易做到以點制面、以面保點。必要時對敵人戰時位於第一島鏈附近的出發基地、

前進基地進行襲擊，或造成威脅。 

另依據中共2006年國防白皮書曾指出，中共提出「二十一世紀海軍發展戰略

」，要求將「近海防禦型海軍」轉向「區域型遠洋海軍」發展，中共海軍認為公

元2020年後將由「近海防禦」漸次向「遠海作戰」發展，除保衛200浬專屬經濟

海域及較遠的大陸架外，尚須擔負保護海上貿易和航道安全，及延伸一千多浬的

南海水域，甚至中共海軍希望在西元2020年使其海上安全屏障能向外擴展至200

浬的太平洋「第二島鏈」，西元2050年建立一支泛太平洋區域甚或全球性的海軍

強權。43 

二、編制現況 

中共海軍平時實行作戰指揮與建設管理合一的領導體制，44由海軍機關、艦隊

、試驗基地、院校、裝備研究院等構成。下轄北海、東海、南海三個艦隊。北海

艦隊總部位於山東青島，東海艦隊總部位於浙江寧波，南海艦隊總部位於廣東湛

江。艦隊各下轄艦隊航空兵、保障基地、艦艇支隊、水警區、航空兵師和陸戰旅

等部隊。其中潛艇部隊裝備戰略導彈核潛艇、攻擊核潛艇和常規動力潛艇，編有

                                                 
43中共「2006 年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6 年 12 月 30 日。 
44 2008年中共國防白皮書指出，中共海軍平時實行作戰指揮與建設管理合一的領導體制。中共「2008

年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9年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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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艇基地、潛艇支隊。水面艦艇部隊主要裝備驅逐艦、護衛艦、導彈艇、掃雷艦

、登陸艦和勤務艦船等，編有驅逐艦、快艇、登陸艦、作戰支援艦支隊和水警區

。航空兵部隊主要裝備殲擊機、殲轟機、轟炸機、偵察機、巡邏機和直升機等，

編有航空兵師。陸戰隊主要由陸戰兵、兩棲裝甲兵、炮兵、工程兵和兩棲偵察兵

等構成，編有陸戰旅。岸防部隊主要由岸艦導彈、高射炮兵、海岸炮兵等組成，

編有岸導團、高炮團等。院校設置海軍指揮學院、海軍工程大學、海軍航空工程

學院、海軍大連艦艇學院、海軍潛艇學院、海軍兵種指揮學院、海軍飛行學院、

海軍蚌埠士官學校等8所院校。 

三、裝備發展 

美國「詹氏防衛週刊」45
於2008年11月刊報導共軍現代化的建設，在海軍發展

部份指出，2008年中共國防白皮書提出解放軍海軍的戰略發展目標是「逐步增大

近海作戰的防禦縱深，提高海上綜合作戰能力和核反擊能力。」，因此，在此背

景下全力打造「海域禁入」能力，而防止美國海軍在第二島鏈展開軍事部署已成

為中共海軍的發展重點，這也使得中共海軍從一支技術上比較落後的「小海軍」

，逐步發展成為一支能夠有效執行海上控制任務，打贏弱小對手並可對強大對手

進行威懾的地區性「大海軍」。 

1.潛艇裝備 

「詹氏防衛週刊」稱，中共海軍實現其戰略目標的關鍵是建立一支強大的潛

艇部隊。在2003-2008年間，已有20艘先進的常規和核動力潛艇相繼交付海軍，

使得海軍潛艇總數增加到55艘。目前，共有10艘可攜帶ＹＪ82反艦導彈宋級潛艇

在役；此外，中共正在建造第二艘元級潛艇，該艇將於今(2010)年左右服役；另

中共從俄羅斯訂購的8艘636型基洛級已全部交付使用。636型基洛不僅裝有ＳＳ

－Ｎ一27的超音速反艦導彈，還配備線導和尾流自導魚雷；中共海軍目前正在採

                                                 
45「詹氏防衛週刊」係由英國人佛雷德．詹（Fred T. Jane）於 1898 年所創立。最初僅針對軍艦愛

好者出版相關書籍，後來逐步發展為百科全書式的「詹氏戰艦大全」， 並逐步往其他軍事資訊領

域擴展，如 Jane＇s Defence Weekly (詹氏防衛週刊)，在判斷地緣政治威脅、揭露新式武器科技

與分析全球軍事動態方面，保持無與倫比的優勢。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2

購5艘不同類型的核動力和常規潛艇。目前2艘商級攻擊核潛艇和1艘金級彈道導

彈核潛艇即將服役。 

2.水面艦艇 

俄羅斯2艘新已交付中共海軍的956ＥＭ型現代Ⅱ型導彈驅逐艦與1999年末的

2艘早期現代級相比性能有大幅提升。2006年中共海軍也接收多艘高性能「自製

」水面艦艇，其中包括2艘052Ｃ洛陽II級驅逐艦、2艘051Ｃ盧州級驅逐艦和3艘

054Ａ江凱級護衛艦。盧州級驅逐艦裝有一套「頂板」雷達系統和俄制「里夫﹣

Ｍ艦空導彈系統。第三艘江凱級護衛艦裝有多套俄制裝備，其中包括「頂板」和

ＭＲ﹣90「前罩」雷達，而這與前兩艘江凱級護衛艦安裝「自製」同類武器形成

鮮明對比。近年中共海軍的艦艇數量近年有較大幅度攀升。估計中共海軍北海、

東海和南海艦隊的水面主力艦艇總數約為75艘。此外還有約45艘海岸導彈巡邏艇

，50艘中型和重型兩棲運輸艦。2003－2005年，中共大約建造27艘兩棲艦。美國

國防部的報告指出，從2005－2006年中共海軍兩棲部隊的艦艇總數擴大14％。改

進型092大型登陸艦和玉海級中型登陸艦已經服役。第一艘071船塢登陸艦於2008

年12月在上海滬東﹣中華造船廠正式下水。中共刻正與俄羅斯進行談判，要求購

買6－8艘野牛級大型攻擊氣墊船。野牛級氣墊船能夠承載3輛主戰坦克或10輛裝

甲運兵車和230名乘員。此外，中共目前也在大力研發對陸攻擊巡航導彈和反艦

導彈，研製能夠安裝在金級核潛艇上的「巨浪一2」型潛射彈道導彈，由於核潛

艇具有機動性和隱蔽性，因此「巨浪一2」的威懾力要遠遠超過中共所擁有的陸

基洲際彈道導彈。 

四、後勤建設 

中共海軍在後勤方面，統合補給單位對多元後勤力量進行精準、確實、高效

控制，減少逐級補給和申請環節，採取直接補給、越級補給、接力補給等保障方

式，形成一體化後勤保障體制，為聯合作戰提供迅速、快捷後勤保障。後勤保障

將透過智能化信息系統提供強大後勤支援，組建成信息網路資訊、後勤人才運用

及裝備補保等智能化後勤保障，冀以展現後勤「適時補給、全程控制、精確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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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充分發揮智能後勤優勢。在全維後勤保障支援方面，鑒於未來戰場空間

除陸、海、空、天四維之外，亦增加信息空間，包括電磁、網路和心理等空間，

在此作戰空間，因此，強調後勤保障須從平面向立體轉變，從陸、海、空、天至

信息空間延伸，為全維信息化戰爭提供全維後勤保障支援；在組成信息系統網路

方面，積極構建「空地通信網」、「海空協同網」和「戰術通信網」，藉由一體化

信息平台，強化作戰所需之後勤保障。另外，在科學管理後勤物資方面，透過大

聯勤保障體系與研製後勤補給智能系統，針對後勤補保業務流程與數據資料，展

開對財務、軍需、油料、衛勤、營房、軍交運輸等後勤保障進行科學整合，隨時 

掌握後勤保障需求，實現就地就近即時化保障目標。 

此外，中共海軍也發展遠海合作與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能力。中共中央軍委

主席胡錦濤2008年4月9日在考察海軍南海艦隊駐三亞部隊時，強調海軍建設「要

打贏信息化條件下，海上局部戰爭的能力作為核心，著力深化軍事鬥爭準備，不

斷在增強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的海上軍事任務的能力。」這次講話，

西方媒體解讀為象徵中共邁向「大海軍」時代的象徵。46美國之音專題指出，由

中共海軍發展具備3大特點：第一，現代化技術的海軍，具備遠洋作戰的能力；

第二具備有效的海上控制能力，能夠戰勝相對弱小的對手；第三具海域禁止他方

進入的能力，以區域性的海洋控制，有效的威懾強大的對手。47而中共海軍自稱

在發展過程中面臨六項任務，包括：海上封鎖、攻擊海上交通線、導彈對陸地的

攻擊，反艦作戰，保護中共的海上運輸線和保衛中共的海軍基地等等。在在反映

今後中共對海軍建設更形積極，而相對在軍事外交等涉外事務上，具有舉足輕重

的地位。 

第二節  宣揚國威與爭取僑民向心 

    就因中共的「軍事外交」具有特定的「外交」意涵，使得他們對外的操作範

圍更為廣泛，主要的作為包括：一、軍事關係，例如在外交使館中相互設立武官

                                                 
46 香港鳳凰衛視網站 2008 年 01 月 27 日報導。 
47 美國之音 2008 年 3 月 27 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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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以及建立雙邊性的軍事互信機制等。二、積極從事軍事交流，包括：派遣軍

事代表團訪問、軍事學術交流與專業技術合作。三、軍事觀摩，包括：相互觀摩

軍事演習、海軍艦隊航行訪問等。四、軍事指導，對發展中國家提供軍事物資援

助與人員培訓等。五、軍事人員互動，主要是派出共軍軍官參加國際安全會議、

對話、論壇及研討會等。六、派出軍隊參與聯合國的「維和任務」，48等方面；

範圍則包括國防安全政策宣示、軍品及武器採購、加強雙邊關係及增強互動影響

力等，對改善中共與國際間關係，以及維護國際安全環境，具有積極作用。其中 

中共海軍則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腳色，涉及的層面，有人員互訪、軍艦互訪、學術

交流、軍事演習、武器交易與科技合作，尤其近年中共在軍艦外交上亦極為活絡，

除訓練中共海軍遠洋航行能力外，亦可宣揚國威、熟悉外軍事務、宣慰僑民以爭

取僑民的向心力，並藉以展示艦船配備之各型武器裝備，及促銷武器。 

2009 年 4 月 23 日，為慶祝中共海軍成立 60 周年，一場以「和諧海洋」為

主題的大型海上閱兵活動，在山東青島附近的竹岔島以東、大公島以南的海域展

開。來自俄羅斯、美國、印度、韓國、巴基斯坦、紐西蘭、新加坡、泰國、法國、

孟加拉、澳大利亞、巴西、加拿大、墨西哥等 14 個國家的 21 艘艦艇參加了隆重

的多國海軍嘉年華會，29 個國家的海軍指揮官乘著中共海軍「鄭和號」遠洋航

海訓練艦到檢閱現場觀摩。從世界各國的發展歷程來看，要成為世界強國，就必

須擁有強大的海軍力量。此次中共海上閱兵，既是對海軍裝備訓練成就的檢閱，

更是追求海上強國目標的起點。作為世界第三經濟強國的中共，此次邀約各國賓

朋參加青島海軍節，一是表明其對「和平崛起」「和諧海洋」的誠意，消除外界

對「中國軍事威脅」的種種疑慮和擔憂；二是展示自己作為海軍大國的實力，宣

示其保衛中國海疆、重返海權時代的能力和決心。 

    目前，中共海軍的戰略使命已從「近海防禦」發展到執行多樣化軍事任務，

應對非傳統安全領域威脅，致力於維護國家主權、領土完整和海洋權益，並在維

護和促進世界和平與穩定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特別是中共自 2008 年底迄今，派

                                                 
48 王崑義，青年日報 2009 年 3 月 3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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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艦編隊遠赴阿拉伯海亞丁灣，執行反海盜護航其實只是藉口，宣揚國威才是真

正目的。因這個海域每年有數萬艘商船通過，中國商船每天只有 4、5 艘，比台

灣還少，更比不上韓國或日本。但是能夠光明正大的把軍艦開入印度洋，對中共

海軍的藍海戰略具有莫大意義。惟印度洋仍屬於印度的勢力範圍，中國在此地區

的任何軍事活動，都會挑動印度的安全神經。這次印度對中國的護航行動未表示

反對意見，但是有關中國進入印度洋的報導，引起印度媒體的熱烈討論。  

 

 

第三節 吸取西方先進科技 

共軍各項建設發展迅速，但由於現代化基礎薄弱、起點低，仍還處在機械化

尚未完成、資訊化起步的發展階段，現代化水準與世界軍事強國還有很大的差距

，要真正實現現代化還有很長的路要走，故積極地透過與各軍事強國或軍火工業

國（如俄羅斯、烏克蘭、以色列、巴基斯坦）的交流、頻密與科技先進國家商業

交往，利用軍事交流獲得高科技軟、硬體武器，並藉由商業活動管道將相關軍事

關鍵技術輸入中共，以提升既有武器裝備研製能力，使中共軍隊現代化走向有中

國特色的精兵之路，建立與大國地位相適應的武裝力量，進而獲取區域強權之地

位。 

壹、波灣戰爭階段 

1991年波灣戰爭中，共軍對英美聯軍軍事行動中的國家高素質、專業化海軍

部隊及高科技裝備之超視距精準打擊戰力所震撼，促使中共體認必須儘快跟上先

進國家軍事科技能力，避免差距與日俱增，影響其國際地位，其後的軍事事務革

命思潮，對中共領導人的軍事思維更造成強大衝擊，認定高技術已成為現代戰爭

勝負的主要關鍵；換言之，高科技戰爭為未來局部戰爭特性的看法已使中共建軍

走向另一個新的階段。故中共積極地進行高科技戰爭的國防現代化建軍備戰，置

重點於研究高技術戰爭及軍事革命等，然經歷長時間深研與探索，中共深刻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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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西方先進國家科技與軍備水準落後甚多，因此軍事外交被要求為國防現代化服

務，中共亟思多方面推動其軍事外交，吸收國外的戰爭經驗和軍隊建設的經驗，

而海軍為高科技兵種，尤其中共海軍近年透過各種管道，引進國外先進載具(如

俄製基洛級潛艦、現代級驅逐艦及法製泰維特戰鬥系統、蘇愷戰機等)、軍事技

術和現代科技知識，藉以縮進與先進國家武器裝備之差距，並同友好國家建立穩

定關係，俾提升其國防科技能力，逐步走向現代化海軍建軍之路。 

 

貳、911恐怖攻擊事件階段 

911恐怖主義襲擊美國本土事件後，其震撼性讓國際社會深刻體認到恐怖主

義對國家造成的安全威脅並不亞於傳統軍事威脅，反恐亦不再局限於某些國家或

特定地區，而是超越邊界、主權、甚至地緣政治，而成為全球關注的議題。911

事件使得美國的頭號敵人及主要的安全威脅由潛在的競爭對手轉為恐怖主義和

組織，布希政府對中國的顧慮暫時被壓抑，另一方面，基於反恐戰爭的需要，中

國的戰略地位獲得美方的重視，包括中國在聯合國安理會常任理事國的席位，與

巴基斯坦及中亞國家的外交關係，以及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問題的解決。經

由打擊恐怖主義的合作，使得中美關係逐步改善。49而共軍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

國以及巴基斯坦、印度、美國、法國等國軍隊舉行的聯合軍演，都是以聯合反恐

和聯合搜救為主要內容，雖然中共一再宣稱演習以反恐為主軸，並開放外界參觀

，企圖化解各國疑慮，但外界對中共意欲藉此組織軍演，強化與該組織成員國的

軍事合作，對抗美國勢力，鞏固地區霸權企圖，早已心知肚明。 

 

第四節 掌握西方先進國家海軍戰略戰術 

   中共軍隊與外軍舉行的聯合演習和聯合訓練，多以反恐為主題，而海上聯合

                                                 
49王高成，「九一一事件後的美中台三角關係」，亞太情勢發展學術研討會，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

編，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台北( 2002 年)，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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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習則以編隊運動以及搜救為主要內容，涉外演習最大特點，是透過舉行聯合軍

