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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小武器和轻武器（简称“轻小武器”，

SALW）出口国之一，也是最不透明的国家之一。同时，中国则曾表示过要承担

防止轻小武器非法贸易的义务，并也正式承认轻小武器的转让会对和平、安全、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不稳定的影响。 

中国逐步改善其转让控制制度，既是出于其国内的原因，也是因为国际上的

关切所致。中国尽管最初不太情愿全面参加在联合国层面上的讨论，但现在对于

达成有助于处理轻小武器非法贸易和控制轻小武器转让的协议之正当性已表示

出越来越认可的态度。在这方面，中国参与到《联合国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

和轻武器所有方面的非法贸易的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POA）中来，则

显得尤其重要。中国已在其关于执行“行动计划”的多份报告中提供了有关中国

在控制轻小武器转让方面的许多重要情况。尽管如此，中国的这些报告仍有不少

差距。 

中国对于在《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中加进一项关于轻小武器的“第八类

别”并不热情，而且始终未按要求提交其轻小武器转让的信息。只是在得到了对

其在其他领域的红线会受到尊重的保证之后，中国才放弃了它反对把轻小武器纳

入 2013 年的《武器贸易条约》的立场。中国在武器禁运问题上的观点，是依据

其“不干涉内政”和“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的大观念而形成的。中国在武器禁运

报告机制中的合作记录，有好有差。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中国建立了一种包括轻小武器在内的常规

武器出口控制制度。武器出口的运作就成为一项政府管理事务。常规武器转让控

制制度的基石就是 2002年的《武器出口管理条例》。条例中包含了关于武器贸易

资质和颁发出口许可的规定，并附有一份控制清单。目前，有 11 家国营公司有

权进行常规武器贸易，其中 4家可出口轻小武器，另外 2家可出口便携式防空系

统。有报道称中国政府曾审议过允许私营公司申请出口许可的意见，但这一意见

从未得到真正重视。 

这种制度能使国家和军队对武器出口进行强有力的集中控制，以防止非法的

和不利于稳定的武器转让。在颁发许可证的过程中，管理出口控制的当局要审查

所申请的转让项目是否有助于提高接受国的自卫能力，会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

定与安全产生何种影响，以及是否会干涉接受国的内政等问题。 

中国出口所有种类的新型和剩余轻小武器，但一直不提供出口授权和交货方

面的公开信息。批准武器出口的主要动因在于中国的安全、政治和经济考虑。中

国也向那些想争取其他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供货的国家出口轻小武器，并从那些

旨在实行武器供应多元化的国家受益。很清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政局

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的轻小武器重要供应国。 

2006 年至 2010 年间，至少有 46 个国家从中国进口军用轻小武器。非洲国

家占据已有报道的军用轻小武器进口量的绝大部分。中国通过欧洲中间商出口非

洲的许多轻小武器对于进口国和平、稳定和安全产生的潜在影响已引起各方关

切。据报道，以巴基斯坦、孟加拉为主的一些亚洲国家也从中国进口轻小武器，

其方式既有直接供货也有许可生产安排或技术转让。中国近几年向拉美国家提供

的武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提高。在中东地区，埃及、约旦、黎巴嫩和卡塔尔等

国在 2006年至 2010年期间从中国进口过轻小武器。伊朗从 1980-1988年两伊战

争开始，一直是中国武器（包括轻小武器）的主要进口国。但为了应对国际上关

于伊朗成为向武装的非国家行为体和非法市场转移武器和技术的重要环节所引

起的关切，中国据称已减少了对伊朗的武器销售。 



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在南亚、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

区，许多武装的非国家行为体正在使用中国生产的轻小武器。这些武器中有许多

是从有关国家政府的军火仓库偷来的，或是在战场上缴获的。然而，有不少情况

看来是由有关国家从中国进口武器，然后向武装的非国家行为体进行再转让。 

中国需进一步向其他国家学习武器转让（包括非授权的转口贸易）风险评估

方面的经验、政策和实践。为了增强中国在对制定和执行强有力的轻小武器出口

控制措施方面的兴趣，并鉴于中国轻小武器出口中的许多情况是未经授权的转口

贸易，十分可取的是，“瓦森纳安排”的参加国应考虑为中国提供“关于常规武

器系统后续转让（转口）控制的最佳实践指导原则”的外展指导。他们还应同这

一地区其他国家分享其在处理非授权转口案例、增强风险评估以及所采取的交货

和交货后措施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