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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俄近期軍事互動觀察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講座教授郭武平主稿 

 

「中部-2019」戰略演習於 9月 16至 21日在俄羅斯舉行，模擬假

想敵展開大規模進攻行動，係對美國退出「中導條約」和北約在俄

邊境演習的回應，及宣示兩國聯手抗美。 

中俄一年舉行 3次重要軍演，發展出緊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儘管

雙方聲明結伴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然面對當前美對中

俄打壓，兩方聯手頗有對抗美國的全球戰略企圖。 

 

（一）前言 

    俄羅斯「中部-2019」戰略演習 9 月 16 至 21 日於俄羅斯舉行，

這次演習共有 12.8 萬名軍人參演，規模之大令全球關注。此次演習

除俄羅斯軍隊外，還有 7個國家約 2,250名軍人參演，其中主要是中

共派出的 1,600名部隊。近十餘年來，每一次的中俄軍演，都會引起

國際間的高度關注，因為這不但是中俄兩國間的大事，也是影響亞太

地區安全的大事，更是影響全球權力板塊異動的大事，全球矚目。 

中共與俄國的關係，從 50年代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關係，到 60

年代雙方交惡謾罵，陳兵邊界劍拔弩張直至 80年代。90年代蘇聯解

體，俄羅斯獨立至今，中俄關係正常化並快速走向「全面戰略協作夥

伴關係」。近年來，在中俄關係中，兩國的聯合軍演最受國際的矚目。

中俄間的例行年度軍演，除已常態化的「和平使命」和「海上聯合」

聯合軍演外，9月俄羅斯的「中部-2019」戰略演習，是繼去年俄羅斯

首次「東方-2018」戰略演習之後，第二次的大規模戰略演習，俄羅

斯刻意連年邀請中共軍隊參演，顯示中俄兩國的軍事互信程度不斷的

提升加強。尤其是，在中、美、俄大國權力競逐的背景下，中俄有聯

手抗美的戰略意圖，其對全球地緣戰略的影響，值得重視與觀察。 

 

（二）中俄軍演的背景 

1991 年底，前蘇聯解體後，全球進入以美國為主的單極超強世

界。繼承大統的俄羅斯與中共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1996 年雙方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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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成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01 年中俄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

條約」，同時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其後，兩國在國際政治經常聯手

對抗超強美國，在軍事面更是緊密合作頻繁舉行軍演，企圖改變以美

國為主的單極霸權，建成多極的世界體系。 

2005年 8月 18日，中共和俄羅斯首次舉行名為「和平使命-2005」

的聯合反恐軍事演習，正式展開中俄軍演帷幕。這是由中俄主導的上

海合作組織首度舉行的聯合軍演。其後每年舉行一次，主要應對成員

國共同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國際間甚至稱之為東方的北約，顯示

其受國際重視。 

 

（三）14 年來的中俄軍演 

每年一度的「和平使命」聯合反恐軍演，自 2005 年「和平使命

-2005」起迄今 14年，這項軍演已常態化，對維護上合組織成員國邊

境安全與防止恐怖攻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與功能。中俄關係有當

前的軍事合作與互信，從每年不斷升級擴大的「和平使命」聯合軍演

可見一二。 

其次是，2012年 4月 26日中俄「海上聯合-2012」聯合軍演首度

在黃海海域舉行。中俄的聯合軍演從陸地轉向海洋。今年的中俄「海

上聯合-2019」聯合軍演於 4月 29日在中國大陸青島舉行，以海上實

兵演練聯合防衛行動為主題，中俄雙方混編成紅藍兩方，2 艘潛艇、

13艘水面艦艇、固定翼飛機等兵力，圍繞聯合援潛救生、聯合反潛、

聯合防空等 10 餘個貼近實戰化課目。迄至 2019 年，中俄已舉行過

10次海上聯合軍演，演習地區遍及歐亞各大洋。 

第三是，2018年 9月 11日，俄羅斯「東方-2018」中俄聯合戰役

演練在俄羅斯後貝加爾邊疆區楚戈爾訓練場舉行。「東方」、「西方」、

「中央」、「高加索」四大首長司令部戰略演習是俄羅斯例行性大規模

演習。「東方-2018」演習規模空前，甚至超越蘇聯歷史上 1981年「西

方-81」規模最大的訓練演習。參演人員超過 30萬，參演裝備車輛 3.6

萬臺、各種飛機千餘架、艦船近 80艘，可稱史無前例。中共派出 3,200

名軍人、超過 900 臺各型武器裝備、30 架固定翼飛機和直升機參加

俄軍戰略演習。這場演練形式不同於前述「和平使命」、「海上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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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演習，但卻顯示著兩國不斷升溫的軍事關係。 