演和相互觀摩等途徑，加速與世界軍隊接軌進程，進而掌握西方先進國家戰略與

戰術。特別是1991年波灣戰爭，由於美海軍機動、快速的兵力行動與海上武力的

投射，美國現代武器的影響，讓中共學習到海軍所扮演的角色有以下三點： 

一、海軍扮演保衛主權和海上權益重要角色： 

    除未來海戰要有快速反應、遠距離打擊能力及指揮、管制、通信、資訊、情

報（C4I）系統自動化外，並具海上的航行自由，才能支援國家海上權益。隨著

中共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和綜合國力的提高，國防實力，特別是海洋防衛作戰能

力，在不斷地增強。海洋防衛作戰能力，是國防實力的一個非常重要且非常必要

的方面。  

  中共是個海洋國家，海岸線綿延一萬八千多公里，海上島嶼六千五百多個，

海上專署經濟區三百多萬平方公里。這些都需要中共海軍有足夠的能力去保衛。  

  改革開放以來，中共對外投資和外貿額不斷增加，海上利益迅速發展。比如，

中共外貿額現在已經將近兩萬億美元，其中，有 90%以上都要通過海陸運輸。也

就是說，中共每年在海上有一萬八千億美元的物流，這一萬八千億美元的物流，

需要海上力量去保衛它。在海上恐怖行動愈發猖獗的情況下，只有增強海洋防衛

作戰能力，才能擔當起保衛國家海防的重任。  

  隨著中共經濟的快速發展，對進口能源的需求也在增長，比如進口的石油、

天然氣等等。過去，中共國內沒有戰略儲備，現在正在逐步建立國家石油戰略儲

備，這在一定程度上就要增加石油的進口量，這對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會越來

越重要。因此，保衛海上的外貿航線、石油航線，意義重大。 

二、海軍應提升立體作戰能力： 

    美國航母戰鬥群在聯合作戰中的作戰能力是不容忽視的。航空母艦的建造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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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限於軍事運用之利，它還將帶動國防科技以及一系列高新科技的突破。現代

航母戰鬥支隊包括艦載機，已成為高技術密集的軍事系統工程，實施建造航母帶

動周邊戰略，可謂抓住了要害與核心，將帶來全面活絡，引領軍用新材料、軍用

微電子、軍用光電、軍用通信網路、數據鏈路、偵察監視、資料處理、動力技術、

海洋技術、電子戰資訊戰技術、一體化 C4ISR 系統技術、精確制導技術、軍用製

造技術、艦載機及彈射技術等一系列國防科技與高新科技的突破與躍升，極有助

於快速縮小與軍事強國的軍事科技代差，縮短趕超時間。而且也將會帶動中共先

進裝備工業的全面進步。因為裝備工業是工業經濟和國防建設的母機，大陸的裝

備工業五十餘年來雖然有了很大的發展，但重大裝備工業現存問題很多，與發達

國家相比仍然比較落後，遲滯了經濟與國防建設的進程，甚至倒退。裝備工業的

企業為數不少但大多還技術落後，科研及管理水平低下，遠遠不能滿足「裝備中

國」之所需。由於航空母艦之建造其所關連的軍用新材料、工藝等一系列高技術，

從而必將帶動大陸的裝備工業的全面進步。 

    中共一旦擁有航空母艦，不僅代表其國力騰躍到強國一定之地位，其在全球

戰略上因其有遂行遠洋國力展示的功能，使其參與國際事務有一定的實力為支

撐，也將使其未來在國際事務上多極協作之戰略思維更能與美國單極超強的地位

相抗衡。 

三、海軍必須由科學及技術建立「質量」： 

    現代戰爭的趨勢，作戰效力不僅表現在即時與打擊，更多反映於武器科技性

能及人員之素質。根據石雲生的說法，中共海軍必須具備（一）運用科技強化海

軍戰力，拉近與各主要海軍強國間的差距（二）更多先進武器，包括戰艦、潛艦、

飛機、飛彈、魚雷、艦砲與電子裝備（三）受過良好訓練與「更多合適」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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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項特點，方能滿足現今與未來的戰略需求。50因此，指導重點為：51  

（一）加強質量建設，以「縮小與世界軍事強國的差距，提高海上綜合作戰能力，

做好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海上局部準備」。「實現由數量規

模型向質量效能型、人力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轉變」。 

（二）加快發展先進武器裝備和編制體制的調整改革。研製一批新型號的大中型

水面戰鬥艦艇、潛艇、戰鬥機、飛彈、魚雷、艦砲和電子裝備等。 

（三）著眼於綜合作戰能力的形成與提高，做好武器裝備特別是主戰裝備的協調

配套發展。 

（四）繼續調整改革編制體制，以提高綜合作戰能力為標準，壓縮規模，優化結

構，提高效能，以「精兵、合成、高效」為中共海軍建軍的目標。 

（五）加緊培養高素質人才：中共海軍 1999 年 9 月開始，除了國防大學和海軍

指揮學院等相關科系外，將原有的「海軍工程學院」、「海軍電子工程學院」

合組為「海軍工程大學」以培養高科技型的海軍指揮與工程方面的人才；

同時海軍基礎人才，亦開始每年由地方高等院校招收一千名左右的大學生

到艦艇或飛行部隊服務，以符合中共海軍現代化的人才需求。 

 

 

 

 
 

 

 

                                                 
50「中共海軍下世紀仍維持近海防禦」，青年日報，民 88 年 4 月 22 日，版 6。 
5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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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共海軍如何推動軍事外交 

第一節  聯合軍演與軍艦互訪 

壹、聯合軍演 

作為軍事訓練的最高形式，作為服從服務於國家戰略全局的軍事外交活動，

軍事演習正逐漸成為加強中外務實軍事外交的重要交流平臺。52聯合軍演是反映

雙方或多方軍隊關係密切的重要標誌，其作用超越人員互訪和技術交流的層次，

它涉及到從指揮部到陸、海、空各軍種等各個層面的聯合合作，雙方軍隊在作戰

思想、體制編制、武器裝備、人員素質等方面都有很大程度的公開，更直接促進

雙方軍事互信，意味著彼此可以在安全和軍事領域中進行更緊密的合作。故聯合

軍演可視為軍事訓練成果表現的最高形式。 

中國軍隊自2002年起，透過舉行聯合軍事演習和相互觀摩演習等多種途徑，

增進了相互瞭解，推進了互信合作，促進了共同發展。53所以軍事演習正逐漸成

為中共務實軍事外交的重要交流平臺，形成既定交往機制，貫徹新安全觀的大國

形象。中共2002-2009年軍隊與外國軍隊舉行聯合演習統計如表1： 

 

表 1  2002-2009 年中共軍隊與外國軍隊舉行聯合演習一覽表 

時 間 參 與 國 家 地 點 演 習 名 稱

2002 年 5 月 美國、泰國、新加

坡 

泰國 中共派遣軍事代表團觀摩

「金眼鏡蛇 2002」聯合軍事

演習 

2002年10月

10-11 日 

吉爾吉斯 中共與吉爾吉斯

兩國邊境地區 

中、吉聯合反恐軍事演習。

此為中共第一次與外國軍隊

聯合舉行實兵演習，亦為共

軍第一次出境演習 

2003 年 8 月

6-12 日 

中共、哈薩克、吉

爾吉斯、俄羅斯、

哈薩克東部邊境

烏恰拉爾市和中

「聯合 2003」聯合反恐軍事

演習，此為中共聯合該組織

                                                 
52中國新聞網，中國軍事外交日趨活躍 軍事演習成交流合作載體，查閱時間 2010 年 05 月 10 日

http://www.cns.hk:89/gn/news/2008/07-29/1327576.shtml 
53中國新聞網，中國軍事外交日趨活躍 軍事演習成交流合作載體，查閱時間 2010 年 04 月 15 日

http://www.cns.hk:89/gn/news/2008/07-29/13275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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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 國新疆伊犁地區

舉行 

各成員國，擴大軍事合作範

圍所主導之多邊聯合演習 

2003 年 8 月

22-27 日 

邀請美、英、俄、

德、新加坡等 15

國觀模 

內蒙古 中共「北劍 0308」陸、空聯

合實兵對抗演習 

2003年10月

22 日 

巴基斯坦 上海 中、巴「海豚 0310」聯合海

上搜救演習 

2003年11月

14 日 

印度 上海 中、印「海豚 0311」聯合海

上搜救演習 

2004 年 3 月

16 日 

法國 青島附近外海 中、法海軍聯合軍事演習 

2004 年 6 月

20 日 

英國 青島附近的黃海

海域 

中、英海軍聯合軍事演習 

2004 年 7 月

8日至 9月 1

日 

邀請法國、德國、

英國、墨西哥等國

人員 

廣東汕尾兩棲作

戰訓練基地 

中共「蛟龍-2004」海軍陸戰

旅兩棲登陸作戰演習 

2004 年 8 月

6 日 

巴基斯坦 新疆帕米爾高原

中巴邊境地區 

中巴「友誼-2004」聯合反恐

軍事演習 

2004 年 8 月

24至 9月 26

日 

邀請汶萊等 16 國

60 餘名軍事觀察

員觀摩 

河南確山合同戰

術訓練基地 

中共「鐵拳 2004」演習 

 

2004 年 8 月

28 日 

印度 西藏自治區普蘭

縣 

中、印聯合登山訓練 

2005 年 8 月

18-25 日 

俄羅斯 俄羅斯海參崴、

山東半島及黃海

海空域 

中、俄「和平使命-2005」聯

合軍演 

2005 年 9 月

27 日 

邀請24國40餘名

軍事觀察員觀摩 

北京朱日和合同

戰術訓練基地 

中共「北劍-2005」軍事演習

2005年11月

18 日 

印度 印度塔爾沙漠 中共軍方代表團觀摩印度

「沙漠打擊行動」軍演 

2005年11月

24 日 

巴基斯坦 阿拉伯海北部海

域 

中、巴「友誼 2005」海上聯

合搜救演習 

2005年12月

1 日 

印度 印度洋北部海域 中、印「友誼 2005」海上聯

合搜救演習 

2005年12月

13 日 

泰國 泰國灣海域 中、泰「友誼 2005」海上聯

合搜救演習 

2006 年 5 月

15 日 

美國、泰國 泰國 邀請中共軍方觀摩「美、泰

聯合軍事演習」 

2006 年 6 月

18-22 日 

邀請中共、俄羅斯

等 7個國家觀摩 

關島 美方首次邀請中共軍方觀摩

「英勇之盾 06」聯合軍事演

習 

2006 年 9 月

20 日 

美國 美國聖地牙哥港

海域 

中、美第一階段海上聯合搜

救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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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 8 月

24 日 

加拿大 黃海海域 舉行海軍聯合搜救演練 

2006 年 8 月

24-26 日 

哈薩克 新疆自治區及哈

薩克阿拉木圖市

「天山 1號」反恐演習 

2006 年 9 月

22-23 日 

塔吉克 塔吉克哈特隆州 「協作-2006」反恐軍事演習

2006年11月

18-19 日 

美國 中國南海海域 中、美第二階段海上聯合搜

救演習 

 

2006年12月

11-18 日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阿伯塔

巴德地區 

中、巴「友誼-2006」聯合反

恐軍事演習 

2007 年 3 月

6-13 日 

中共、美國、英

國、法國、義大

利、孟加拉、土耳

其、馬來西亞及巴

基斯坦 

阿拉伯海北部海

域 

「和平-07」海上多國聯合軍

事演習 

2007 年 4 月

12-16 日 

印度 中國黃海海域 聯合海上軍演 

2007 年 5 月

15-20 日 

中共、美國、法

國、日本、澳大利

亞、紐西蘭、印

度、巴基斯坦、南

韓、新加坡 

新加坡及其附近

海域 

「第 2屆西太平洋海軍論壇

多邊海上演習」與「2007 亞

洲國際海事防務展」 

2007 年 5 月

22-25 日 

美國 中國黃海海域 聯合海上軍演 

2007 年 5 月

29-31 日 

中共、吉爾吉斯、

哈薩克、俄羅斯、

塔吉克、烏茲別克

吉爾吉斯 「伊塞克湖反恐-2007 演

習」 

2007 年 5 月

16-29 日 

泰國 廣州 中、泰「突擊 2007」特種作

戰聯合訓練 

2007 年 6 月

4-7 日 

巴基斯坦 

 

上海佘山東南一

帶海域 

聯合海上軍演 

2007 年 8 月

9-17 日 

中共、俄羅斯、哈

薩克、吉爾吉斯、

塔吉克、烏茲別克

在中國烏魯木齊

及俄羅斯車裡雅

賓斯克舉行 

「和平使命 2007」聯合軍事

演習 

2007 年 9 月

1-6 日 

俄羅斯 俄羅斯莫斯科近

郊 

中、俄「合作 2007」聯合反

恐演習 

 

2007 年 9 月

12-16 日 

英國 

 

青島外海 通信及海上聯合搜救演習 

2007 年 9 月

17-25 日 

邀請「上合組

織」、「東協」及

美、英、法、日等

國軍事觀察員觀

瀋陽吉林 中共「勇士 2007」陸、空聯

合實兵對抗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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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2007 年 9 月

26-29 日 

法國 

 

湛江 

 

海上補給、戰術機動等聯合

演練 

2007 年 9 月

10 日 

英國 英國朴里茅斯港

海域 

中、英非傳統安全領域軍事

演習 

2007年10月

2 日 

澳洲 澳大利亞雪梨外

海的南太平洋塔

斯曼海 

首次中、澳、紐 3國海上聯

合搜救演習 

2007年11月

18-23 日 

法國 

 

上海 海上聯合軍演 

2007年12月

21-25 日 

印度 雲南昆明 中、印「攜手-2007」山地聯

合反恐戰鬥演習 

2008 年 3 月

31 日 

俄羅斯 滿洲里與俄羅斯

答烏里亞地段 

共同抓捕非法越界人員演練

2008 年 4 月

8-11 日 

美國 上海以東海面 通信及編隊航行海上聯合軍

演 

2008 年 4 月

16-21 日 

法國 上海 兩棲裝甲人員換乘、艦載直

升機互降及通信等聯合軍演

2008 年 5 月

28 日 

越南 北部灣 中、越「第 5次海上聯合巡

邏」 

2008 年 6 月

16-20 日 

法國 香港 與香港特區海事處、飛行服

務隊進行海上搜救演習 

2008 年 6 月

21 日 

哈薩克 中共邊界阿勒泰

段與哈薩克栽方

段 

中、哈「邊境聯合巡邏」任

務 

2008 年 6 月

24-29 日 

日本 湛江 

 

海上編隊及通信演練 

2008 年 7 月

12-28 日 

泰國 泰國清邁 中、泰「突擊-2008」陸軍特

戰作戰反恐聯合訓練 

2008 年 7 月

22-27 日 

法國 廣州 聯合消防及傷員救治演練 

2008 年 8 月

21 日 

俄羅斯 於雙方 88 號界

碑至 91 號界碑

間之額爾古納河

段 

首次中、俄邊防聯合巡邏 

2008年12月

6-12 日 

印度 印度貝爾高姆地 中、印「攜手-2008」陸軍聯

合反恐訓練 

2009年03月 美、英、法、中、

日、澳、和巴基斯

坦等 12 國 

巴基斯坦 「和平 09」海上多國演習，

演練海上搜救和反海盜演習

2009年06月

19 日 

中、新加坡 

 

廣西桂林廣州軍

區某訓練基地 

中、新加坡「合作-2009」安

保聯合訓練 

2009年06月 中國與非洲加彭 非洲加彭 「和平天使 2009」人道醫療

救援聯合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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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 7 月

22日到26日 

中國、俄羅斯 吉林的洮南合同

戰術訓練基地 

「和平使命 2009」演習 

2009年09月 中國、俄羅斯 亞丁灣 「和平藍盾 2009」聯合演 

習 

資料來源： 

1.邵嘉玲，「胡錦濤時期軍事外交政策與作為」，銘傳大學碩士論文，98年，頁58-63 

2.筆者自行整理 

 

