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者：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地 址：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 2 段 70 號 
網 址：http://www.fhk.ndu.edu.tw 
電 話：02-28913140 
發行人：余宗基 
編輯者：「復興崗學報」編審委員會 

主任委員：陳毅銘 
副主任委員：楊永華 傅文鎬 
總 編 輯：方鵬程 
編輯委員：莫大華 潘玲娟 郭盛哲  

           竹碧華 馬振坤  
執行編輯：周海娟 
英文編審：張梅雨 
封面設計：胡定傑 

展售處： 
五南文化廣場：400 臺中市中山路 6 號  

電話：(04)22260330 網址：www.wunanbooks.com.tw 
國家書店：104 台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02)25180207 網址：www.govbooks.com.tw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出版 
中華民國 50 年 6 月創刊(半年刊) 
定價：新台幣 500 元 
其他類型版本：無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須 經 本 院 同 意  

 
GPN: 2005000025 
ISSN: 0429-8063 
 

 

113 

復興崗學報 
民 105 年 12 月，109 期，113-138 

習近平中央軍事指揮體制改革之研究 

李蕙貽 
國防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摘 要 

習近平上台就提及「中國夢」，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是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時代要求，是

強軍興軍的必經之路，也是決定軍隊未來的關鍵。中共軍事改革係按照「軍委管總、戰區主戰、

軍種主建」原則，將總參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四總部改為由中央軍委領導的

15 個職能部門，「多部門制」有助軍委實現其職能，鞏固黨對軍隊的絕對領導。另成立聯合作戰

指揮中心，直接指揮五大戰區作戰。探究軍改執行原因，第一在劃清部門職能，集中軍權於中央

軍委會；第二在增強部隊組織，打贏資訊化局部戰爭能力；第三在肅清軍隊貪腐勢力，清洗將派

餘孽，培植習派人馬。 

共軍軍事改革估計削減 30 萬人，於 2020 年獲得具體成效。中共雖表示裁軍是對國際社會的

善意回應，但本研究發現，學者及鄰國普遍認為，軍改有助共軍提高戰鬥效能，加深對周邊國家

的軍事威脅性。本文藉由文獻分析法蒐羅中共、外電、我國學者等多方評論，探討習近平軍事改

革背景因素、具體內容、預期目標，預判軍改後共軍發展，並提出相應建議。 
 

關鍵詞：習近平、軍事改革、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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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Xi Jinping 's Reform of CMC 
Military Command and Control System 

Hui-Yi Li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President Xi Jinping said deepening defense and military reforms is a crucial step for the military's 

future, a sure path to a strong military, and a call of the time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as well as a 

strong military dream. According to the rules stipulating that “the CMC takes charge of the overall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 battle zone commands focus on combats, " and "different 

military services pursue their own construction," Xi Jinping takes some steps to promote military 

reforms. China has reorganized its four military headquarters, that is, General Staff, General Politics, 

General Logistics and General Armaments into 15 new agencies under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CMC). It means that the multi-departments structure will help the CMC function better 

and is conducive to consolidating the absolut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over the armed forces. In addition, 

President Xi Jinping set up joint operations command center to command and control the five theater 

commands. 

There are some reasons for military reforms. First, make sure the division of functions and 

centralize military power in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Second, strengthen the forces of the 

organization to have the ability to win the Information warfare local war. Third, eliminate corruption 

forces and the Jiang Zemin’s henchmen in the army, and cultivate Xi people. 

The military reform is estimated to cut 300,000 people in 2020 to obtain specific results. Althoug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indicated that disarmament is agoodwill to respon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ut the schol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generally 

agreed that the military reform would help the military to improve its combat effectiveness and threat 

the neighbor countr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actors, specific contents, expected objectives of the 

refor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army, and the reaction of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fter the 

military reform, and puts some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improve the security of our country.  