此次「中部-2019」戰略演習在俄羅斯車裡雅賓斯克等五個州和

達吉斯坦共和國、阿勒泰邊疆區以及裡海水域等訓練場舉行，演習除

俄羅斯軍隊外，還有中共、巴基斯坦和中亞地區等 7國部隊，其中最

主要是中共西部戰區派出的 1,600 人兵力，各型武器裝備 300 餘臺，

固定翼飛機和直升機近 30架，以及 96式主戰坦克、04A式步兵戰車、

07 式 122 毫米自行榴彈炮等，這都是中共陸軍較先進的型號。演習

係針對假想敵展開大規模進攻行動，是典型的傳統安全演習。 

 

（四）軍演的意義與目的 

「和平使命」聯合反恐軍事演習，是在上海合作組織下的聯合軍

演，針對成員國共同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演習，對穩定中俄邊界

和中亞地區恐怖攻擊深具穩定與威嚇作用，同時也深化中俄軍事互信

並強化中俄作戰協同能力，應對新挑戰和新威脅。「海上聯合」聯合

軍演，則是兩國向全世界宣示中俄軍演從陸地走向海洋，開啟境外海

洋聯合軍演時代，展現中俄共同應對全球海上安全威脅能力。 

俄羅斯「東方-2018」中俄聯合戰役演練，當時英國「金融時報」

評論稱：這場軍演展示亞洲最大的兩個軍事強國的實力和友誼。美國

「華爾街日報」則指出：中俄兩國不只是進行象徵性的武力展示，而

是發展到協調武器系統和指揮結構的程度。2018 年以前，中共參加

的均為中俄聯合演習，惟去年中共首度受邀參與俄羅斯「東方」演習，

今年又參與俄羅斯「中部」演習，有以下幾個重要觀察點：首先，這

次演習是典型的傳統安全領域演習，與上合組織舉框架下的非傳統安

全以反恐為主的演習不同；其次，解放軍係受邀參加俄羅斯的重大軍

演，與中俄聯合軍演性質不同；第三，對美國退出「中導條約」和北

約在俄邊境舉行演習的回應；第四，顯示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在軍

事和安全領域已全面深化；第五，演習更是向美宣示兩國聯手對抗美

對俄中的遏制。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 7月 23日，中共兩架 H-6轟炸機與俄國

兩架圖 95 曾在日本海上空會合後，一起穿過對馬海峽飛往釣魚臺方

向，這是中俄首度在空中的聯合戰略巡航，意義更是非比尋常。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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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總統普丁更表示將協助中共建立美俄才有的飛彈預警系統，徹

底提升中共的飛彈防禦能力。 

綜觀以上不同類型的中俄軍演和空中的聯合巡航，中俄已從陸地、

海上至空中，開展全方位的聯合軍演，演習更從針對非傳統安全回到

傳統安全領域。其目的除分享作戰經驗技能、建立聯合作戰能力、預

防打擊恐怖攻擊和加強邊境安全外，更經由軍演增進雙方軍事互信，

向全世界宣示中俄聯手實力不容忽視。 

 

（五）結語 

中俄建交 70 年來，雙方關係從友好同盟到交惡為敵再到關係正

常化和當前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從中俄關係史來看，

發展到 1年舉行 3次重要軍演，這在全球各國關係史實屬罕見的緊密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但如同軍事評論人赫拉姆奇辛（Hermakisin）說：

北京不會因為俄羅斯而與整個北約集團對抗，俄羅斯也不會因為北京

而破壞與越南及中共其它鄰國的關係。雖然，北京經常特別聲明，中

俄是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結伴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

三國，是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但是，在當前美國一

再打壓俄羅斯與中共的國際大環境下，特別突顯中俄聯手對抗美國的

全球戰略企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