一、綜合分析： 

（一）中共從2002年開始，有選擇地參加雙邊和多邊聯合軍事演習，同時邀請外

軍觀察員觀摩共軍軍事演習，先後派員觀摩西太平洋地區海軍掃雷演習與

潛艇搜救演習，美、泰、星「金色眼鏡蛇」聯合軍事演習，並與巴基斯坦

、印度及法國海軍分別進行海上搜救聯合演習等。 

（二）2003年8月中共首次開放內蒙古「合同戰術訓練」基地，並邀請美、俄等

10餘國的軍事觀察員，觀摹共軍裝甲部隊實兵對抗演練；同月份更與上海

合作組織成員國進行代號為「聯合2003」的反恐軍演。 

（三）另於2005及2007年與俄羅斯完成「和平使命」聯合軍演，2006年首次獲邀

參加美軍代號「英勇盾牌06」軍事演習觀摩，持續於非傳統領域上，以參

與者或觀察員身份與巴基斯坦、哈薩克、印度等國進行聯合反恐及搜救演

習，以向國際展示其反恐力量與決心。 

（四）中共海軍參演：自從2003年10月中國海軍艦艇首次與巴基斯坦海軍在東海

海域舉行聯合演習後，中國海軍艦艇先後在中國領海和外國海域進行了「

中巴友誼2005」海上聯合搜救演習、「和平使命—2005」、中俄聯合軍事演

習、「和平—2007」多國聯合軍事演習、中美海軍分兩個階段在聖地牙哥

附近海域，和湛江附近海域聯合搜救演習等20多次雙邊或多邊海上演習。

54綜觀2002年中共首次與外軍展開聯合演習迄2009年底，共約50餘次，然

中共海軍即佔大半的參與單位，證明中共海軍在與外軍聯合軍演方面佔有

                                                 
54東北新聞網，中國軍事外交 30 年豐富務實 彰顯透明自信，查閱時間 2009 年 01 月 10 日

http://mil.nen.com.cn/military/284/31922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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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足輕重要的角色。 

二、代表意涵： 

    中共軍演從早期以反恐或蒐救為主軸之聯合軍演，提升至軍事層面軍演，以

聯合軍演為代表的對外軍事合作交流，正在從非傳統安全領域，向傳統安

全領域邁進，畢竟中國面臨的安全問題是非傳統和傳統因素相互交織，而

後者才是國家根本的安全關切所在。55誠如中共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彭光謙說

：「聯合演習既是加深軍事安全互信的有效舉措，也是借鑒外軍有益經驗的

良好途徑。」 

 

貳、軍艦互訪 

中共海軍近20年來，先後30餘次派遣數十艘艦艇，航跡遍佈世界五大洲、三

大洋、40多個國家，獲得相當豐碩之成果。整體而言，頻繁的艦隊互訪加深了中

共與其他國家軍隊的瞭解和信任，不僅可合作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和海盜活動，亦

可加強與各國海軍非傳統軍事安全合作，從而進一步維護其海洋權益。中共自

1984至2009年海軍艦艇出訪統計如表2，另2002至2009年外國軍艦訪問中共統計

如表3： 

 

表 2  1984 至 2009 年中共海軍艦艇出訪統計一覽表 

年份 日期 國家 艦船編組 備考 

1984/11/20 

1985/04/10 

 

（149 天） 

阿根廷烏斯懷亞

港，智利彭塔阿

雷納斯港 

遠 洋 救 生 船

J121、科學考察

船「向陽紅 10

號」 

赴 南 極 建 長 城

站，此行為中共海

軍艦艇第一次橫

渡太平洋 

1985/11/16 

1986/01/09 
 

巴基斯坦卡拉奇

港，斯里蘭卡科

倫坡，孟加拉吉

大港 

132 導 彈 驅 逐

艦、南倉號遠洋

補給艦 

此行為中共軍艦

首次專程出訪,亦

是首次進入印度

洋 

1989/03/31  美國珍珠港 鄭和號遠洋訓  

                                                 
55新華網，2004：中國軍事外交更趨務實，查閱時間 2010 年 05 月 10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4-12/19/content_23544

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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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05/02 練艦 

1990/12/05 

1990/12/28 
 

泰國曼谷梭桃邑

軍港 

鄭和號遠洋訓

練艦 
 

1993/10/15 

1993/12/14 
 

孟加拉、巴基斯

坦、印度、泰國 

鄭和號遠洋訓

練艦 
 

1994/05/12 

1994/05/24 
 俄羅斯海參崴 

珠 海 號 驅 逐

艦、淮南號導彈

護衛艦、長興島

遠洋打撈船 

太倉艦補給艦曾

在途中為艦隊補

給，但未駛往俄羅

斯 

1995/08/09 

1995/08/30 
 

印尼亞丹戌不碌

港 

166 導 彈 護 衛

艦、548 導彈護

衛艦、615 補給

艦 

慶祝印尼獨立 50

週年及 95 印尼國

際艦隊檢閱 

1995/08/27 

1995/09/03 
 俄羅斯海參崴 541 導彈護衛艦

參加俄第二次世

界大戰勝利 50 週

年 

1996/04/08 

1996/04/15 
 北韓 

哈爾濱號導彈

驅逐艦、西寧號

導彈驅逐艦 

參加朝中友好互

助條約 35 週年紀

念 

1996/07/26 

1996/07/30 
 俄羅斯海參崴 

哈爾濱號導彈

驅逐艦 

參加俄海軍建軍

300 週年紀念慶典

1997/02/20 

1997/05/28 

（98 天） 

 

美國珍珠港、墨

西 哥 阿 卡 普 爾

科、秘魯卡亞俄

港、智利瓦爾帕

來索 

哈爾濱號導彈

驅逐艦、166 導

彈護衛艦、南倉

號遠洋補給艦 

遠洋訓練，中國海

軍艦船首次環繞

太平洋 

1997/02/27 

1997/03/30 

（32 天） 

 

泰國曼谷梭桃邑

軍港、馬來西亞

盧木軍港、菲律

賓馬尼拉 

青島號導彈驅

逐艦、542 號導

彈護衛艦 

 

1998/04/09 

1998/05/27 

（49 天） 

 

紐西蘭新西蘭奧

克蘭港、澳大利

亞雪梨港、菲律

賓馬尼拉 

青島號導彈驅

逐艦、世昌號綜

合訓練艦、南倉

號遠洋補給艦 

青島號抵菲，參加

菲獨立、菲海軍建

軍 100 週年慶典 

2000/07/05 

2000/09/07 
 

馬來西亞、坦桑

尼亞、南非 

167 導 彈 驅 逐

艦、南倉號遠洋

補給艦 

 

2000/08/20 

2000/10/11 
 美國、加拿大 

青島號導彈驅

逐艦、南倉號遠

洋補給艦 

 

2001/05/02 

2001/06/14 
 巴基斯坦、印度 

哈爾濱號導彈

驅逐艦、太倉號

綜合補給艦 

 

2001/09/16  澳 大 利 亞 雪 梨 宜昌號導彈驅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7

2001/10/30 港、紐西蘭新西

蘭奧克蘭港 

逐艦、南倉號遠

洋補給艦 

2001/08/23 

2001/11/16 
 

德國、英國、法

國、義大利 

167 導 彈 驅 逐

艦、豐倉號綜合

補給艦 

 

2001/11/09 

2001/11/22 
 越南 

玉林號導彈護

衛艦 
 

2002 

0506 

︱ 

0513 

南韓 

「嘉興」號、「

連雲港」號護衛

艦 

友好訪問，為中共

海軍首次訪問韓

國 

0515 

︱ 

0902 

新加坡 

埃及 

土耳其 

烏克蘭 

希臘 

葡萄牙 

巴西 

厄瓜多爾 

祕魯 

波里尼西亞 

「青島號」驅逐

艦、「太倉號」

綜合補給艦 

中共海軍有史以

來航程最遠、時間

最久、範圍最廣的

航行任務。橫跨亞

、非、歐及拉美四

洲，歷經四個多月

及三萬多海浬的

海上航行。 

2003 

1015 

︱ 

1120 

美國關島 

汶萊 

新加坡 

「深圳」號驅逐

艦、「青海湖」

號整補艦 

首訪美國關島、汶

萊；參加星國「第

4 屆亞洲國際海

事防衛展」 

2005 

1108 

︱ 

1225 

巴基斯坦 

印度 

泰國 

「深圳」號驅逐

艦、「微湖山」

號整補艦 

首度在境外與外

軍分別舉行海上

聯合搜救演習 

2006 

0821 

︱ 

1107 

美國 

加拿大 

菲律賓 

「青島」號驅逐

艦、「洪澤湖」

號整補艦 

首度與美海軍進

行聯合演練 

2007 

0219 

︱ 

0402 

巴基斯坦 

印尼 

「連雲港」號、

「莆田」號護衛

艦 

與美、英、法、巴

、孟、土等國展開

「和平 07」海上

聯合演習 

0511 

︱ 

0523 

新加坡 
「襄樊」號護衛

艦 

參加「2007 年國

際海事防務展」及

第 2屆「西太平洋

海軍論壇暨多邊

海上演習」  

0724 

︱ 

1018 

俄羅斯 

英國 

西班牙 

法國 

「廣州」號驅逐

艦、「微湖山」

號整補艦 

參加俄羅斯「中國

年」，並與英、西

、法海軍舉行海上

聯合搜救演習 

0910 澳大利亞 「哈爾濱」號驅 與澳、紐 2國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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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 

紐西蘭 逐艦、「洪澤湖

」號整補艦 

舉行海上聯合搜

救演習 

1121 

︱ 

1206 

日本 

「深圳」號驅逐

艦、「微湖山」

號整補艦 

首次訪問日本，並

開放登艦參觀 

2008 

1003 

︱ 

1012 

南韓 

「哈爾濱」號驅

逐艦、527 護衛

艦 

參加南韓慶祝建

國、建軍 60 週年

海事防務展、國際

海軍展及多國海

軍艦艇編隊聯合

演練 

1011 

︱ 

1025 

俄羅斯 

「泰州」號驅逐

艦、「馬鞍山」

號護衛艦 

會晤軍、政高層，

開放艦艇參觀，並

與海軍太平洋艦

隊舉行海上聯合

軍事演習 

1101 

︱ 

1124 

柬埔寨 

泰國 

越南 

「鄭和」號訓練

艦 
首次訪問柬埔寨 

2009 

1018 

︱ 

1228 

 

「石家莊」號導

彈驅逐艦和」洪

澤湖」號遠洋綜

合補給艦 

出訪智利、秘魯、

厄瓜多爾和法屬

波利尼西亞。 

資料來源：1.林東煥，「冷戰後中共海洋戰略之研究」，政治大學碩士論文，90

年，頁92-93。 

2.筆者整理 

 

 

表 3  2002 至 2009 年外國軍艦訪問中共統計一覽表 

年份 日期 國家 艦船編組 地點 備考 

2002 

0330-0325 
愛爾蘭 「尼亞姆」號近

海巡邏艦 
上海 友好訪問 

0603-0608 法國 
「葡月」號護衛

艦 

青島 
友好訪問 

0610-0616 德國 

「梅克倫堡奧

波玻恩」號、「萊

茵萊恩波發爾

慈」號護衛艦 

青島 

友好訪問 

0622-0626 

菲律賓 「胡馬芳」號驅

逐巡航艦、「辛

薩爾」號掃雷護

衛艦 

上海 

友好訪問，為菲律賓海

軍軍艦首次訪問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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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9- 馬來西亞
「英德拉卜拉」

號登陸艦 

 友好訪問，為馬來西亞

海軍首次訪問中共 

0827-0903 墨西哥 
「夸烏特莫克」

號 

 
友好訪問 

0924-0928 新加坡 
「剛毅」號登陸

艦 

上海 
友好訪問 

0925-0929 
澳大利亞 「悉尼」號導彈

護衛艦 

青島 
友好訪問 

0927-0930 
紐西蘭 「特卡哈」號導

彈護衛艦 

上海 
友好訪問 

1030-1104 
法國 「牧月」號護衛

艦 

上海 
友好訪問 

1122-1125 
美國 「星座」號航空

母艦 

香港 前往中東地區途中抵

香航隊港停泊四天。 

1124-1128 

美國 「福斯特」號驅

逐艦 

青島 友好訪問，為中美 2001

年撞機事件以來首艘

美國軍艦訪問中共。 

1129-1203 
美國 「小鷹」號航空

母艦 

香港 
友好訪問 

2003 

0308-0312 

西班牙 「胡安．塞巴斯

蒂安．德．埃爾

卡諾」號訓練艦

上海 

友好訪問 

0524-0528 

英國 「利物浦」號驅

逐艦、「維克多

利亞」號補給艦

上海 
進一步加強中、英在國

防領域的合作 

0920-0924 俄羅斯 

「潘捷列耶夫

海軍上將」號大

型反潛艦 

青島 友好訪問 

0922-0926 美國 

「考虹斯」號導

彈巡洋艦、「泛

德革里斯特」號

導彈護衛艦 

湛江 
友好訪問，此為湛江港

首次對外國軍艦開放 

1018-1024 巴基斯坦 遠訪編隊 上海 

與中共海軍進行「海豚

0310」聯合海上搜救演

習 

1110-1114 印度 遠訪編隊 上海 

與中共海軍進行代號

「海豚 0311」聯合海

上搜救演習 

1122 法國 
「牧月」號輕型

護衛艦 
湛江 

友好訪問，亦為法軍首

次訪問湛江港 

2004 

0312-0316 法國 遠訪編隊 青島 
與中共進行海上聯合

搜救演習 

0604-0620 英國 遠訪編隊 
香港 

上海 

與中共從事海上聯合

搜救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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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 

0628-0702 智利 
「埃斯梅拉達」

號訓練艦 
上海 友好訪問 

0706-0710 馬來西亞

「英德拉．薩克

蒂」號多用途支

援艦、「傑巴特」

號護衛艦 

上海 友好訪問 

0811-0816 泰國 
「達信」號、「塞

布裏」號護衛艦
上海 友好訪問 

0817-0820 加拿大   上海 友好訪問 

1010-1014 澳大利亞   青島 友好訪問 

2005 

0303-0307 泰國 

「納臘萱」號.

「邦巴功」號護

衛艦、「蘇林」

號登陸艦 

上海 友好訪問 

0328-0330 美國 
「藍嶺」號兩棲

指揮艦 
廣東 友好訪問 

0402-0413 澳大利亞
「坎培拉」號護

衛艦 

湛江 

上海 

友好訪問，此為澳大利

亞海軍首次訪問湛江 

0617-0621 紐西蘭 

「特瑪那」號護

衛艦、「奮進」

號補給船 

上海 友好訪問 

2006 

0213-0216 秘魯 
「莫延多」號訓

練艦 

上

海、香

港 

友好訪問 

0216-0219 美國 
「藍嶺」號兩棲

指揮艦 

香港 

上海 
進行常規補給和休整 

0228-0303 新加坡 
「堅韌」號坦克

登陸艦 
湛江 友好訪問 

0411-0415 法國 
「牧月」號輕型

巡防艦 
香港 進行整補 

0611-0615 美國 
海岸警衛隊「急

流」號海巡船 
青島 友好訪問 

0815-0820 

0821-0824 
加拿大 

「里賈納」號、

「女王」號護衛

艦 

上海 

青島 

與中共舉行聯合搜救

演練 

1016-1018 印尼 
「德瓦希」號訓

練艦 
廣東 友好訪問 

1019-1023 英國 
「威斯敏斯特」

號護衛艦 
上海 友好訪問 

1029-1101 法國 
「葡月」號輕型

護衛艦 
廣州 友好訪問 

1115-1118 美國 
「朱諾」號兩棲

船塢運輸艦 
廣東 友好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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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0307-0311 美國 
「雷根」號航母

戰鬥群 
香港 友好訪問 

0412-0416 印度 

「蘭吉特」號、

「拉那」號、

「MYSORE」飛彈

驅逐艦、

「KUTHAR」輕型

護衛艦、

「JOYTI」補給

艦 

青島 與中共舉行聯合軍演 

0522-0525 美國 
「斯特森」號飛

彈驅逐艦 
青島 

期間與中共舉行聯合

軍演 

0604-0607 巴基斯坦

「巴布爾」號飛

彈巡防艦、「莫

阿文」號油彈補

給艦 

上海 與中共進行聯合軍演 

0617-0623 法國 
「瓦爾」號油彈

補給艦 
香港 進行常規補給和休整 

0801-0803 馬來西亞
「吉打號」巡邏

艦 
上海 友好訪問 

0810-0817 智利 
「埃斯梅拉達」

號訓練艦 
上海 友好訪問 

0816-0821 美國 
「鮑特韋爾」號

執法船 
上海 友好訪問 

0831-0904 韓國 南韓敦睦艦隊 上海 友好訪問 

0912-0916 

09-09 
英國 

「蒙默斯」號護

衛艦 

青島 

香港 

與中共從事通信及海

上聯合搜救演習 

0918- 澳大利亞

「珀斯」號、「帕

拉馬塔」號護衛

艦 

香港 友好訪問 

0926-0929 法國 
「瓦爾」號補給

指揮艦 
湛江 

與中共舉行消防演練

、潛水訓練、陸戰隊共

同訓練等，及進行海上

補給、戰術機動等聯合

演練活動 

0924-0929 澳洲 

安扎克級護衛

艦、「帕塔拉馬」

號護衛艦、「玻

斯」、號護衛艦

上海 友好訪問 

1011-1016 

1119-1022 
紐西蘭 

「特卡哈」號護

衛艦 

上海 

湛江 

與中共進行以通信聯

絡、編隊運動和搜救聯

合演練。為首次訪湛江

1118-1123 法國 
「葡月」號輕型

護衛艦 
上海 

與中共從事海上聯合

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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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0128 美國 
「藍嶺」號兩棲