Keywords：Xi Jinping, military reform, theater com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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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上臺不久，即帶領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往中共國家博物

館參觀，於《復興之路》展覽前發表談話,提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復興的「中國

夢」（新華網，2016/7/29）。「中國夢」一詞在習近平上任前就曾被提及。中共國

防大學退休教授劉明福於 2009 年出版《中國夢：中美世紀對決，軍人要發言》

一書，指陳「中國夢」是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頂級軍事力量及領導地位。或許是

為淡化中國崛起，1或是中國威脅論2而生的疑慮，這本書出版沒多久就下架，但

在習近平發言後，更名為《中美世紀對決》重新上架，甚至成為中共國營書店的

推薦書籍（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3/3/13）。據此知悉，習近平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復興的目標」的「中國夢」（新華網，2012/11/29）就是「強軍夢」。中國

夢引領強軍夢，強軍夢支撐中國夢（中國共產黨新聞，2013/12/2），而中共軍事

改革則是實踐習近平中國夢強軍夢的具體作為。 
習近平在 2014 年 9 月接見共軍參謀長會議代表時表示，「面對國家安全新形

勢和軍事鬥爭準備新要求，必須努力建設聽黨指揮、善謀打仗的新型司令機關，

推動軍事工作創新發展，不斷增強組織指揮部隊打贏資訊化局部戰爭能力」(中
國評論新聞網，2014/9/23)。這個談話點出三個重點，第一，軍事改革目標在建

立「聽黨指揮、善謀打仗」的軍事指揮體制：第二，成立新型司令機關目的在增

強部隊指揮與作戰能力；第三，軍改的最終目標在打贏資訊化局部戰爭。此次軍

事改革被喻為「中國 60 年來最大一次軍事改革」，可「使中國軍力輻射到海外」

(中國評論新聞網，2015/11/2)。中共軍改是一場整體性、革命性變革，預計 2020
年前取得突破性進展(中時電子報，2015/11/26)。論語曰：「君子務本，本立而道

生」，軍改千頭萬緒，首要在端正「軍事指揮體制」，此為本文探討重點，據此探

討共軍今後的組織調整與軍事事務發展，以及對我國家安全之可能影響。 
  

                                                       
1「中國崛起」最初由中共中央黨校的副校長鄭必堅在 2003 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提出，後來前中

共總理溫家寶在東協會議以及訪美期間反覆重申，成為第一個由胡錦濤和溫家寶領導的第四代

領導人的外交政策。 
2 1992 年 9 月，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拉森上將於夏威夷發表演說，就亞洲安全問題提出「中

國威脅論」，認為南海為亞洲下一個戰爭衝突點，此一說法開啟「中國威脅論」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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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習近平的指揮體制改革 

一、強軍夢下的軍隊改革 

習近平上臺後，以強軍為起點的「中國夢」儼然已成為代表習近平的政治口

號。3強國必先強軍，「中國夢」最後目標是達到所謂的國家富強與「中華民族偉

大復興」，更是實現強軍目標的重大宣示。2013 年 3 月，習近平在十二屆人大一

次會議共軍代表團全體會議表示，「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良的

人民軍隊，是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人民網，2016/4/27) 。有別於以往的

軍隊改革模式，習近平採取許多積極的作為，包括打擊軍中貪腐、成立新軍隊改

革組織與任用年輕將領等措施，可以看出加快完成軍隊改革的意圖與決心。這個

改革規模和力度最大的軍改方案起草歷經近兩年，先在 2013 年 11 月中共十八屆

三中全會，首次將國防和軍隊改革納入改革總體佈局來統籌謀劃後，到 2015 年

11 月 24 日召開的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曝光。由出任中央軍委成立的深化國

防和軍隊改革領導小組組長的習近平親自主持，經過大範圍、多輪次深入調研、

座談、論證後形成具體計畫做為。歸結習近平在會上的講話，這次軍改主要是中

央軍事指揮體制改革，但其內容包括九個方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16/1/1) 
(一)推進領導管理體制改革，優化軍委機關職能機構設置，完善軍兵種領導

