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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九屆北京香山論壇觀察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陳世民主稿 

 

 本屆英德法日澳等國多由較低層級國防部官員出席，俄防長首次

出席，美則由主管中國事務副助理防長出席。 

 由近年中共軍力發展和「十一」閱兵所展示的攻勢武力發展，不

符其所謂的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 

 

由「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和「中國國際戰略學會」聯合舉辦的第

九屆「北京香山論壇」，於 2019 年 10 月 20 至 22 日在北京舉行，兹

評析如下：  

 

（一）召開背景及狀況 

香山論壇創辦於 2006年，原本每隔兩年在北京舉辦，2014年經

中共軍委主席習近平批准，論壇每年舉行一次，且由學者間的二軌交

流平臺升級為一軌半的半官方性質，在繼續邀請中外知名專家學者參

會的同時，增加邀請有關國家的官方代表團出席會議，成為中國尋求

打造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高端防務與安全對話平臺」。 

2017年曾停辦，官方說法是因中國軍事科學院重組，及中共「十

九大」前夕軍方高層更換等原因停辦，但外界認為原因可能包括「十

九大」前中共軍方多位最高級將領因腐敗罪名紛紛落馬，以及為了迴

避南海問題對北京的壓力。2016 年的香山論壇舉辦時間在國際仲裁

庭裁定中國大陸在南海的大部分主權主張不具有法律依據的三個月

後，論壇上，紐西蘭和新加坡等一些國家代表曾敦促有關國家遵照國

際法解決海權爭端，受到論壇中方主持人的批評。2018 年論壇及今

年復辦，大會主題便沒有安排備受關注的南海議題。2018 年恢復後

將舉辦城市入名，全稱「北京香山論壇」。 

論壇秘書長皮明勇宣稱，此次論壇規模是創辦以來最大，外國高

官與重量級專家學者不僅數量均達到了歷屆之最，而且覆蓋地區更

廣、專家學者覆蓋專業領域更多。有 76 個官方代表團共 530 餘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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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與會，其中包括 23 名國防部長及 6 名總參謀長。另有 8 個國際組

織代表及各國專家學者等 1300 餘人參會。不僅人數創新高，今年俄

國國防部長首次出席，這是第一次有大國現任國防部長與會。國防部

長大多來自和中國關係友好、密切的國家（俄羅斯、越南、柬埔寨、新加坡、

緬甸等國）。 

 

（二）主題及目的 

本屆論壇主題是「維護國際秩序，共築亞太和平」，特別議題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週年與世界和平發展」，並將就四個大會議

題：大國關係與國際秩序、亞太地區安全風險管控、中小國家利益與

共同安全、國際軍控體系與全球穩定，進行對話交流。論壇期間，中

方還將舉行「中外青年軍官學者研討會」和形式多樣的分組會議和專

題研討會。分組會議主題由上屆的 4個擴增 8個：安全理念創新、互

信機制建設、亞太安全架構、海上安全形勢、國際反恐合作、中東安

全新形勢、科技創新與國際安全、人工智慧與未來戰爭。 

根據中國大陸說法，香山論壇旨在為各方交流思想、增進互信、

管控風險、共築和平提供更好的平臺和機會，為維護世界和平、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更多智慧和力量。藉由推動軍事外交，提升中國

大陸的安全形象。此外，亦希望爭奪國際話語權，對外闡釋中國大陸

的政策觀點及意圖，提昇在地區的影響力。尤其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

主辦的香格里拉對話向為國際重視，然而中國大陸認為香格里拉對話

實際上是美國等西方勢力在主導，而中國大陸在討論安全問題的國際

會議上聲音太弱，因此期盼擴大香山論壇的規模來加強國際話語權，

擴大北京的地區影響力，並對廣為參與的年度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做

出的回應，故在中國大陸有「北香、南香」之稱。 

 

（三）宣揚中國觀點的統戰平臺 

正如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會中所言「中國試圖讓世界有更多的

渠道傾聽中國的聲音，-我們拿出了中國方案」。香山論壇作為北京著

手打造的高端防務與安全對話平臺，自然是中國大陸輸出理念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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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無可厚非。此一論壇對於封閉的中國大陸軍方提供與他國軍人

和專家交流的機會，也應給予正面評價。然而從幾屆以來會議的組織

及運作，卻明顯帶有中共統戰操作的色彩。 

中國大陸在香山論壇握有主場優勢，從人員邀請丶議題設定、議

程安排、發言順序，都讓北京充分發揮話語權，完整清楚地表達中國

大陸的立場。然而，若其他不同觀點難以呈現及得到討論，則此論壇

就成了宣傳平臺或官方傳聲筒罷了。長期以來，中國大陸駐外單位均

會廣泛收集與記錄世界各國學者專家及媒體記者對中相關言論及立

場，獲得香山論壇邀請的學者專家，幾乎都是親中學者，或至少願意

和中國大陸保持友好關係的重要學者。而在論壇上獲准進行現場採訪

的海外媒體只有部分友中記者及媒體，多少令人感受到讓偏袒北京的

國家官員及學者多所發言及被報導，在國際上加強大陸政策觀點及意

圖的闡釋。此外，論壇議程的開放度亦受相當質疑，主辦單位顯然並

未放開所有限制讓與會代表自由討論，而且有多少中國大陸學者願意

或能夠無所顧忌、暢所欲言呢？ 

因此，在同質性學者聚集下，會後主辦方均會宣稱達成「共識」，

例如此屆中國軍事科學院院長蔡英挺便宣稱達成 5點共識。然而，安

全論壇舉辦的目的不應是為達成「共識」，而是為了提供討論問題的

機會，讓不同的立場、觀點得以呈現，提高各方的相互理解，否則只

是每年親中學者的大拜拜而已。 

 