指揮艦 
香港 進行常規補給和休整 

0223-0226 秘魯 
「莫延多」號訓

練艦 
上海 友好訪問 

0318-0321 

0401-0405 
泰國 

「娜納宣」號、

「塞伯里」號導

彈護衛艦 

香港  

湛江 
友好訪問 

0403-0407 美國 
尼米茲號航母

戰鬥群 
香港 進行常規補給和休整 

0408-0411 美國 
拉森號飛彈驅

逐艦 
上海 

與中共從事通信及編

隊航行海上聯合軍演 

0416-0421 法國 

「西北風」號兩

棲指揮艦、「杜

布雷」號反潛驅

逐艦 

上海 

與中共從事兩棲裝甲

人員換乘、艦載直升機

互降及通信聯合軍演 

0527-0531 加拿大 
「渥太華」號護

衛艦 
上海 友好訪問 

0428-0502 美國 
「小鷹」號航母

編隊 
香港 進行常規補給和休整 

0616-0620 法國 
「瓦爾」號補給

指揮艦 
香港 

與香港特區海事處、飛

行服務隊等進行海上

搜救演習 

0619-0622 美國 
「雷根」號航母

戰鬥群 
香港 進行常規補給和休整 

0624-0629 日本 
「漣」號、海上

自衛隊驅逐艦 
湛江 

與中共進行海上編隊

及通信演練。 

0721-0725 阿根廷 
「自由」號訓練

艦 
上海 友好訪問 

0722-0727 法國 
「葡月」號護衛

艦 
廣州 

與中共從事聯合消防

及傷員救治等演練 

0825-0829 新加坡 
「堅信」號護衛

艦 
上海 友好訪問 

0908-0918  

0922-0926 
英國 

「肯特」號導彈

護衛艦 

香港 

青島 
進行常規補給和休整 

0910-0914 厄瓜多爾
「瓜亞斯」號訓

練艦 
上海 

友好訪問，為厄瓜多爾

軍艦首次訪問上海 

1009-1012 巴西 
「巴西」號訓練

艦 
上海 友好訪問 

1016-1020 南非 
「斯皮恩科普」

號護衛艦 
上海 友好訪問 

2009 0423 墨西哥 

海軍「誇烏特莫

克」號風帆訓練

艦 

青島 

參加中共海軍建軍六

十周年海上閱兵活動

（14 國 21 艘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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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巴德爾」號導

彈驅逐艦和「納

賽爾」號綜合補

給艦 

法國 
「葡月」號輕型

導彈護衛艦 

加拿大 
AOR509 反潛後

勤支援艦 

俄羅斯 

「瓦良格」號導

彈巡洋艦、舷號

MB-99 

美國 
「費茲傑羅」號

導彈驅逐艦 

澳大利亞

「皮裡」號巡邏

艇、「成功」號

綜合補給艦 

泰國 

「達信」號導彈

護衛艦、「邦巴

功」號輕型導彈

護衛艦 

紐西蘭 

「特馬納」號導

彈護衛艦、「努

力」號艦隊補給

艦 

印度 

 

「孟買」號導彈

驅逐艦、「拉維

爾」號驅逐艦 

2009 0423 

新加坡 

 
威武級護衛艦 

 

參加中共海軍建軍六

十周年海上閱兵活動

（14 國 21 艘艦） 

韓國 

「獨島」號兩棲

攻擊艦、979 號

KDX-2 型驅逐艦

巴西 

「加西亞德阿

維拉」號兩棲登

陸艦 

孟加拉 
「奧斯曼」號護

衛艦 

資料來源：1.邵嘉玲，「胡錦濤時期軍事外交政策與作為」，銘傳大學碩士論文，

98年，頁58-63。 

2.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news/568/20090419/15439331_1.html 

 

一、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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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艦出訪： 

      中共海軍從 1985 年首次派出艦艇編隊出訪南亞 3 國開始，1997 年成功橫

渡太平洋，首抵美洲大陸訪問美國、墨西哥、祕魯及智利等國，2000 年

首訪非洲，2002 年 5-10 月中共海軍艦隊更首次進行環球航行訓練，航程

遍行三大洲，共航行 3 萬餘浬，訪問 10 個國家56，2003 年更加大軍艦訪

問程度，中共南海艦隊兩艘軍艦首訪美屬關島、汶萊、新加坡等三國，並

參與新加坡舉辦之「2003 年亞洲國際海事防務展」、「西太平洋海事論壇

」(Western Pacific Naval Symposium，WPNS)，2006 及 2007 年首度與

美國、日本及韓國等各國分別進行海上聯合搜救演習；同年另分赴法國土

倫港及澳洲與英、法、澳、紐舉行聯合搜救演習。 

（二）外艦訪問中共： 

      2002 年菲律賓與馬來西亞海軍軍艦首次訪問中共進行友好訪問、2003 年

美國「考虹斯」號飛彈巡洋艦、「泛德革里斯特」號飛彈護衛艦等 2艘訪

問海南湛江軍港，此係湛江港首次對外國軍艦開放，同年，巴基斯坦與印

度兩敵對國之遠訪編隊，分別與中共海軍於上海附近海域，進行「海豚

0310」及「海豚 0311」之聯合海上搜救演習；572004 年美國、巴基斯坦、

印度、法國等國 10 餘艘艦艇陸續駛抵大陸訪問；2005 年澳大利亞海軍首

次訪問湛江港；2006 及 2007 年首度與美國、法國、印度、巴基斯坦、紐

西蘭及韓國等，分別進行海上聯合搜救演習；另 2008 年持續與美、法、

日舉行聯合搜救演習等；2009 年中共海軍邀請美、法等 14 國 21 艘艦艇

參加建軍 60 周年海上閱兵活動。 

二、代表意涵： 

軍艦互訪是軍事領域交流的一個重要項目，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和標誌性。58

中共在艦艇外交上亦極為活絡，除訓練中共海軍遠洋航行能力外，亦可宣

揚國威、熟悉外軍事務及宣慰僑民，並藉以展示艦船配備之各型武器裝備

及促銷武器，另可利用與美國、法國、英國、加拿大、印尼及新加坡等國

軍艦互訪時機，編組艦隊積極參與諸如聯合訓練與巡邏、搜索與救護、海

                                                 
562002 年的中國的國防，查閱時間 2009 年 01 月 10 日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244019.htm 
57張永興、楊新鵬，「我海軍「深圳號」導彈驅逐艦訪問新加坡」，解放軍報，2003 年 11 月 11 日，

版 5。 
58楊松河，「軍事外交概論」，軍事誼文出版社，北京，(1999 年)，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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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緝私和國際維和等非傳統安全領域行動，即藉由單純相互參觀，轉為海

上聯合搜救軍演，以汲取外軍戰技、增進邦誼互動與國際視野。 

 

第二節  反恐外交、維和、人道主義救援 

中共評估當前國際情勢，認為安全環境整體有利，提出本世紀前廿年為重要

發展之「戰略機遇期」59，並做出「互信、互利、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觀」論述

，強調要「以合作求安全」。60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日益深入，中共高唱「世界各國

通力合作，共同應對威脅，建立公平、有效的集體安全機制，共同防止衝突和戰

爭，才能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61由此觀之，中共的世界觀影響了國家戰略以

及對外政策的制定，當前中共視軍事合作如反恐外交、維和、人道主義救援等，

為達成合作安全的有效途徑，亦是謀和平、求發展的有效手段。 

壹、反恐外交 

冷戰後恐怖主義對國際安全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但長期以來中共對恐怖主

義的威脅認知並不強烈，反恐在中共外交政策也一直未成為主要議題，一是中共

具高度的國內控制能力，包括東突在內的恐怖主義勢力的發展受到制約；二是傳

統的軍事安全和權力競爭仍是影響中共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而非作為非傳統安

全的恐怖主義。但九○年代末，中共率先在周邊區域層次推動反恐外交，911事

件後，中共更順勢將反恐外交延伸至全球層次，建構了以美國為中心的雙邊和多

邊反恐框架，這也說明反恐在中共對外政策中已成為重要考量。中共藉由反恐主

義在區域層面部分，強化鞏固睦鄰友好關係，打擊新疆分離主義勢力，發展多邊

合作組織，以及反制美國單邊主義的目的。在911事件後的全球層面實踐上，中

共緩解了同美國之間長期性的結構性分岐，從而建構一個穩定的合作互動關係，

積極配合美國在各領域的反恐行動，建構完整的中美雙邊反恐合作建制。62 

                                                 
59「沿著黨的十六大指引的方向奮勇前進」，人民日報，2002 年 11 月 15 日。 
60熊光愷，「國際形勢與安全戰略」，清華大學出版社，北京，(2006 年)，第 136 頁。 
61「胡錦濤：努力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協世界」，人民日報，北京，2005 年 9 月 16 日第

1版。 
62張雅君，「中共反恐外交的實踐與成效之分析」，中國大陸研究，第 48 卷第 1期(2005 年)，頁

5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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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後美國為順利組建全球反恐聯盟而積極推動反恐外交，對象涵蓋美

國盟國、一般大國、以及同基地組織具地緣關係的地區性國家，此也帶動這些國

家同樣以積極性反恐外交來配合美國主導的國際反恐戰略，以為自身爭取最大利

益。中共為了面對新的安全形式轉變，除了緩和中美雙邊關係，也由區域反恐進

一步擴大至全球性反恐合作的有利環境，與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大國，及俄

羅斯、中亞、印度等周邊國家都強化了雙邊反恐磋商，及建立了不同形式的反恐

對話機制，這是形勢使然。 

 

貳、聯合國維和 

    參與國際維和行動是中共軍事外交的重點項目，中共是聯合國安理會常任理

事國中提供維和兵力最多的國家之一。據中共國防部維和事務辦公室統計，自

1990年以來，中共參加18項聯合國維和行動，63累計派出維和官兵11063人次，有

8名維和官兵在執行任務中犧牲。截至2008年底，尚有1949名維和官兵在聯合國9

個維和任務區和維和部執行任務，64208名維和警察派駐利比亞、科索沃、海地、

蘇丹和東帝汶，其中，軍事觀察員和參謀軍官88人。自1990年4月中共參加聯合

國維和行動以來，累計新建、修復道路7400多公里、橋樑200多座，排除地雷及

各類未爆炸物7600多枚；運送人員12萬多人次，物資28萬多噸，運輸總里程430

多萬公里；接診病人41000多人次；65另承擔大量的維和攤款。 

 

 

                                                 
63

中共自1990年首次派出軍事觀察員參加「聯合國停戰監督組織」維和行動以來，已先後向東南

亞、非洲、中東等地區的聯合國維和行動派出軍事觀察員、工兵、運輸和醫療分隊；向聯合國駐

東帝汶特派團、聯合國科索沃特派團、聯合國海地穩定特派團等聯合國維和行動派出民事警察。 
64目前中共維和分隊的部署情況是：在聯合國剛果（金）特派團有 1 個 175 人的工兵分隊和 1 個

43 人的醫療分隊，部署在剛果（金）東部邊境城市布卡武；在聯合國利比裡亞特派團有 1 個 275
人的工兵分隊和 1 個 43 人的醫療分隊，部署在利比裡亞東南部的綏德魯，1 個 240 人的運輸分

隊部署在利比亞首都蒙羅維亞；在聯合國駐黎巴嫩臨時部隊有 1 個 275 人的工兵分隊和 1 個 60
人的醫療分隊，分別部署在黎巴嫩南部的辛尼亞和馬爾傑烏榮；在聯合國蘇丹特派團有 1 個 275
人的工兵分隊、1 個 100 人的運輸分隊和 1 個 60 人的醫療分隊，部署在蘇丹西南部的瓦烏。 
65「中共維和警察防暴隊受到國際社會廣泛讚譽」，中共「新華社」，2007 年 10 月 18 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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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中共維和部隊分布表 

任務區 工兵分隊 運輸分隊 醫療分隊 

剛果特派團 175  48 

利比亞特派團 275 240 48 

蘇丹特派團 275 100 60 

駐黎巴嫩臨時部隊 275  60 

達爾富爾混合行動 815   

資料來源：中共研究雜誌社。《2008 中共年報》，頁 536。 

 

    中共維和部隊之組成，軍事部隊包括工兵、運輸、醫療分隊、軍事觀察員和

參謀軍官，66由國防部維和辦公室依任務需求向各軍區調員培訓。如蘇丹維和部

隊由濟南軍區、北京軍區調派、67赴黎巴嫩部隊由成都軍區派出等；68醫療隊主要

由瀋陽軍區202醫院支援。69除軍方部隊之外，中共亦派遣維和警察，70以及維和

警察防暴隊。71其主要由公安部選派，如海地防暴隊由雲南、廣東邊防總隊派出

，72科索沃維和警察由四川省公安遴選等。73另為因應維和任務需求，自2000年以

                                                 
66運輸分隊主要承擔各類物資和人員運送任務；工兵分隊主要負責修築道路、橋梁和簡易營房，

維護維修機場與供水、供電設施；醫療分隊主要由聯勤單位抽調，擔負傷病員救治、後送和衛生

防疫任務。「維和的腳步不停歇－記中國第六批赴利維和部隊運輸分隊」，中共「新華社」，2008
年 2 月 7 日電。 
67首批赴達爾富爾之維和部隊共 315 名官兵，分別來自濟南軍區某集團軍工兵團、某機械化步兵

師和北京軍區某給水工程團組成。「中國首批赴達爾富爾維和部隊啟程赴蘇丹執行任務」，中共「新

華社」，2007 年 11 月 23 日。 
68「中國第三批赴黎巴嫩維和工兵營開展出國前強化訓練」，香港大公報，2007 年 8 月 31 日報導。 
69「為異國送去和平曙光─訪中國首支維和醫療隊」，中共「新華社」，2007 年 8 月 3 日。 
70 2000 年 1 月，中共派出首支維和警察部隊，目前共向東帝汶、波黑（全名「波斯尼亞與黑塞

哥維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科索沃、賴比瑞亞、阿富汗、海地和蘇丹等 7 個任務區派出

維和警察。目前仍有 177 名中共維和警察在其中 5 個任務區執行任務。「中國派出維和警察防暴

隊 3 周年，625 人次全部獲聯合國和平勛章」，中共「中新社」，2007 年 10 月 17 日。 
71在聯合國維和任務區，維和警察防暴隊（簡稱ＦＰＵ）的作用介於維和部隊與維和警察之間，

既具有武裝作戰能力，又擁有民事執法能力；既能擔負武裝巡邏、武裝增援、武裝押運和固定目

標駐守等作戰性質的維和任務，又能擔負治安搜查、拘留逮捕、解救人質和群體性事件處置等執

法性質的維和任務。 
72除首支防暴隊由公安部從全國抽調隊員組建外，第二、三、四、五支防暴隊分別由廣東、山東

省公安廳、福建和廣東公安邊防總隊組建，目前在任務區執行任務的第六支防暴隊由雲南公安邊

防總隊組建。「中國第六支維和警察防暴隊大部隊赴海地執行維和任務」，中共「新華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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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中共已選送80餘名女警參加聯合國維和行動。74此外，自2002年10月起，中

共指定一個工兵營、一個醫療分隊和兩個運輸連參與聯合國維和行動待命安排機

制，75以因應緊急任務需求。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發表報告指出，中

共在國際維和領域作用日增，截至2008年年底，中共已成為聯合國國際維和力量

的第14大貢獻國。此外，中共對參與敏感地區維和行動的積極態度，以及擔任聯

合國維和行動負責人或指揮官之中國籍人數增加，加強參與國際維和行動問題研

究，設立兩個專門訓練中心，對參與維和人員進行特殊培訓等舉措顯示，中共正

藉此提高國際形象。76 

 