管理體制。 

(二)健全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和戰區作戰指揮體制。 

(三)優化軍隊規模結構，裁減軍隊員額 30 萬。 

(四)構建軍隊院校教育、部隊訓練實戰、軍事職業教育三位一體的新型軍事

人才培養體系。 

(五)部隊編成向充實、合成、多能、靈活方向發展。 

(六)推進軍隊政策制度改革，重點完善軍事人才資源和後勤政策制度。 

(七)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健全相關體制發展。 

(八)優化武裝員警部隊力量結構和指揮管理體制。 

(九)構建完善中國特色軍事法治體系。 

 

                                                       
3 2012 年 11 月 29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此後，在一系列重要外交場合，習近平深入闡述中國夢內涵及其世界意

義，指出中國夢是追求和平的夢、追求幸福的夢、奉獻世界的夢，中國夢同世界各國人民的美

好夢想息息相通；中國夢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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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改革啟動的第一步，是裁減軍隊員額，汰除不適任人員，預估裁減軍隊

員額 30 萬人，中共全軍員額降至 200 萬人(中國新聞網，2016/2/17)。2015 年 9
月 3 日，習近平於北京主持抗戰勝利 70 周年大閱兵時宣佈裁軍消息，代表了習

近平自 2014 年 3 月 15 日擔任「中共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領導小組」組

長以來，所推動的軍隊改革（以下簡稱軍改）政策正式宣告啟動。中共前國防部

新聞發言人楊宇軍在隨後的新聞發佈會上補充說明，裁軍重點在「壓減老舊裝備

部隊，精簡機關和非戰鬥機構人員，調整優化軍隊結構」，改革行動將「分步實

施，2017 年底基本完成」(中華民國共和國國防部網站，2015/9/3)。 

二、以「四鐵」抓牢軍隊改革 

毛澤東的名言是：「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毛澤東文獻資料研究會編輯，

1993 年，2)。江澤民也同樣重視軍權的掌握，認為軍隊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

石，是黨和人民手中掌握的槍桿子、刀把子 (江澤民，2006，169；高民政、薛

小蓉主編，2010/12，173)」。共產黨領導人深知軍隊攸關國家政權的存亡，想要

牢牢抓緊政權，就要牢牢抓緊軍隊，國防和軍隊改革也必須符合具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的建設(本書編寫組編，2013/11)，214)。因此，此次中共軍改從整體設計到

具體作為，都堅持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絕對領導這個根本原則和制度，堅持其人民

軍隊的性質、宗旨和本色，以確保此次改革不改向、變革不變色。 
思想教育是中共領導人牢牢掌握軍隊的關鍵。習近平在 2012 年 3 月 12 日視

導廣州戰區時表示，「能打仗，打勝仗」是強軍之要，須按照打仗的標準做建設，

確保軍隊能「召之即來、來之能戰、戰之必勝」(中國新聞網，2013/3/12)。2013
年 3 月 11 日時再次強調要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良」的人民

軍隊(鳳凰網，2013/3/11)，這一切必須植基於「鐵一般信仰、鐵一般信念、鐵一

般紀律、鐵一般擔當的軍委機關」(新華網，2016/1/11)，以實現中國共產黨在新

形勢下的強軍目標。 
歸結「四鐵」表述的意涵，「鐵一般信仰」，在「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鐵一般信念」，在「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念」；「鐵一般紀

律」，在「嚴守政治紀律、組織紀律、廉潔紀律、群眾紀律、工作紀律、生活紀

律」；「鐵一般擔當」，在「面對大是大非敢於亮劍，面對矛盾敢於迎難而上，面

對危機敢於挺身而出，面對失誤敢於承擔責任，面對歪風邪氣敢於堅決鬥爭」(中
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12/22)。從「信仰」、「信念」、「紀律」、「擔當」這四大面

向，逐層深入教育幹部，並要求幹部履行「五條標準」、「四有」，及「三嚴三實」，

以實踐馬克思主義黨的建設理論(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12/22)，作為軍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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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習近平的指揮體制改革 