（四）難以匹敵「香格里拉會談」的國際影響力 

在上述質疑下，自然使香山論壇受國際關注的程度遠不及其想要

抗衡的「香格里拉會談」。在廣泛搜尋中、英、法文的 google及百度

中有關此次論壇的資訊，可明顯看出相關報導不多，且九成以上是中

國所屬的各語言媒體或他國親中媒體的宣傳報導。 

香山論壇與會代表雖來自多國，但整體而言層級和影響力遠不及

香格里拉會談，在區域安全事務溝通方面，香山論壇的意義、功能和

影響力都有限。以層級而言，香格里拉會議每年開幕主講者均能邀請

國家領導人擔任，美、日及亞洲主要國家亦大多派遣國防部長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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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論壇，在西方國家僅派低層級國防部官員出席，法國、澳大利亞、

紐西蘭等國派遣國防部的局長級官員參加，德國、英國則分別由駐中

國大使館武官及智庫主任出席。日本則由日本防衛研究所學術事務副

總裁出席。加拿大則未派官方代表團。至於美國，以往美方出席者多

為駐中國大使館人員，一直沒有來自華府的官員；今年由美國國防部

副助理部長斯布拉吉亞（Chad Sbragia）出席，他擔任的這職務，是 2019

年 6月才增設的，主管範圍僅有中國軍事事務。 

另外，香格里拉會談由純民間性質的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舉辦，其非官方屬性，自然在議題和

議程設置上，有完全包容性和開放性，讓各國學者可以開誠布公地交

換不同意見，並真心提出非常尖銳的觀點。其學者專家及媒體的邀請

亦不會被刻意選擇，多會連絡各國不同政治勢力的智庫自行推派學者

參加，歡迎多元觀點的討論。然而香山論壇中，主辦的軍事科學學會

是經中央軍委批准的學術團體，主管單位是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而軍

事科學院是中央軍委領導下的軍事學術研究機關。中國國際戰略學會

則是研究戰略問題的民間學術團體，成員主要是退役軍方人士，亦深

具官方色彩，這均令人懷疑其客觀性。 

在上述質疑下，香山論壇的意義和影響力自然受到限制。唯有使

香山論壇轉變為能夠實現真正多元對話的平臺，而不是令人感到僅在

試圖強化及宣傳自己的觀點，方能擴大香山論壇的影響力。 

 

（五）政治宣傳下中國的假「新安全觀」 

中共軍委副主席許其亮在會上重申：「我們展現了中國擔當，始

終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無論中國軍力如何發

展，都是和平的力量、正義的力量」，這在今年「十一」大閱兵後提

出可說備感諷剌。「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的「新安全觀」乃 1980

年代上半葉在西歐(尤其在歐安會議平臺上)所發展的一些新的安全理念，以

基於對以「相互保證摧毁」所維持的「恐怖和平」的反彈上，反對以

「確保攻勢嚇阻力量」及「强化威脅的可信度」為核心的現實主義「攻

勢國防」政策。認為現實主義的「攻勢國防」容易導致「安全兩難困

境」及「軍備競賽」，因而容易導致戰略環境的不穩定，及戰爭易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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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誤解」而爆發。它強調國防政策應以防禦性武器為主，尋求國土

上的「防禦優勢」，以求降低各國之間的威脅感。並藉由「信心建立

措施」建立起各國之間的相互信任感，以避免現實主義「最壞情境分

析」所易於導致的「安全兩難困境」。並輔以多邊主義的區域性集體

安全機制，藉由談判與協商來解決各國之間的問題。 

然而，以目前中國軍力現代化方向及「十一」大閱兵呈現的武器

來看，多是集中在攻勢武力發展，而非以防禦性武器為主，中國大陸

的國家安全顯然並不符合上述「新安全觀」所代表的安全理念；國防

政策仍明顯是建立在現實主義安全觀的邏輯上，其對「新安全觀」的

宣揚，明顯有其政治目的，主要在使其亞洲鄰邦相信中國並非如西方

「中國威脅論」觀點下的威脅者。尤其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在會上威

脅：「搞分裂只能是死路一條。南海諸島、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

國固有領土，老祖宗留下來的土地，我們一寸也不能丟。我們決不會

任由臺獨分子鋌而走險，決不會坐視外部勢力插手干涉」，如此武力

恫嚇言論，更是證明中國大陸所謂的「新安全觀」只是政治宣傳下的

幌子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