叁、軍事援助 

軍事援助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支援提供為軍事活動而需要的人力、物力

、財力和智利的行動。77軍事援助向來是中共進行軍事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藉

由軍援換取戰略利益與認同支持。受援助的國家大多以發展中國家為主軸，除直

接提供軍事援助、人員代訓外，近年更積極在國際各項救災行動上拓展與他國軍

事的合作管道。 

一、軍援： 

中共在建國後，對於同屬共產主義意識形態的國家是同情和支持，除了給予

經濟援助外，同時也提供軍事援助。受援助的國家又以周邊鄰國的北韓與越南、

緬甸為主。在60年代以後逐漸擴大到阿爾巴尼亞、亞非拉國家。從80年代以後接

                                                                                                                                            
年 12 月 13 日電。 
73今年中共公安部批准由四川省公安機關，單獨組建一支 18 人的維和警隊將赴科索沃執行維和

任務。「中共四川省將單獨組建警隊赴科索沃執行維和任務」。中共中央電視台 2008 年 1 月 11
日播。 
74「中共第五支赴海地維和防暴隊全隊精通戰術手語」，香港「鳳凰衛視」，2007 年 7 月 1 日報導。 
75聯合國維和待命安排機制分為四級，涵蓋軍事、警察和民事人員。一級待命機制規定，所派遣

人員和裝備必須 90 天內部署完畢；二級為 60 天；三級為 30 天。對於維和警察，該機制規定任

務區組建三個階段的人員配備框架、40 個待徵召崗位、相應職責及素質要求等。中共已於 1998
年加入該待命機制。參見：高心滿，「聯合國待命安排機制及待徵召崗位要求分析」，公安部國際

合作局，警務聯絡官後備幹部論文匯編，2005 年。 
76「中共國際維和作用越來越大」，中國軍網，2009 年 2 月 18 日報導。 
77趙丕濤，「外事概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上海(1995 年)，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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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援助的國家更加擴大，其中採取無償方式援助的有三十多個國家，採取其他方

式援助的有二十多個，此外，也有以物易物平等互利方式進行。782002年向吉爾

吉斯提供120萬美元的援助、2006中共軍援柬埔寨軍方2,500萬人民幣、提供泰國

抗洪搶險物資；2007年捐贈菲律賓200萬美元軍用工程機械、2008中共提供賽爾

維亞500萬元軍用物資、2009年向蒙古提供價值800萬的軍事援助物資，顯示中共

採直接金援或物資贈送等方式援助同屬共產主義形態、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及

第三世界國家，展現和平友好形像。其另一方面，中共對部分國家採取軍援的考

量，亦希望藉由軍、經援，換取戰略利益與認同支持，例如藉軍援泰國、柬埔寨

及寮國，可平衡他們與越南的軍事力量對比，以牽制越南對中越邊境及南沙群島

之侵犯；79
2007年起，中共軍援斯里蘭卡，則換得斯國同意在漢班托塔（Hambantota

）建設港口，未來可能成為中共在印度洋的海軍基地，用來補充燃料及做為海軍

的停靠站，以保護來自中東地區的石油能夠順暢供應中共。80 

二、國際救災： 

在傳統或非傳統領域的安全問題上，國際性人道或災害救援是身為國際社群

中的一員所須履行的責任。由於軍隊在體制、裝備及人員素質上，即具有危機處

理及突發狀況應變的能力，更能於此類任務扮演主要的角色。軍事科學院戰略研

究部研究員陳舟表示：不論是在體制、裝備還是人員素質上，軍隊都具有應對危

機和處置突發事件的能力。在一個以和平發展為主題的全球化時代，各國軍隊參

加國際人道主義救援是大趨勢。81 

2002年3月向阿富汗提供醫藥、醫療設備、文具、辦公用品等援助物資。此

為共軍首次對外實施人道主義物資救災援助。近5年來，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10

                                                 
78今日新聞網，中共軍力報告／8-1：軍事外交 積極參與裁軍活動，查閱時間 2010 年 05 月 10

日 http://www.nownews.com/2003/12/19/10844-1560167.htm 
79 林正義，「中共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交流：解放軍外交」，國家政策雙週刊，第 155 期，（1997

年）頁 10。 
80 大紀元，「斯國內戰 中共軍援讓西方調停失敗」，查閱時間 2010 年 05 月 24 日 

http://news.epochtimes.com.tw/9/5/12/112095.htm 
81 中新網，中國軍事外交活躍展示自信開放形象 查閱時間 2010 年 05 月 10 日 

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051215/129497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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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對14個受災國（主要有2004年年底遭受印度洋海嘯襲擊的印度尼西亞、斯里蘭

卡、泰國、馬爾地夫、肯亞和索馬利亞，2005年9月遭受颶風襲擊的美國和10月

遭受地震的巴基斯坦，以及2006年5月遭受地震的印度尼西亞等）實施了緊急救

災援助。這些國際救援行動，體現了中國政府和軍隊參與國際災難救援的真誠意

願和付出的切實努力。82 

合作是雙向的，中共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災難發生後接受了17個國家防務部

門和軍隊的友好援助。83靈活運用「地震外交」拓展合作範疇，爭取美、俄、韓

、日、以色列、德國、白俄羅斯、烏克蘭、新加坡等國軍方提供援助物資拓展軍

事交流合作，期間啟動新聞發布制度，主動發布災情與各國援助新聞，提昇共軍

國內、外形象與彰顯軍事透明度，厚植軍事軟實力：另在「東協10＋3武裝部隊

國際救災研討會」介紹其「川震」四級救災指揮體系成效，冀望在「10+3」框架

下建立武裝部隊國際救災協調機制，擴大反恐、突發公共事件等更多非傳統安全

領域範疇。 

 

 

 

 

 

 

 

 

                                                 
82章沁生，「中國的軍事外交」，中國網，查閱時間 2010 年 05 月 10 日  

china.com.cn 
83中央政府門戶網站，全方位寬領域多層次 中國積極開展對外軍事交流，，查閱時間 2010 年 05

月 04 日 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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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反海盜亞丁灣護航 

     2008 年索馬利亞海域海盜猖獗，嚴重威脅國際航運安全，84中共亦深受其

害。85聯合國年內先後發布 4項決議要求各國共同打擊海盜，2008 年 12 月 26 日

中共決定派遣南海艦隊「海口」號和「武漢」號驅逐艦和「微山湖」號補給艦赴

索馬利亞海域執行護航任務，86這是中共首次在太平洋海域以外部署現代化海軍

艦艇，引發世界高度關注，迄今（2010）年已派遣五批護航編隊計 15 艘次執行

反海盜護航任務。 

壹、主要任務 

    按照中共國防部規劃，其任務為：保護航經該海域中國籍船舶、人員安全，

保護世界糧食計劃署等國際組織運送人道救援物資船舶的安全；按照聯合國安理

會有關決議和相關國際法執行護航任務，必要時與有關國家護航艦艇合作，參與

人道主義救援行動；以海上護航行動為主，原則上不進入他國領海實施打擊海

盜。編隊在執行護航任務中，除伴隨護航、區域護航、隨船護衛三種基本護航方

式外，另有應召支援、87懾制海盜、88解救船舶89三種行動方式。 

貳、顯示意涵與成效 

                                                 
84 2008 年年初至 11 月，有 40 餘艘船被索馬利亞海盜劫持，涉及海員 600 多人，目前仍有 20 餘

艘船、近 300 名船員被扣押。 
85中共外交部統計，2008 年 1-11 月，有 1265 艘次中國大陸商船通過亞丁灣、索馬利亞海域，其

中有二成受到海盜襲擊。「外交部：兩成來往索馬里的中國船遭海盜襲擊」，香港中通社，2008
年 12 月 18 日電。 
86 2008 年以來，聯合國安理會針對索馬利亞地區海盜問題，先後通過第 1816、1838、1846、1851
號四項決議，授權各國根據「聯合國憲章」第七章採取行動，12 個月內可以在索馬利亞境內「採

取一切必要的適當措施，制止海盜行為和海上武裝搶劫行為」。索馬利亞過渡聯邦政府也呼籲各

國進入其領海打擊海盜。「中共正式表態派軍艦護航索馬里」，香港大公報，2008 年 12 月 17 日

報導。 
87應召支援，主要是船舶通過海盜高威脅區或受到可能的海盜威脅，向護航編隊提出支援申請

時，編隊採取的快速機動、積極支援行動。資料來源：「聯合國憲章」第七章 
88懾制海盜，主要是船舶已經遇襲但還未被海盜控制時，向護航編隊發出緊急求救信號時，編隊

採取的海空威懾、逐步逼迫行動。資料來源：「聯合國憲章」第七章 
89解救船舶，主要是船舶已經被海盜劫持，向護航編隊發出求救信號或接到上級指示時，編隊採

取的持續加壓、伺機解救行動。資料來源：「聯合國憲章」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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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度展現出軍事政治策略之靈活度： 

      其決策密切掌握國際社會反應，尤其是美歐日印等敏感國家態度，在聯合

國背書後宣布出兵；同時考慮不妨礙第三國利益，避免國際社會誤解，又要維護

中共尊嚴與利益，遂決定「護航」而非主動打擊海盜；還強調海盜猖獗根源在索

馬利亞國內政治問題，呼籲聯合國儘早向索馬利亞派遣維和部隊等舉措，凸顯其

發展軍事力量係向國際社會提供安全之「公共財」，90而非進行擴張謀求私利，更

非威脅其他國家之意圖。而中共海軍司令員吳勝利稱，這是中共首次使用軍事力

量赴海外維護國家戰略利益，是共軍首次組織海上作戰力量赴海外履行國際人道

主義義務，也是海軍首次在遠海保護重要運輸線安全，在維護國家利益與世界和

平的道路上「邁出重要一步」。中共國防部發言人黃雪平亦表示：「今後共軍將根

據需要和可能，為維護地區與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提供力所能及的支持與幫助」，

預示中共遠洋海軍建設將加速。 

  二、與外國軍艦交流成效 

  （一）第一批：於護航海域建立與外軍從事「編隊指揮員」登艦交流。 

  （二）第二批：於護航結束以「順訪」名義對巴基斯坦、印度進行「軍艦外交」，   

               藉以增進與周邊國家軍事交流。 

  （三）第三批：於護航結束，持續以「順訪」名義訪問馬來西亞、新加坡等國，   

               增進與周邊國家軍事交流；另藉停靠香港時機，大肆宣揚護航   

               成效。 

  （四）第四批：持續利用護航任務結束時機，與西亞國家(沙烏地阿拉伯、阿 

               拉伯聯合大公國)進行軍事交流，除官兵可藉以休假及物資整補 

                                                 
90「海軍少將：中國海軍打擊海盜是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中共中新社，2008 年 12 月 24
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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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也可提升該地區邦誼。 

  三、磨練艦隊指揮官遠洋作戰指揮能力： 

      中共海軍已先後派遣艦隊副司令員、參謀長及副參謀長層級擔任護航特遣

編隊指揮官，期藉執行境外反恐與具實戰背景之遠洋任務，磨練艦隊各級

指揮官遠洋長航與實戰之指揮能力，並與外軍交流經驗，以提升海軍高階

指揮官之國際視野。 

  四、實施戰場經營： 

      與亞丁灣附近國家藉「軍艦外交」提升實質軍事交流外，該等國家亦為     

      印度洋航線必經要域，可為其日後構建海外軍事基地建立基礎，亦能深 

      化印度洋之戰場經營，實可謂一舉數得。 

表 5 首批赴亞丁灣護航編隊兵力分析表 

 
艦型 海口號（171） 武漢號（169） 微山湖號（887） 

特色 中共海軍第一代具備相控陣雷

達、垂直發射系統的防空型導彈

驅逐艦，171號「海口」艦是052C

型防空驅逐艦的二號艦，號 

稱「中華神盾」。 

169號「武漢」號驅逐

艦是0 5 2 B 級驅逐艦

二號艦，是兼具防

空、反潛、反艦能力

均衡的遠洋驅逐艦。

大陸自行設計建造的最大

補給艦， 可容裝載燃油

10500 噸、清水 250 噸、乾

貨彈藥 680 噸，可同時為

兩艘以上艦船補給。 

服役年份 2003.10 2004. 2004.4 

艦體 長154m，寬17m 長164m，寬17.2m 長 171.4m，寬 24.6m 

滿載 

排水量 

約7000噸 7500噸以上 近30000噸 

最高航速 29節 32 節 19節 

武器 相控陣雷達、垂直發射系統武

器：反艦飛彈、艦空飛彈、「海

紅-9」防空導彈、一座單管主炮、

兩座 

7管近防炮、三聯魚雷發射管、

一架反潛直昇機。 

反艦飛彈、艦空飛

彈、防空導彈、一座

單管主炮、兩座 7 管

近防炮、三聯魚雷發

射管、一架反潛直昇

機。 

輕武器若干門 

重要幹部 艦長鄒福全海軍上校、政委劉劍

忠海軍上校 

艦長龍卷海軍上校、

政委羊逸海軍上校 

艦長席飛峻海軍上校、政

委袁澤華海軍上校。 

續航力 4500浬/15節 3500 海浬/20 節 10000 海浬/14 節 

 

資料來源︰新華網，作者︰李大光，2009 年 12 月 15 日 

http://www.mod.gov.cn/big5/gflt/2009-12/15/content_4111611_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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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共海軍亞丁灣護航編隊執行任務時程統計表 

批 次 啟 航 時 間 返 航 時 間 天數（日） 隸 屬 兵力(舷號) 艦 型

一 
2008.12.26 2009.4.18 114 南海艦隊 

DDG-169 052B 

DDG-171 052C 

AOR-887 AOR 

二 2009.4.2 2009.8.3 124 南海艦隊 

DDD-167 051B 

DEG-570 054A 

AOR-887 AOR 

三 2009.7.16 2009.11.30 138 東海艦隊 

DEG-529 054A 

DEG-530 054A 

AOR-886 AOR 

四 2009.10.30 2010.3.21 143 東海艦隊 

DEG-525 054 

DEG-526 054 

AOR-886 AOR 

五 2010.3.4 --- --- 南海艦隊 

DEG-168 052B 

DEG-568 054A 

AOR-887 AOR 

資料來源︰ 

新華網，李大光，2009.12-2010.3 

http://www.mod.gov.cn/big5/gflt/2009-12/15/content_4111611_5.htm 

鄭大誠，

http://tw.myblog.yahoo.com/jw!0RhCSD.LHwIcZmpXnmtWD_6tdQ--/article?mi

d=380 

第四節 情報交換與人員交流 

高層領導人出國訪問是外交活動的重要手段，在軍事階層則是國防部門重要

官員的率隊出訪。首長出訪，與相對官員聯誼交友，握手言歡的真正目的是「增

進瞭解、發展友誼、與通過對話增進信任」，其實也就是情報交換，在藉拜訪溝

通，傳達己方訊息，瞭解對方意圖，同時藉媒體宣示本國的政策，闡明本國對重

要問題的立場，並為軍事外交開創有利條件，或總結先前工作階層的交涉折衝而

簽訂協議，亦是檢視雙方關係是否密切的一項重要象徵指標，訪問的次數越多，

出訪人員的層級越高，表示越重視該國的關係。91軍隊高層交往在軍事外交活動

                                                 
91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生智文化，台北，(2004 年)，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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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位重要，在軍事外交中發揮著戰略性、全局性、主導性的作用，對強化雙邊