一、強軍夢下的軍隊改革 

習近平上臺後，以強軍為起點的「中國夢」儼然已成為代表習近平的政治口

號。3強國必先強軍，「中國夢」最後目標是達到所謂的國家富強與「中華民族偉

大復興」，更是實現強軍目標的重大宣示。2013 年 3 月，習近平在十二屆人大一

次會議共軍代表團全體會議表示，「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良的

人民軍隊，是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人民網，2016/4/27) 。有別於以往的

軍隊改革模式，習近平採取許多積極的作為，包括打擊軍中貪腐、成立新軍隊改

革組織與任用年輕將領等措施，可以看出加快完成軍隊改革的意圖與決心。這個

改革規模和力度最大的軍改方案起草歷經近兩年，先在 2013 年 11 月中共十八屆

三中全會，首次將國防和軍隊改革納入改革總體佈局來統籌謀劃後，到 2015 年

11 月 24 日召開的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曝光。由出任中央軍委成立的深化國

防和軍隊改革領導小組組長的習近平親自主持，經過大範圍、多輪次深入調研、

座談、論證後形成具體計畫做為。歸結習近平在會上的講話，這次軍改主要是中

央軍事指揮體制改革，但其內容包括九個方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16/1/1) 
(一)推進領導管理體制改革，優化軍委機關職能機構設置，完善軍兵種領導

管理體制。 

(二)健全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和戰區作戰指揮體制。 

(三)優化軍隊規模結構，裁減軍隊員額 30 萬。 

(四)構建軍隊院校教育、部隊訓練實戰、軍事職業教育三位一體的新型軍事

人才培養體系。 

(五)部隊編成向充實、合成、多能、靈活方向發展。 

(六)推進軍隊政策制度改革，重點完善軍事人才資源和後勤政策制度。 

(七)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健全相關體制發展。 

(八)優化武裝員警部隊力量結構和指揮管理體制。 

(九)構建完善中國特色軍事法治體系。 

 

                                                       
3 2012 年 11 月 29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此後，在一系列重要外交場合，習近平深入闡述中國夢內涵及其世界意

義，指出中國夢是追求和平的夢、追求幸福的夢、奉獻世界的夢，中國夢同世界各國人民的美

好夢想息息相通；中國夢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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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改革啟動的第一步，是裁減軍隊員額，汰除不適任人員，預估裁減軍隊

員額 30 萬人，中共全軍員額降至 200 萬人(中國新聞網，2016/2/17)。2015 年 9
月 3 日，習近平於北京主持抗戰勝利 70 周年大閱兵時宣佈裁軍消息，代表了習

近平自 2014 年 3 月 15 日擔任「中共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領導小組」組

長以來，所推動的軍隊改革（以下簡稱軍改）政策正式宣告啟動。中共前國防部

新聞發言人楊宇軍在隨後的新聞發佈會上補充說明，裁軍重點在「壓減老舊裝備

部隊，精簡機關和非戰鬥機構人員，調整優化軍隊結構」，改革行動將「分步實

施，2017 年底基本完成」(中華民國共和國國防部網站，2015/9/3)。 

二、以「四鐵」抓牢軍隊改革 

毛澤東的名言是：「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毛澤東文獻資料研究會編輯，

1993 年，2)。江澤民也同樣重視軍權的掌握，認為軍隊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

石，是黨和人民手中掌握的槍桿子、刀把子 (江澤民，2006，169；高民政、薛

小蓉主編，2010/12，173)」。共產黨領導人深知軍隊攸關國家政權的存亡，想要

牢牢抓緊政權，就要牢牢抓緊軍隊，國防和軍隊改革也必須符合具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的建設(本書編寫組編，2013/11)，214)。因此，此次中共軍改從整體設計到

具體作為，都堅持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絕對領導這個根本原則和制度，堅持其人民

軍隊的性質、宗旨和本色，以確保此次改革不改向、變革不變色。 
思想教育是中共領導人牢牢掌握軍隊的關鍵。習近平在 2012 年 3 月 12 日視

導廣州戰區時表示，「能打仗，打勝仗」是強軍之要，須按照打仗的標準做建設，

確保軍隊能「召之即來、來之能戰、戰之必勝」(中國新聞網，2013/3/12)。2013
年 3 月 11 日時再次強調要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良」的人民

