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過30多年發展，中國軍事現代化取得卓越成
就，不時引發外界對中國軍事大國地位的爭論。

軍力首超俄國 僅列美國之後
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已是軍事大國。2009年12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布《國際形勢黃皮書》，

依據軍費開支、軍隊員額、裝備數量等指
標，指出中國軍力首次超過俄羅斯，排

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
對於上述這個評估，海內外有
不少迴響，有學者認為中國

已擁有非常豐厚的軍事資
源及潛力，但仍只是靜

態資源，還不是現
實的軍事能力。

情報料美將不再稱霸
第二種觀點說，中國現在還不是軍事大國，但

在不久將來會成為事實。2008年11月，美國高級
情報機構預測報告表示，美國到2025年將不再獨
掌世界經濟和軍事霸權，其地位會有所降低，中
國將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成為主要的軍事
大國。
日本《朝日新聞》2010年12月28日報道，美

軍太平洋艦隊司令羅伯特．威拉德上將說，他
認為中國志在成為「全球軍事大國」。他認為
中國在經濟、社會、外交和軍事上都具全球抱
負。

專家：中國軍技落後美俄廿年
第三種觀點認為，中國距離成為世界軍事大國

還差得遠。有軍事專家說，中國在軍事技術和國
防能力上落後美俄廿年，急需新型高科技武器。
他又補充，中國現在的軍事工業沒法與美俄軍事
強國相比，即使和日本相比都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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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N  W E I  E D U C A T I O N

1.何謂軍備競賽？

2.你認為全球的軍備競賽正在升溫嗎？

3.你如何理解中國軍事發展的防禦性質？

4.你認為中國軍事現代化取得哪些成績？存在甚麼不足？

5.有人說：「中國現在是軍事強國。」你對此說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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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聯合反恐演習
截至2009年，中國已參加11個國際

反恐怖條約。根據國際反恐怖條約協
定，中國先後組團到法國、西班牙、
德國等30多個國家進行雙邊或多邊反
恐怖交流，接待俄羅斯等17個國家的
代表團來訪，還多次與其他國家舉行
聯合反恐演習。

積極參與維和任務
自1990年以來，中國解放軍共參加

18項聯合國維和行動，累積派出11,063
人次。截至2008年11月底，中國有
1,949名維和官兵在聯合國9個維和任務
區和聯合國維和部執行任務。目前，
中國有208名維和員警在利比里亞、科
索沃、海地、蘇丹和東帝汶執行維和
任務。

不結盟不對抗 營造互信環境
其次，中國發展不結盟、不對抗、

不針對第三方的對外軍事關係，開展

多種形式的軍事交流與合作，努力營
造互信協作的軍事安全環境。中國已
與150多個國家建立軍事關係，在112
個國家設立武官處，有102個國家在中
國設立武官處。

互派留學生交流軍事知識
2008年到2009年，中國向30多個國

家派出軍事留學生，共900餘名。另
有20所軍隊院校分別與美國、俄羅
斯、日本、巴基斯坦等20多個國家的
相應院校建立和保持校際交流關係。
又接納130多個國家的近5,000名軍事
人員到中國軍隊院校學習。

國防部設新聞機構發布要聞
為進一步促進軍事交流合作、增強

軍事互信，2008年5月，中國國防部正
式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新成立的國
防部新聞事務局，採取定期或不定期
舉行發布會、書面發布等方式，發布
軍隊的重要新聞。

中國軍事現代化歷

來是外界關注中國的一

個焦點。中國軍力的增長牽

動各國的神經，各方不斷猜測

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目的，甚至有人

提出所謂「軍事威脅論」。近年，隨㠥

內地的國力和軍力的大幅提升，關於

中國是否已成為或將成為世界軍事大

國的爭論也越趨激烈。

■葉淑蘭

浸會大學政府與國際關係學系博士

現
代

軍
賽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成

立於1989年，至今已培養近兩千

名本科生，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

中國研究課程。香港文匯報與浸

大中國研究課程合作推出通識專

欄，以專業的角度，深入淺出地

探究中國在社會民生、城市規

劃、經濟轉型、外交政策等多方

面的最新發展，為本港高中生提

供具權威性的「現代中國」通識

科單元學習材料。

現代中國＋全球化

事實上，要了解中國軍事現代化對外界而言是否一個「威
脅」，我們需要詳細考察中國30多年實行軍事現代化是建於甚麼
基礎上。

奉行防禦政策 維護國家主權
雖然專家認為世界性全面大規模戰爭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未必發

生，但各國圍繞戰略資源、戰略要地和戰略主導權的爭奪加劇，
局部衝突和戰爭仍然存在。
中國確定要走和平發展道路，繼續推進改革開放，而在軍事現

代化的主要目的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因此，中國
一直宣稱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軍事現代化不會對全球任何國家
構成威脅。

軍備競賽升溫 強身自保
《2009年中國國防白皮書》指出，現在的國際軍事競爭更激

烈，一些大國增加國防投入，發展戰略核力量和軍事航太等。一
些發展中國家亦積極謀求擁有先進的武器裝備。國際軍控和防擴
散體制面臨重大挑戰。面對新形勢，中國感到需要繼續推動自身
的軍事現代化，以應付國際的最新形勢。

內憂外患 堅守領土統一
《2006年中國國防白皮書》表示，解放軍的主要使命是維護國

家安全統一，保障國家發展利益，同時防備和抵抗侵略，確保國
家領海、領空和邊境不受侵犯。近年，「台獨」、「藏獨」等分
裂勢力仍然威脅國家統一和安全。同時，恐怖主義、自然災害、
經濟安全、資訊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危害亦在上升。

承諾「永不稱霸」 盼釋國際疑慮
雖然中國政府不斷重申中國軍力的發展和軍事現代化是防

禦性質，不會威脅別國，但有些國家仍不時提出質疑：現在
中國的力量還不夠，故採取防禦性政策，但若中國在強大後
會怎樣呢？這裡涉及「信任」問題。為回答外界的猜疑，中國
承諾永不稱霸，又引用儒家「和合」文化說明中國是一個熱
愛和平、和諧的國家，惟不少國家對此有不同看法，例如美
國學者江億恩認為中國歷史上佔主流地位的仍是與西方類似
的現實主義文化，而儒家文化僅屬次要補充。因此有人認為
中國要和其他國家建立互信，讓外界相信其走和平發展的道
路，還需要比較長時間來證明。

軍事現代化 竟變威脅論？

中國是否軍事大國？ 專家各有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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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軍隊建設指導思想開始從準備「早打、大打、打
核戰爭」的冷戰思維轉到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上，在服從和服務於國家建
設大局的大前提下，有計劃
地推進現代化建設。

裁軍百萬
邁向精兵方向

中國確立建設強大的現代
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總目
標，走具中國特色的精兵之
路。1985年，中國裁軍100
萬，朝㠥精兵、合成、高效
的方向邁出重要一步。

實現「三步走」戰略
進入90年代，解放軍推進具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

並實現「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即以科學制定國防和
軍隊建設戰略規劃及軍兵種發展戰略，在2010年前打下
堅實基礎，2020年前基本實現機械化並令資訊化建設取得
重大進展，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目標。

加強防禦
維護和平

摒棄「打核」思維

走具特色道路

■中國維和部
隊經常參與國際維
和行動。圖為一名官
兵在出發前與其子
吻別。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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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動軍事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不斷強調軍事發展的防禦性質以及為維護
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目標；為此，中國多方面努力加強與其他國家的軍事合作。

未來
方向

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是自衛或威脅？
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增強軍事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