和多邊關係的共識，推動相互的交流與合作，增進國家間的友好關係都具有重要

意義，產生著特殊的影響。92 

壹、情報交換 

過去7年，中共軍隊共派出237個軍事代表團訪問了352個國家。來訪的外國

軍事代表團組有720團283國國次，其中外國國防部長、三軍總司令、總參謀長和

軍兵種司令率領的高級軍事代表團占一半以上。有關中共2002至2008年軍事高層

訪問情況統計如表7： 

表 7 中共 2002 至 2008 年軍事高層訪問情況統計表 

中共 2002 至 2008 年軍事高層訪問情況統計表 

時間 中共軍事高層出訪 國外軍事高層訪中 重要紀事 

2002 年 中共國防部長遲浩

田、總參謀長傅全有

等人及軍事代表團，

先後率 54 團赴亞、

歐、非洲等 71 個國家

進行軍事訪問。 

外國軍事首要及代表

團共計 131 團 100 國

來訪。 

中共海軍艦隊首次訪

問韓國、並首度派遣

軍事代表團赴泰國，

觀摩「新眼鏡蛇 2002」

聯合軍事演習。 

2003 年 中共國防部長曹剛

川、總參謀長梁光烈

等人及軍事代表團，

先後率 35 團赴亞、

歐、非洲等 51 個國家

進行軍事訪問。 

外國軍事首要及代表

團共計 79 團 66 國來

訪。 

受「非典型肺炎」疫

情影響，造成中共與

各國軍事交流參訪因

而取消或推遲。 

2004 年 中共國防部長曹剛

川、總參謀長梁光烈

等人及軍事代表團 39

團，先後赴亞、歐、

非洲等52個國家進行

軍事訪問。 

外國軍事首要及代表

團共計82團 101國來

訪。 

首次與外蒙古舉行

「中、蒙防務安全磋

商」並和北韓簽署邊

防合作協議。 

2005 年 中共國防部長層曹剛

川、總參謀長梁光烈

等人及軍事代表團 37

團，先後赴亞、歐、

非洲等56個國家進行

軍事訪問。 

外國軍事首要及代表

團共計140團 99國來

訪。 

與俄羅斯達成協議採

購伊爾76運輸機與伊

爾 78 空中加油機共

38 架。首次對美開放

參觀二砲部隊總部。 

                                                 
92解放軍畫報，中國軍事外交 30 年豐富務實 彰顯透明自信，查閱時間 2010 年 03 月 10 日

http://mil.nen.com.cn， 2008-11-12 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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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 中共國防部長曹剛

川、總參謀長梁光烈

等人及軍事代表團 25

團，先後赴亞、歐、

非洲等53個國家進行

軍事訪問。 

外國軍事首要及代表

團共計 95 團 73 國來

訪。 

首次觀摩美軍「英勇

盾牌 06」軍演及海上

聯合搜救演習 

，另首度與印尼、馬

來西亞建立安全防務

磋商機制。 

2007 年 中共國防部長曹剛

川、總參謀長梁光烈

等人共計 28 團次，先

後赴亞、歐、美洲等

35 個國家訪問。 

 

外國軍事首要及代表

團共計107團 80國來

訪。 

首度與南韓、日本及

美國達成建立「軍事

直通熱線」共識；並

首次與南韓舉行海上

聯合搜救演習，恢復

日本高層對話與軍艦

互訪機制。 

2008 年 中共國防部長梁光

烈、總參謀長陳炳德

等人共計 19 團次，先

後赴亞、美洲等 34 個

國家進行軍事訪問。 

外國軍事首要及代表

團共計 86 團 64 國來

訪。 

因大陸地區遭受雪

災、地震影響，共軍

承擔搶險救災任務 

；另為支援「奧運安

保」維穩任務，故各

項軍事交流活動均因

此推遲及取消。惟期

間仍與俄羅斯展開首

次邊防聯合巡邏活

動。 

資料來源： 

1.新華網，2009.12-2010.3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news.cn/jsyw.htm 

2.筆者整理 

 

綜合資料，中共第四代領導人在2002至2008年軍事高層訪問的外交作為當中

，其中主要包括了： 

一、2003年中共國防部長曹剛川訪美，此係自1996年「台海危機」、1999年

「美軍誤炸中共駐南斯拉夫大使館事件」、2001年「南海軍機擦撞事件」以來中

共國防部長首次訪問美國，2004年，美國參謀長聯席會議主席邁爾斯空軍上將訪

華，中、美雙邊陸續恢復軍事高層互訪機制。2006年中共首次應美軍邀請觀摩美

軍在關島舉行的軍事演習，另2007年共軍亦首次開放美方參觀二砲部隊總部。 

二、2003年5月日本防衛廳長官訪問中共，此為中日自1999年後再度高層訪

問中共，2007年中共國防部長曹剛川訪日，雙方防務部門發表聯合新聞公報；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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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中國海軍司令吳勝利和空軍司令許其亮相繼率團訪問日本，中日高層交流也隨

之逐步恢復。 

三、2005年俄羅斯陸軍副總司令率團訪中共，達成舉行「友誼2005」演習計

畫，此為中俄兩國首次聯合軍演共識，後續亦於2007年舉行軍演，形成機制化。 

四、2007年首度與南韓、日本及美國達成建立「軍事直通熱線」共識，保持

地區穩定，防範海上的突發性危機，造成情勢誤判。 

五、2006年印度國防部長訪問北京，雙方簽署一份瞭解備忘錄，促成雙方在

反恐、反海盜及搜救等項目上進行聯合軍事演習。 

 

貳、人員交流 

傳統中國軍隊重量不重質，在作戰策略上多以人海戰術為主，且其建軍初期

軍隊主要以接收蘇聯的武器設備為主，整體素質低落，而於作戰系統中以上層將

領為主，缺乏中級領導作戰軍官，斷層極大，改革開放後，中共開始體認到人力

資源品質的重要。為落實中央軍委提出的培養具有世界眼光和戰略思維的新型軍

事人才目標，將軍官「送出去」、「請進來」成為人才培養的重要一環，93開始向

外開放與學習創新的趨勢，並注重其廣泛性、先進性和實時性。 

2000年時，中共與俄羅斯簽署了長達15年的合作協定，兩國互相派遣軍事交

流團；2004年中共開始有計畫地大規模派遣中級軍官至國外交流學習，另中共陸

、海、空軍、第二炮兵、科研機構和院校，以軍隊建設的重大課題為重點，先後

組織許多相關職能部門出國考察和調研。比如國防大學、理工大學等多所指揮院

校和專業技術院校都與外國相應院校建立校級關係，並且開展學術交流活動。94期

間持續增加與各國中青年軍官訓額及基層軍官出國考察人數，亦陸續向俄羅斯、

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巴基斯坦等國家互派軍事留學生針對軍事理論、軍事

                                                 
93「國際輿論熱評中國軍事外交」，解放軍報，2006 年 12 月 27 日，第 5版。 
94 中國新聞網，軍方人士評中國軍事外交 5成就 聯合軍演影響深遠，查閱時間 2010 年 04 月 10

日 http://news.163.com/06/0928/14/2S4673SH000120G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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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軍事體育文化等方面進行學習，並組織各級指揮軍官赴國外學習外軍管理

經驗、作戰與訓練理念，期望此批「留學生」能學習各國作戰概念、思考方式、 

回國後即擔任新一代的領導階層，將新思維帶回，另一方面，與當地學園建立情

誼可將此批留學生轉任外交人員或擔任駐外武官，藉由求學時期所建立的人脈，

加速推動中共軍事外交進程。值得一提的是隸屬大連艦艇學院的「鄭和」號訓練

艦在2009年11月6日，首次對日本進行友好訪問，230名隨艦海軍艦艇學院與日本

海上自衛隊幹部候補生學校學生，展開學術研討、專業和體育交流。 

另中共亦依據「培訓外國軍事人員計畫」，為伊拉克、緬甸等國代訓高級指

揮至營連級專業人員，擴展軍事理論、軍事學術等方面軍事交流以配合共軍人才

戰略工程發展。期間先後為100多個國家培訓了3萬多名軍事人員，向60多個國家

派遣軍事專家從事院校教學、裝備維修、醫療救護等工作95。 此舉有助於各國了

解中共軍事實力，且與各國建立實質交流管道，中共意欲透過所奠定的軍事教育

交流基礎，拉攏國外軍政要員，抵銷美國的影響力，並藉此獲得軍售訂單，而軍

事人員相互交流無形中對深化雙邊軍事外交奠定基礎，雙方更易於在某些議題協

商合作，成為中共軍事外交佈局全球的一大助力。另不定期舉辦拉美、中德、中

法等高級軍官研討班、亞太地區安全問題研討班等研討班次與會議，如2010年6

月11日中共海軍在位於南京的海軍指揮學院，舉辦了首期的「國際政治研究班」

，39名中國海軍學員與20名外軍海軍學員在該院海戰實驗室的演習大廳進行為期

40天的研討交流活動，透過理論授課、研討交流、實踐教學等環節，不僅提升中

共海軍一線部隊指揮員的政治外交素養、戰略思維能力和涉外實踐運用能力，也

強化與各國軍事人才軍事學術溝通、交流，暢論和諧海洋、友誼海洋建設。 

中共認為專業人員交流的平臺，可展示共軍現代化建設成果，並促進專業交

流深入發展，故廣泛開展專業技術領域交流合作；另一方面，安排專家學者出席

國際軍事學術會議，組織中青年軍官到日本、韓國、巴基斯坦、印度、泰國、馬

                                                 
95東北新聞網，中國軍事外交 30 年豐富務實 彰顯透明自信，查閱時間 2010 年 04 月 10 日

http://mil.nen.com.cn/military/284/31922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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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西亞等國參觀見學，積極配合人才戰略工程，加大向俄羅斯等國外派軍事留學

生力度，培養大批軍事人才，以適時了解世界軍事的發展趨勢，吸納各國軍隊建

設的成功經驗，取得了一係列富有成效的成果，為加速推進供軍由機械化向信息

化建設的跨越式發展發揮了積極作用。96 

 

    第五節 海外設立據點與軍售 

壹、「珍珠鏈」（String of Pearls）戰略 

根據王崑義：「珍珠鏈」戰略是在1994年初美國國防部的「亞洲的能源未來

」報告中所指出，美國認為中國採取的這種「珍珠鏈」戰略，是企圖從中東到南

中國海的海上航道沿線建立戰略關係，表明它保護中國能源利益，並同時為廣泛

的安全目標，建構防禦與進攻態勢。珍珠鏈戰略中的六顆「珍珠」，包括巴基斯

坦、孟加拉、緬甸、柬埔寨、南海、泰國等，中國透過各種合作關係加強港口、

公路等建設，強化其軍事或經濟戰略作為。（如圖2） 

 

 

圖2  中共珍珠鏈戰略分布圖 

                                                 
96東北新聞網，中國軍事外交 30 年豐富務實 彰顯透明自信，查閱時間 2010 年 04 月 10 日

http://mil.nen.com.cn/military/284/31922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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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自網路http://tw.myblog.yahoo.com/hoon-ting/article?mid=12387 

中國在南亞地區的一些港口和公路建設項目以及對外援助項目正引發美國

的關注。美國專家認為，中國的這些項目將改變印度洋周邊地區的權力平衡，從

而影響美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和安全利益。 

中國正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Gwadar】、緬甸的仰光和皎漂【Kyaukpyu】、孟

加拉國的吉大港【Chittagon】、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Sihanoukville】、斯里蘭

卡的漢班托塔【Hambantota】以及其他地方修建深水港，而且這些港口都可以停

泊戰艦。另外，中國還考慮在泰國資助一項穿越克拉地峽的運河工程【即克拉地

峽（Isthmus of Kra）】。中國在這些港口的投資和建設正引發美國國會的關注。 

貳、改變印度洋周邊權力平衡 

美國德國馬歇爾基金會專家丹尼爾‧特文寧2009年5月20號在國會有關「中

國在亞洲的投資和貿易對美國利益影響」的聽證會上說：「從貿易投資關係以及

對外援助方面來說，中國在南亞地區的投資一直是同步進行的。在巴基斯坦、緬

甸以及孟加拉國等國修建深水港，所有這些都對美國在印度洋以及周邊地帶的足

跡產生影響。」 

他在遞交相關聽證會的材料上寫道，「中國對印度洋周邊地區的滲透以及中

國正在積極發展遠洋海軍能力將改變印度洋周邊的權力平衡，而這對美國的經濟

和安全利益至關重要。」 

美國國防部早些時候稱中國試圖沿著東南亞到波斯灣打造一條海港「珍珠鏈

」，這些海港設施將幫助中國保護海上貿易，並將其影響力投射到印度洋水域。 

英國《泰晤士報》當時也發表文章稱中國政府正在斯里蘭卡南部的漢班托塔

建造海軍補給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此予以否認，並稱中國企業承建斯里蘭卡

漢班托塔港口工程是正常的商業行為。特文寧說，印度洋上的航線一直由美國海

軍控制，世界70%的石油供應經由這些航線。在印度洋及其周邊地區自由航行對

美國的戰略至關重要：確保美國在波斯灣的能源供應，為阿富汗的美軍提供供給

，遏制伊朗，在更廣泛的中東地區保持威懾力，並在非洲之角地區展開反控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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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文寧建議美國政府加強與印度、日本以及印度尼西亞等美國在亞洲盟國的夥

伴關係，保持美國海軍在該地區的威懾力量，以為保美國可以控制這條水道的平

衡，因為這是世界上最具有戰略意義的水道之一。97 

 

參、軍售 

武器銷售可區分為武器購入與賣出，中共在1991年波灣戰爭後開始調整軍事

戰略，並且積極尋求推動解放軍的軍備現代化。國防大學軍事後勤與裝備研究所

副所長崔向華大校表示﹐解放軍武器裝備建設結構上由簡單到複雜､性能上由低

級到高級､組合上由單一到系統､體制上由繁冗到統一﹐已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

色的機械化與資訊化復合發展的武器裝備體系。98
隨著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國

防科技進步，中國國防實力更進一步增強，武器裝備現代化水準亦逐漸提昇，值

得注意的是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於2009年4月公佈的資料顯

示，中國自製武器的能力正逐年提高，已在過去五年中由全球最大武器輸入國轉

為武器自製國，99中國過去是俄羅斯武器的主要買家，然隨著中共科研技術的進

步，目前，中國已逐漸變成第三世界武器主要輸出國。 

一、武器購入： 

在1989年的天安門事件後，中共遭到西方國家的武器禁運，使得獲取先進武

器的管道相當有限，於是中共開始轉向俄國採購武器，而俄羅斯就成為中共武器

最大供應國，100直到雙方自1992年建立「軍事技術合作政府綜合委員會」，中共

向俄羅斯採購「Su27型」戰機，大批引進俄製裝備，以更新舊式軍武，才又展開

新一輪的軍事科技武器交流。 

                                                 
97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w2009-05-23-voa8.cfm 
98 多維新聞網，「中國武器裝備 60 年:小米加步槍到海陸空天全武裝」，查閱時間 2010 年 05 月

04 日

http://www.dwnews.com/big5/MainNews/SinoNews/Mainland/zxs_2009_06_13_12_45_11_366.h

tml 
99 自由時報電子報，「瑞典ＳＩＰＲＩ報告／中國武器自製率大增 區域警訊」，查閱時間 2010

年 04 月 04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apr/28/today-int1.htm 
100 蔡明彥，「中俄軍事合作：背景、發展及對台灣安全之意涵」，國防政策評論，第 2卷，第 3

期，(2002)，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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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間的武器交易主要基於各自的利益考量：中共希望加速軍備現代化，而

俄國希望藉由軍售賺取外匯，解決國防工業財務危機。目前俄國的武器出口有近

四成輸往中共，使俄國成為中國最主要的武器供應來源。除了武器之外，中共也

積極自俄國引進國防技術與裝備，加強中俄雙邊武器裝備的合作和研發，一方出

錢一方出技術，藉由武器銷售從先進國家獲得高科技，用以提升自製武器的性能

，加速現代化進程。然而從2005年以後中共在俄羅斯採購軍火的結構正在逐漸發

生變化，中國除了繼續採購較先進的S-300型防空導彈外，基本停止採購其它成

品裝備，而把注意力集中在購買飛機發動機、艦載防空導彈以及對已經購買的俄

制武器的升級換代上。101中國試圖降低採購成品武器裝備的數量而轉向更多的進

口武器製造技術，因為隨著中國科技和工業實力的增長，中國軍隊日益現代化，

相應地中國對武器裝備的要求也越來越高，俄羅斯至今出口的戰機、戰艦的總體

性能仍基本屬於蘇聯80年代的水平，已逐漸不符中國的需求，而先進關鍵技術部

分俄羅斯又不願出售，怕中國長期以來「仿製」的技術，成為俄羅斯的競爭對手

，造成俄羅斯軍售市場利機損失(蘇愷27經仿製為殲11機)，目前雙方的武器交易

產生了一個停滯期。 

由於歐盟的武器禁運，造成中共武器進口範圍受限，進而影響其軍事現代化

進程，故中共現對武器銷售部分的重點仍為積極運用外交力量，提出各種優惠外

資策略合夥誘因，要求歐盟取消對中軍售禁令。然面對中共龐大的軍火市場，即

使沒有優惠措施，已有許多歐洲軍火工業業者受中共廣大市場誘惑而躍躍欲試。

一旦取消對中軍售禁令，將讓中共得以獲得軍事和雙用途科技，改善其武器系統

，及提高其生產先進武器的能力，而且也將讓中共軍隊擴大獲得包括管理、作戰

理論與訓練及後勤專業等重要軍事軟體。歐盟如果恢復對中軍售，將使中共在向

俄羅斯、以色列、烏克蘭等國家購買武器時有更多的籌碼，使它們更加放寬對中

                                                 
101 中國評論網，「中國不能依賴進口武器 國內實力足支持自研」，查閱時間 2010 年 04 月 15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NML.jsp?coluid=7&kindid=0&d

ocid=10066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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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的軍售限制。102 