軍隊(鳳凰網，2013/3/11)，這一切必須植基於「鐵一般信仰、鐵一般信念、鐵一

般紀律、鐵一般擔當的軍委機關」(新華網，2016/1/11)，以實現中國共產黨在新

形勢下的強軍目標。 
歸結「四鐵」表述的意涵，「鐵一般信仰」，在「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鐵一般信念」，在「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念」；「鐵一般紀

律」，在「嚴守政治紀律、組織紀律、廉潔紀律、群眾紀律、工作紀律、生活紀

律」；「鐵一般擔當」，在「面對大是大非敢於亮劍，面對矛盾敢於迎難而上，面

對危機敢於挺身而出，面對失誤敢於承擔責任，面對歪風邪氣敢於堅決鬥爭」(中
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12/22)。從「信仰」、「信念」、「紀律」、「擔當」這四大面

向，逐層深入教育幹部，並要求幹部履行「五條標準」、「四有」，及「三嚴三實」，

以實踐馬克思主義黨的建設理論(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5/12/22)，作為軍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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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之利基。 

三、藉軍改剷除貪腐勢力 

中共 2015 年《中國的軍事戰略》提到，「世界新軍事革命深入發展，武器裝

備遠端精確化、智慧化、隱身化、無人化趨勢明顯，太空和網路空間成為各方戰

略競爭新的制高點，戰爭形態加速向資訊化戰爭演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15/5/26) 。儘管中共官方將裁軍包裝成一個和平與善意的訊號，是對國際社會

推動軍控和裁軍的回應(新華網，2015/9/4)，但各國軍事觀察家都認為這是中共

軍隊現代化的一大進程。華府國際戰略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級顧問葛來儀(Bonnie S. Glaser)便認為，「裁減兵員是習近

平讓軍隊更高效、更專業化的措施的一部分。」(轉引 Edward Wong,Jane Perlez and 
Chris Buckley,2015/9/3)會有這樣的看法，一方面是截至 2014 年底，中共三軍總

兵力為 226 萬餘人，裁減 30 萬人後，仍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軍隊(李牧宜，

2015/9/4)；第二個原因是，中共在 2015 年 9 月 3 日閱兵典禮時展示 200 架戰機、

東風-21 在內的各式導彈(BBC News, 2015/9/3)，戰力可直指任何來犯勢力。 
軍改表面上在強化軍事效能，但另一目標則直指貪腐勢力。根據媒體披露，

2002 年中共「十六大」上，時任軍委副主席的張萬年、郭伯雄帶頭發動「準軍

事政變」，要求江澤民留任新一屆軍委主席兩年，並逼迫胡錦濤當場表態同意(大
紀元，2015/11/30)，江澤民得以擔任中共軍委主席達近 15 年。江澤民手下兩名

大將，徐才厚與郭伯雄，則藉「測評」和「後備幹部制度」作為其買官賣官、排

斥異已的工具(文匯網，2015/3/9)。 
習近平上任後，以「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說警示官員，強調「腐敗問題

愈演愈烈，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中國政府網，2012/ 11/19)。強力反貪打老虎

作為下，十八大召開後，至少有 3 名上將，6 名中將，47 名少將，「軍老虎」被

打入「鐵籠子」(新唐人，2016/10/22)。習近平認為，反貪腐就是「要加強對權

力運作的制約和監督，把權力關進制度的籠子裡，形成不敢腐的懲戒機制、不能

腐的防範機制、不易腐的保障機制」(中國共產黨新聞，2013/1/23)。換言之，當

所有人都被關進制度的籠子裡，唯一掌握制度，掌握決策權力的人，就是中央軍

委會主席。 

參、中共軍事指揮體制改革之組織調整 

一、4 個總部調整成為 15 職能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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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共憲法第 93 條，「中央軍事委員會領導全國武裝力量」，是中共武裝