二、武器售出： 

中共在2008年發表國防白皮書中表示：「重視與發達國家的軍工技術交流與

合作，學習借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理經驗。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互利合作，根

據合作國的實際情況和具體需求，在多個重大合作項目上進行聯合研制、聯合生

產。依據有利于提高接受國的正當自衛能力，不損害有關地區和世界的和平、安

全和穩定，不干涉接受國的內政等原則，開展軍品出口」103。故積極擴大武器出

口成為中共軍工企業的一項關鍵商業戰略。目前中共武器銷售國家概分為三大部

分： 

(一)亞洲國家：主要包括巴基斯坦、孟加拉、斯里蘭卡和東南亞西部的緬甸

、泰國、寮國、印尼、柬埔寨等。其中中共對巴基斯坦的軍售及援助力度最大，

雙方共同研製的梟龍戰機已於2007年開始交付巴基斯坦空军。104然而具戰略地形

觀之，這些國家與印度相鄰，中國向這些國家出售軍火，藉此拉攏上述國家，此

舉讓印度深感不安。另對於伊朗、敘利亞等中東國家，是中國進口石油的主要來

源之一，且都是反美國家，故中共採取暗中支援的方式販賣武器，此舉造成美國

不滿。 

(二)非洲國家：21紀以來，中國在非洲的軍火生意急劇加大，大有取代傳統

軍火買家的趨勢，其主要有埃及、阿爾及利亞、尼日、安哥拉、蘇丹等國。105武

器包括了56式衝鋒槍、59式坦克、殲-7戰鬥機、K-8教練機等較老舊的武器。惟

自2004年後，中國從非洲進口的石油日漸增多，而且非洲礦產豐富，有很多資源

是中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顯示中國向這些國家大量出口武器裝備，除了具商業

經濟利益外，亦有其戰略目的存在。 

                                                 
102 希望之聲，【中國在線】2006 年中共軍力報告與中共擴軍，查閱時間 2010 年 04 月 04 日

http://big5.soundofhope.org/programs/774/44509-1.asp 
103 「2008 年中國的國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北京，國務院新聞辦(2008 年) 
104維基百科，「梟龍戰機」，查閱時間 2009 年 06 月 04 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2%9F%E9%BE%8D%E6%88%B0%E6%A9%9F 
105環球網「淺論中國武器出口的主要買家」，查閱時間 2010 年 04 月 04 日

http://bbs.huanqiu.com/viewthread.php?tid=140888&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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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拉美國家：拉美國家在中國對外軍售中所占比例不大。秘魯、智利和委

內瑞拉等，近年中共持續強化與拉美國家的軍事關係，向拉美國家出售武器和技

術，包括向委內瑞拉出售梟龍/FC-1輕型多用途戰鬥機或和和巴西在航天領域的

合作等。106從中國的武器買家分析來看，中國根據自己的特色和買主的需求，開

拓了國際市場，獲得了一定的利潤；另一方面，中國的國家戰略在武器銷售中得

以明確體現。通過武器的出口，中國的勢力範圍得到了一定的拓展，對維護國家

利益很有益處。107 

總而言之，根據美國國會研究服務局的資料，北京2007年簽署的武器出口合

同達38億美元，這是10多年來最高的銷售數字。108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五大武器出

口國，幾乎所有武器轉讓都進入發展中國家，並藉由軍售武器裝備給第三世界國

家，擴大其影響力。而在這個領域裏，中共為了鞏固與巴基斯坦、伊朗及緬甸等

亞洲區域關係，近年來除了持續向該等國家銷售武器裝備外，亦於2006年與馬來

西亞簽定「中、馬軍事技術合作協議」，並積極與巴基斯坦合研戰機，從事武器

裝備合作研發及產製事宜。另外較引人爭議的是中共2000年11月承諾恪遵飛彈技

術管制協定之後，確依然繼續對巴基斯坦和伊朗出口飛彈及相關科技，這不但使

承諾形同具文，顯示中共毫無信守承諾之意。早在1991年海灣戰爭前，中共國二

十億美元左右的年武器銷售額中，中東國家就占了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伊拉克

與伊朗是最大客戶。109中共的小型武器即已出口到伊朗等國家，這也是中共的對

外政策。而從這些武器的實際用途看，在1991年海灣戰爭和以後乃至今日的歷次

戰爭中，基本上都是用來對付聯合國軍和美國及其盟軍的。此舉引發美國不滿，

然面對此指控，中共亦全盤否認。 

                                                 
106 中央社，「售機委內瑞拉 中國插手拉美明證」，查閱時間 2010 年 04 月 04 日

http://www.cna.com.tw/SearchNews/doDetail.aspx?id=200712290069 
107環球網「淺論中國武器出口的主要買家」，查閱時間 2010 年 04 月 04 日

http://bbs.huanqiu.com/viewthread.php?tid=140888&page=1 
108 新浪網，「外國智庫稱中國外銷武器無競爭力客戶多是窮國」，查閱時間 2010 年 04 月 04 日 

http://mil.news.sina.com.cn/2009-06-04/1000554075.html 
109 新紀元周刊，伊拉克以中共製造的武器對付美軍，查閱時間 2010 年 05 月 04 日 

http://mag.epochtimes.com/038/36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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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共海軍推動軍事外交之評估 

第一節 具體成果 

壹、聯合軍演與軍艦互訪  

  一、頻繁的艦隊互訪，可加深中共與其他國家軍隊的瞭解和信任，不僅可合作

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和海盜活動，亦能加強與各國海軍非傳統軍事安全合作

，從而進一步維護其海洋權益。 

  二、「911事件」後，中共與美國的軍事交流活動逐漸熱絡起來，從軍事交流的

內容而言，領域大為增加，雙方亦達成了一些協議和意向。110間接提供了

雙方關係緩和的契機，雖然雙方在臺灣、西藏、商業、宗教與人權等諸多

問題上，仍存有頗大歧異，但不足以對整體政策起決定性作用，亦不致動

搖關係穩定發展態勢。 

  三、2008 年中共國防部長曹剛川訪日，雙方發表聯合新聞公報，同意建立

「中」、日軍事熱線機制及取得高層與軍艦互訪共識，顯示雙邊軍事高層

互訪機制及軍事合作已朝正常化發展。 

  四、2008 年中共與南韓現階段建立軍事熱線並舉行海上聯合搜救演練，雙方

軍事交流層次已逐步提升，進入實務性階段，未來兩軍軍事合作將更加深

化；另中共將持續與北韓進行高層互訪，藉以掌握北韓核政策走向，營造

「六方會談」關鍵影響力，另藉與南韓發展友好關係，壓制北韓發展核武

之行徑，凸顯其於朝鮮半島之戰略手腕運用更趨靈活，未來中共將運用影

響力，積極涉入朝鮮半島事務，讓美國認為中共是在北韓問題解決上不可

或缺的夥伴，以謀取最大政治利益。 

貳、反海盜亞丁灣護航 

  一、中共海軍派遣艦隊副司令員、參謀長及副參謀長層級，擔任護航特遣編隊

指揮官，期藉執行境外反恐與具實戰背景之遠洋任務，磨練艦隊各級指揮

                                                 
110林麗香，「解放軍的政治影響力—解放軍參與外交政策之研究」中山大學博士論文(2006 年)，

頁 12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6

官遠洋長航與實戰之指揮能力，並與外軍交流經驗，以提升海軍高階指揮

官之國際視野。 

  二、與亞丁灣附近國家藉「軍艦外交」提升實質軍事交流外，該等國家亦為印

度洋航線必經要域，可為其日後構建海外軍事基地建立基礎，亦能深化印

度洋之戰場經營。 

  三、中共海軍已經有從近海防禦向遠洋防禦的戰略目標轉向，亞丁灣護航任務

使中共艦隊從南海向印度洋挺進，似已預示中共海軍具有從「海」向「洋」

跨越的能力。 

參、反恐外交、維和、人道主義救援暨情報交換與人員交流 

  一、近年「中」、美軍事交流已進入更務實的交流合作階段，2008 年 4 月 10

日中美兩國國防部直通電話正式開通，中國國防部長梁光烈和美國國防部

長蓋茨首次通過直通電話，就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見。中美國防部

直通電話的開通，不僅給中美防務高層互動增加了一個新的渠道，也表明

兩國軍事互信進一步發展，111成為雙邊軍事互動成果之重要觀察指標。另

中共將以活絡之軍事外交，凸顯國際地位與重要性，近年來中共雖然把對

美國的軍事交流提高到國防部長層級，交流的範圍也希望持續擴大，但美

國卻將兩國軍事交流所涉及的國防及軍事議題，完全侷限在國防部當中，

交流的軍事官員也大多設限在中層軍官。這種不對稱的交流模式，顯示兩

國的軍事交流僅是存在「重形式而輕實質」的表象，112同樣的美國仍將持

續推動「圍合」(既圍堵又合作)策略，雙方互動仍多持保留態度，現階段

將持續強化彼此互信機制為主。 

  二、在全球大環境下的制衡、拉攏、對抗、合作、競爭的外交策略交互運作下，

中共藉著參與東南亞各國事務及建立雙邊和睦關係，與東南亞國家建立

「睦鄰互信夥伴關係」，保持高層互訪、外長對話、政治協商與其他安全

                                                 
111梁光烈，「與時代同行的中國軍事外交」，中國外交月刊，第 3期(2009 年)，頁 49-53。 
112王崑義，中共軍事外交，查閱時間 2010 年 01 月 10 日 

http://blog.sina.com.tw/wang8889999/article.php?pbgid=22448&entryid=58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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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機制，以增加彼此的信任與合作，提高中共在東南亞區域的影響力，

113制衡當今主要潛在敵人美日的戰略圍堵。 

  三、中共藉由反恐主義在區域層面部分，強化鞏固睦鄰友好關係，打擊新疆分

離主義勢力，發展多邊合作組織，以及反制美國單邊主義的目的。 

  四、中共對參與敏感地區維和行動的積極態度，以及擔任聯合國維和行動負責

人或指揮官之中國籍人數增加，加強參與國際維和行動問題研究，設立兩

個專門訓練中心，對參與維和人員進行特殊培訓等舉措顯示，中共正藉此

提高國際形象。 

肆、海外設立據點與軍售 

  一、中共利用「珍珠鏈」戰略，獲取港口及機場，發展特別外交關係，使從南

海延伸至馬六甲海峽的軍事部隊現代化等活動，增加地緣政治影響力。 

  二、中共在拉丁美洲逐步增加軍事活動，藉美國法律限制美國軍事援助拉丁美

洲國家之機會，擴大加強與拉美國家軍事交流、防務對話與合作，持續提

供軍事協助。 

  三、「天安門事件」後，中共遭致到西方武器禁運政策限制，俄羅斯則成為其

最大武器供應國。蘇聯解體後，俄羅斯國防工業面臨重大財政困難，為穩

固其在亞太地位，必須向國外出售軍備以維持國防工業和紓解軍中財務困

難。另一方面，1990年代，中國逐漸成為亞洲崛起強權，舉凡美國與亞洲

國家均十分關切解放軍現代化的發展。加上中共在波斯灣戰爭之後，決定

實施軍事技術現代化，尤其在空軍與海軍方面。對中共而言，引進俄羅斯

軍事技術是軍事現代化既經濟又簡便的捷徑。114因此，俄國認為出售武器

給中國可獲得影響中國軍事戰略的機會，並與中國建立起一種類似同盟的

關係。這種關係的建立將有助於提升俄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力以及增加俄

                                                 
113中國時報，1997 年 12 月 15 日，第一版。 
114畢英賢著，「中共與俄羅斯軍事關係評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19 卷第 10 期（1993 年），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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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對美關係上的政治籌碼。115自1992年以來，中俄兩國除了進行軍事領

導人的密集互訪外，在其他領域的軍事交流亦有明顯進展。 

 

第二節 缺失檢驗 

壹、由於國際間對中共軍事透明化持有不信任感，另加上日美同盟機制及日相安

倍提出以排除中共在外的「大亞洲」政策，使中共仍持相當戒心。 

貳、中共與日本兩國在東海島礁主權問題，日本阻擾歐盟解除武禁、與美加強同

盟關係、防衛廳升格及修改非戰憲法等因素影響下，雙方未來關係進展仍存

變數。因此雙方現階段軍事友好關係雖呈現升溫趨勢，然仍存有相互猜忌、

互信不足等心態，難擺脫戰略敵對關係。 

叄、中共派遣艦隊到亞丁灣海域護航，然遠洋護航行動畢竟與遠征作戰在性質上

還是有很大的落差。ㄧ年以來的護航行動雖然不容易，但離中共想要建立ㄧ

支「遠洋海軍」的目標還有很大的差距。此差距反應在「軍事」與「政治」

兩個層面。在「軍事」層面，ㄧ支遠洋艦隊至少要具備有效巡弋ㄧ個以上大

洋的能力，航母戰鬥群因此就不可或缺。中共目前沒有航空母艦，也沒有巡

洋艦，補給支援艦也不足，想要靠幾艘驅逐艦或護衛艦就達成遠洋海軍的目

標未免有些不切實際。在「政治」層面，中共在缺乏岸上基地的可靠與充份

補給之下，編隊的大部份後勤都必須仰賴隨行的補給艦。但補給艦對於長時

間運補還是時有捉襟見肘的窘狀出現。因此是否能在政治上與渠念茲在茲的

「珍珠鏈」盟國達成更多基地或港口支援協定，以提供中共遠程艦隊充足的

陸基補給，這就是中共在未來所必須要努力的。當然，來自美國、印度、俄

羅斯、以及區域各國的壓力必然可期。要如何降低諸方對於中共軍力擴張威

脅的疑慮將是困難所在。 

                                                 
115 Rajan Menon, “The Strategic Convergence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Survival, Vol. 

39, No. 2, (Summer 1997),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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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面臨挑戰與未來展望 

壹、面臨挑戰 

  一、能源是推動國家發展及經濟活動的基本動力，其對人民生活及國家安全之

重要性不言可喻。隨著經濟的持續成長，中共對於各類能源（包括燃煤、石油、

以及天然氣等）的需求也大幅地增加，影響所及其能源的對外依賴度亦逐年大幅

提高，已然彰顯出能源供應安全的重要性。面對著海外能源進口比例的不斷提升

，為確保能源運輸安全，中共勢須積極提升海洋護航能力，同時也將影響其未來

海洋戰略與海軍策略的發展。116  

  二、中共從1990年起其能源消費總量已逐漸接近、且超過生產總量，使得能源

進口量也大幅增加。在能源生產方面，2003年時中共的能源生產總量已佔全球的

11％，次於美國、俄羅斯，是世界第三大能源生產國。不過，由於近十多年來，

經濟的強勁成長（平均成長率超過9％）、能源使用效率的降低、以及產業結構偏

向耗能密集性產業質變的結果，已進一步帶動能源需求的大幅增加，使得能源需

求與供給失衡的差距逐年擴大。  

  三、以中共近十年的能源生產總量與其消費總量的消長來觀察，其能源短缺規

模已由1997年的5,388萬噸標準煤，大幅擴大至2006年的25,214萬噸標準煤，增幅

接近五倍之譜。展望未來，若其經濟仍要維持9％以上的成長率，則如何因應能

源供需失衡的不斷擴大，勢將面臨相當嚴峻的考驗。 

 

貳、未來展望 

  一、提升海洋護航能力： 

20世紀初葉以來，經濟成長所帶動能源需求的大幅增加，使得各大工業化國家莫

不相繼積極向外進行能源的激烈爭奪，而為了確保其能源運輸安全，率皆建立強

大的海洋護航武力，並處心積慮地占據海運要衝地點。例如；第二次大戰之前，

                                                 
116李櫻穗‧林育鴻，〈中共能源安全與未來海洋戰略發展〉，《國防通識中心，電子月刊》中華民

國 97 年 10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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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不但擁有領先全球的海洋艦隊，而且更牢牢地控制蘇伊士運河以及直布羅陀

海峽等據點。而戰後美國更在全球部署七大艦隊以及強大的駐軍，分別掌控波斯

灣、巴拿馬運河、麻六甲海峽等海上交通要衝，以維護其能源利益與確保海洋運

輸線的安全。目前中共海軍由於現代化的水面艦及潛艦數量尚有不足，故而短期

內尚不能完全執行其漫長海上能源交通線的安全。為了提升海洋護航能力，目前

中共正掀起了一股購艦熱潮，不但從俄羅斯引入先進的潛艦，同時也自行建造許

多各類型現代化艦艇，以利大幅提升海洋作戰能力。預期在2020年前中共仍將賡

續外購及增建各型高性能的水面艦艇及水下潛艦。同時也將配合引進靜音、先進

武器系統及遠距潛射飛彈，以期建立擁有遠洋威懾和作戰能力的強大護航艦隊。

惟其致力維護能源運輸安全與日增的經貿利益，而企圖進入麻六甲海峽、印度洋

、以及太平洋等海域時，恐將引起周邊各國的不安。 

  二、海洋戰略的改變： 

2006年12月公布的中國國防政策白皮書指出，經濟國際化固然帶來顯著的國家利

益，惟也提升其對能源、資源、金融、資訊和運輸安全等方面的需求，更增添對

世界經濟的依賴性。面臨此一嶄新的環境局勢，不但提高中共領導人對海洋的重

視，而且也激起長期被忽視海軍力量的認知。而為提升遠洋護衛能力，中共亦一

直自行建造新型核動力潛艇，同時也已於2006年底前後引進俄羅斯建造的兩艘現

代II級(Sovremenny II)先進飛彈驅逐艦，使其海軍作戰裝備更添新力量，假以時

日，這種戰略將會改變亞洲乃至全球的海上力量平衡。 

  三、中共海軍未來發展： 

固然中共發展海軍的當務之急是應付臺海可能發生的衝突，惟其中、長期（估計

約為15~20年）目標則要建立三支遠洋艦隊，一支負責巡邏北韓和日本週邊的海

域，另一支將進軍西太平洋，第三支將負責保衛馬六甲海峽和印度洋領域。可預

見者，未來其遠洋艦隊一旦跨足西太平洋、或印度洋時，勢必對該地區帶來勢力

結構的重大衝擊。事實上，中共海軍實力的不斷擴大，已然在太平洋地區帶來相

當明顯的重大衝擊影響。其中，2006年10月美國第七艦隊小鷹號( Kitty Hawk)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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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母艦在菲律賓東部水域航行時，一艘配備有魚雷和強大反艦巡航導彈的中共潛

艇突然出現在該航母射程範圍內。固然這一對峙最後以和平方式終結，惟美軍太

平洋司令部司令威廉法倫(William Fallon)表示，此一事件如處理不當，其後果實

非常難以預料。美國國防情報署長梅波斯將軍指出：中國正利用中程飛彈和反艦

彈道飛彈、潛艦、海上攻擊直升機與日漸成熟的反艦巡弋飛彈，發展多層次的海

上能力。他在報告中表示，中國的想定已超越潛在的台海應變計畫，而是建構能

力準備成為一個主要區域強權。報告也透露，中國海軍除了有龐大的水面和潛艦

部隊，可能也在準備操作一艘航母。他評估，中國的區域投射能力可能未來十年

還無法建立，但可能增加在油田爭議區及經濟專屬海域的海上巡弋。 

  四、積極推動睦鄰友好與區域合作： 

中共2003年提出「以鄰為伴、與鄰為善」的「睦鄰政策」，它是以「睦鄰、安鄰

、富鄰」作為外交思路，以「和平、安全、合作、繁榮」作為亞洲政策的目標，

並積極推動睦鄰友好與區域合作。同年，中國與東協國家即宣布建立「面向和平

與繁榮的戰略夥伴關係」。117冀望透過友好協商和談判解決與鄰國之間存在爭議

問題，並針對南海主權問題及其與印度、越南等鄰國的領土和領海糾紛而提出，

目的在爭取和平、安寧的周邊環境，以利集中力量從事經濟建設發展。現階段中

共國防官員積極參加上海合作組織、東協地區論壇、亞太安全理事會、東北亞安

全對話合作會議、西太平洋海軍論壇、亞太地區防務當局官員論壇等各種官方、

非官方和軍方的多邊安全對話合作活動，突出發展同巴基斯坦、印度、朝鮮、蒙

古、韓國、泰國等周邊國家的軍事關係，118企圖透過多邊的發展，建立區域強權

之地位。 

                                                 
117王崑義，中國的「和諧外交」與對南太平洋的擴展，查閱時間 2009 年 01 月 10 日 

http://blog.sina.com.tw/wang8889999/article.php?pbgid=22448&entryid=532378。 
118中國軍網，張煒，培育和建樹中國特色軍事外交理論，查閱時間 2008 年 11 月 08 日

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2008b/2008-06/17/content_13200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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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壹、中共海軍推動軍事外交比重將逐步擴大 

2008年日本軍艦自二戰後，首次訪問大陸；中共海軍艦艇編隊，走出亞龍灣

，走進亞丁灣，護航索馬利亞海域；2009年中共海軍在青島多國海上閱兵及「十

一」大閱兵，使國際社會均注意到中共「硬」軍事裝備的展現，然而中共「軟」

軍事外交，則在更大的世界舞台隱然崛起。從中共官方資料透露，近年公布之相

關統計數據顯示，與中共建立軍事關係的國家數目逐年增加，與中共實現互訪之

軍事領導層次逐年拉高，中共對外推動軍事合作的管道日趨多元，大國軍事關係

朝深入發展，區域合作呈現良性態勢，軍事外交成果無論在質與量的方面均呈現

跨越式發展，亦顯示出共軍在外交活動中的比重已逐步擴大。近年中共不論在利

用軍事交往對外展現政治意圖，或藉軍事途徑參與涉外事務之手段日趨靈活多變

，預判共軍透過軍事交流遂行其政治意志之作用應會大幅提升，軍事外交走向將

成為觀察其對外關係的重要指標。 

 

貳、國際合作將成為重要舞台 

共軍副總參謀長章沁生中將表示：「一個大國的崛起必然是開放的崛起，封

閉只會導致衰落；一支現代化的軍隊，不應該是一支停滯不前、故步自封的軍隊

，而應該是一支與時俱進、開放開拓的軍隊。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為

基本目標追求的中國軍隊，當然要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走向國際社會這個廣闊舞

臺。」119故中共在建構「和諧世界」大政方針下，不僅推動海軍外交，亦積極推

動三軍國際間的軍事交流與合作。2005及2007年與俄羅斯舉行了聯合軍事演習，

倡導並舉辦東盟地區論壇安全政策會議，舉行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聯合反恐軍事

演習，分別與美、英、法、澳等西方國家及巴基斯坦、印度、泰國等周邊國家舉

行海上聯合搜救演習或舉行戰略協商等等作為，強化與各國間的互動合作。然而

                                                 
119章沁生，「中國的軍事外交」，查閱時間 2010 年 04 月 10 日

http://big5.china.com.cn/aboutchina/data/guofang/2008-07/05/content_159599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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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大陸整體綜合實力的成長與發展，世界主要國家普遍認為，如何與崛

起的中國大陸打交道，亦是目前各國外交政策的核心議題。雖然世界各國仍然不

是很清楚，中共將會如何運用其日益擴大的影響力。但是，現階段以美國為首的

西方主要國家，將積極敦促中共成為世界體系中「負責任的利害關係者」，並與

中共發展建設性合作關係。120  

中共近年來藉由擴大對外軍事交流與合作，宣傳強調軍事現代化是維護區域

和平的「後盾」，並將軍力擴張可能成為「安全威脅」之不利因素，轉化為共同

維護區域和平的「相對安全」角色，從其推動軍事外交之重點分析，中共刻正在

雙邊關係基礎上，尋求地區性戰略局勢重新組合，以鞏固區域內國家安全利益；

另在國際合作框架下，謀求軍事影響力向外投射之可行性，未來中共將持續推動

強國「以合作謀和平」之新安全觀，廣闢聯合國體系與區域安全合作機制下的交

流管道，以「負責任大國」形象服從於「和諧世界」國家整體戰略，包裝「大國

崛起」 真實意圖。 

 

叁、軍事透明度將持續提高 

 中國威脅論的崛起，中共軍事透明度向來為外人所詬病，故中共積極強調「

和平發展」論調，期間中共亦首次參加聯合國軍事透明制度，恢復在聯合國常規

武器登記冊的工作，並提交了2007年度軍事開支報告。2008年的報告除了提供中

國2007年軍事開支基本數據外，還說明了中國軍事開支的主要用途。 

2007年中美、中俄、中韓軍事熱線建立，加強相互之間的信任，特別是在突

發事件情況下，為防止誤判，能够及時溝通，提供了一個制度性的保障。另其軍

事訓練開放程度越來越高，例如：2003年中共首次邀請15國軍事觀察員觀摩北京

軍區「北劍0308」裝甲旅縱深突擊作戰演習，期間涵蓋了中國軍隊摩步旅對野戰

陣地防禦之敵進攻戰鬥對抗演習、裝甲旅進攻訓練演習、裝甲師實兵對抗演習、

                                                 
120中國評論月刊網路版，國民黨研判中共外交戰略思維與策略措施， 2009 年 3月 16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mag/docDetail.jsp?coluid=26&docid=1009147

40&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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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陸戰隊兩棲作戰實兵實彈演習、加強機械化步兵師山地進攻演習等多種類型

。121一直到2008年中共舉辦的「礪兵-2008」實兵演習，國防部邀請了36國113名

軍隊人員前往觀摩，創下了觀摩國最多、觀摩人員最多、層次最高、規模最大的

紀錄。122顯示中共軍隊對外開放的程度已日漸加深。 

自1995年首次發表軍控與裁軍白皮書後，到2008年，中國先後發表六版國

防白皮書，及時、客觀地反映國際安全形勢的新變化、國防政策的新內容、國防

和軍隊建設的新發展，123藉由每二年一度的《國防白皮書》，公開發佈中國國防

和軍隊建設的新情況，增加中共軍事透明度。期間2008年更正式建立國防部新聞

發言人，完善了中國軍隊對外發言的制度，及時地向外界提供準確的信息。 

整體而言，再次表明中國政府高度重視軍事透明問題，積極致力於增進與世

界各國的軍事互信。124希望藉由均是透明度的提升，消彌周邊國家對其不信任，

以積極開放的態度，獲取更多的軍事邦交，提升其整體大國形象。 

 

肆、軍事外交提升至戰略層級 

 美國布魯金斯學會中國問題專家李成教授曾指出中國外交轉變的原因為：「

第一，中共不想受到孤立，因為最由於近中共經濟不斷強大，很多西方國家可能

會聯合起來對付中共，所以，胡錦濤想擺脫這種困境；第二，中共由於經濟的發

展對外依賴程度逐步提高，尤其是對能源、對石油，包括對礦產的需求，而南美

、中東、非洲可以提供這樣的資源。第三，中共在逐步走向一個大國，雖然其強

調不搞大國外交，但實際上它自己想成為一個崛起的大國，在這種情況下，中共

需要其他國家的支援，這也是中共要取得的。」所以胡錦濤的外交戰略是全方位

                                                 
121 中國新聞網，「中國軍事外交日趨活躍 軍事演習成交流合作載體」，查閱時間 2010 年 01 月 10

日 http://www.cns.hk:89/gn/news/2008/07-29/1327576.shtml 
122人民網，中國軍事外交更“有所作為＂，查閱時間 2010 年 01 月 10 日

http://news.cctv.com/20090104/106153.shtml 
123 章沁生，「中國的軍事外交」，查閱時間 2010 年 04 月 10 日

http://big5.china.com.cn/aboutchina/data/guofang/2008-07/05/content_15959902.htm 
124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部就向聯合國提交 07 年度軍事開支報告答問，查閱時間 2009 年

01 月 10 日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xwfb/2008-09/04/content_10877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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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共不再僅與歐美國家打交道，而是積極的發展與周邊國家、非洲國家、中

東國家、南美洲國家關係。1252008年中共發表的「中國對拉丁美洲和加勒比政策

檔」，明確承諾對拉美國家軍隊建設提供力所能及的幫助，首次公開把戰略觸角

伸向西半球。另2008年12月中共海軍艦艇編隊由前往亞丁灣、索馬利亞海域執行

護航任務，中共藉由為聯合國安理會成員，擔負和平使命之便，將其中共海軍的

近海防禦提升成為了遠洋防禦的戰略海軍。 

 

伍、軍事軟實力大幅提升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綜合國力可分為硬實力與軟實力兩大部分。軟實力此

一概念的創始人Joseph Ney認為，硬實力包括人口、資源、軍事、經濟和科技的

實力等，而軟實力則分為國家意識形態的凝聚力、文化被認同的程度，參與國際

組織的程度，以及外交政策的道義和正當性等。126中共軍事思想文化、外交和國

防政策、中共軍事外交實踐、中共軍隊現代化發展模式等，分別構成建設中共軍

事軟實力的四大來源，中共軍事外交既是軍事軟實力資源之一,也是軍事軟實力

資源運用的有效手段。127目前中共除了戰略佈局外，在軍事外交手段上，已逐漸

做出調整，後續將特別著重「軟實力」發展，其原因是中共要消除部分國家對其

崛起的疑慮，就要使用軟方法與它們打交道，譬如經濟及文化手段；另香港浸會

大學社會科學院歐洲文獻中心主任楊達也認為，中共過去幾年是以柔性實力來推

動其外交工作，且相當成功。他表示，中共的軟性力量首先從非洲第三世界開始

，到最近幾年，即使西方發達國家也開始流行學習中文，當中就有中共軟實力的

影子。128美國《新共和》雜誌專任特派員Joshua Kurlantzick指出，所謂的柔性

                                                 
125以理，「中共『十七大』前政、經、軍、外交工作之探討」，中共研究雜誌，第 41 卷第 2期（2007

年），頁 4-15。 
126 湯紹誠，中共軟實力分析及我因應對策，國政評論，查閱時間：2010 年 4 月 4日

http://google.twgogo.org/7387.html 
127汪紅偉，「論軍事軟實力視野下的中國軍事外交」，查閱時間：2010 年 4 月 4日

http://service.wanfangdata.com.cn/Login.aspx?ReturnUrl=http%3a%2f%2fservice.wanfang

data.com.cn%2fFile%2fFile.ashx%3ffileID%3dPeriodical_gsshkx200902055%26ID%3dPeriodi

cal_gsshkx200902055 
128中國評論新聞網，中國外交戰略成形十七大後繼續強調軟實力，查閱時間：2010 年 3 月 16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4/6/4/7/100464769.html?coluid=7&kindid=0&do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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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力，是指軍事以外的一切力量，包括外交、對外援助、投資及經濟手段；而中

共就是憑著這種力量大幅改善其形象。129目前中共軟實力外交是可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通過增加對外援助和東南亞政府建立牢固的政治和經濟聯機；第二、透

過自由貿易協議等計畫，發展全面合作框架，讓東協國家成為中國的另一夥伴；

第三、透過半官方項目，加強文化吸引力，並增進東協國家的親華態度。130 

中共的軍事外交包括軍事硬權力和軍事軟權力運用。文化是國際政治中的一

種軟權力資源。從這一角度看，中共軍事外交展開文化認同、參與塑造國際制度

、樹立國際形象等軍事外交行動。從實質上講，是軍事軟權力的運用和實施。由

此，中國軍事外交中軍事軟權力運用，已成為中國實現其國家利益和建設和諧世

界的重要手段和策略，未來中共的外交戰略變得更積極、更全面，且手段盡顯靈

活，以消除其在全球急速擴張所衍生的中國威脅論。 

 

                                                 
129中國評論新聞網，中國外交戰略成形十七大後繼續強調軟實力，查閱時間：2010 年 3 月 16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4/6/4/7/100464769.html?coluid=7&kindid=0&doci

d=100464769 
130 希望之聲，【中國觀察】第 39 期 中共軟實力外交滲透西方政要媒體，查閱時間：2010 年 4

月 4日 http://big5.soundofhope.org/programs/1017/126995-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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