力量的最高統帥機構，與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是「一個機構，兩塊招牌，一

套人馬」，負責黨和國家的最高軍事決策和軍事指揮，根據黨的路線、方針、政

策，和國家的安全與發展需要，確定軍事戰略，領導軍事建設」(李亞明，2014，
24)，是實現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絕對領導的最高實現形式。中央軍委機關下轄總

參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等 4 個總部，分別掌管全軍軍事、政治、

後勤、裝備等工作，貫徹對軍隊的領導。 
習近平宣佈開啟軍事改革後，軍委機關調整組建按「軍委管總、戰區主戰、

軍種主建」的總原則，改為多部門制，另成立聯合作戰指揮中心，直接指揮作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6/1/11)。解放軍報 2015 年 11 月 30 日的《重塑我

軍領導指揮體制是強軍興軍的必然選擇》一文提及軍改原因，可歸結為以下幾點： 
（一）利於中央軍委集中領導： 
總部、軍區領導指揮體制集決策、執行、監督職能於一體，四總部權力過於

集中，代行了軍委許多職能，客觀上影響了軍委集中統一領導(解放軍報，第 6
版，2015/11/30)。軍委機關由「總部制」調整為「多部制」，原來權力高度集中

的「總部領導機關」，變成權力互相有所制約的「軍委辦事機關」，強化軍委集中

統一領導及軍委主席負責制，真正使軍隊的最高領導權集中於黨中央、中央軍委。 
（二）突出機關職能專業性與權威性： 
紀律檢查委員會、政法委員會原隸屬總政治部，現獨立組建的軍委紀委，由

軍委直接領導，同時向軍委機關部門和戰區分別派駐紀檢組，一可突出部門專業

性及獨立性，二則破壞昔日總政治部對紀律，安全和人事職能的壟斷。 
（三）部門工作重新整併以促進效能： 
改革後，解放軍結構的另一個明顯變化是對蒐集國外情報的部門實施整合。

情報蒐集以往是由總參謀部第二和第三部門的職責，分別負責情報、電子和網路

情蒐，組織調整後，這項工作已重新分配給火箭軍和戰略支援部隊負責。全球戰

略框架中，情報資源整合有利中共網絡力量擴張，強化網絡情報蒐集效能。 
中共軍事指揮體制改革利於中央軍委抓緊指揮權，一則實現習近平對解放軍

的指導，成為「能打仗、打勝仗」的強大軍隊；再則將原有部隊建制打破重組，

並透過紀委、政法委，加強對部隊紀律的監察與監控，洗清郭伯雄、徐才厚等人
4對軍隊的遺毒，以「忠誠、擔當、勇氣」，做到「講政治、謀打贏、搞服務、作

                                                       
4江澤民在執政和干政的 20 多年中，為鞏固其權力晉升了大批將軍，中共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

徐才厚與江最為親近。習近平「十八大」上任後，在軍中反腐「打虎」運動中，已有 40 多名

軍級以上高官落馬。同時加速在軍中佈局，推動軍隊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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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之利基。 

三、藉軍改剷除貪腐勢力 

中共 2015 年《中國的軍事戰略》提到，「世界新軍事革命深入發展，武器裝

備遠端精確化、智慧化、隱身化、無人化趨勢明顯，太空和網路空間成為各方戰

略競爭新的制高點，戰爭形態加速向資訊化戰爭演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15/5/26) 。儘管中共官方將裁軍包裝成一個和平與善意的訊號，是對國際社會

推動軍控和裁軍的回應(新華網，2015/9/4)，但各國軍事觀察家都認為這是中共

軍隊現代化的一大進程。華府國際戰略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級顧問葛來儀(Bonnie S. Glaser)便認為，「裁減兵員是習近

平讓軍隊更高效、更專業化的措施的一部分。」(轉引 Edward Wong,Jane Perlez and 
Chris Buckley,2015/9/3)會有這樣的看法，一方面是截至 2014 年底，中共三軍總

兵力為 226 萬餘人，裁減 30 萬人後，仍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軍隊(李牧宜，

2015/9/4)；第二個原因是，中共在 2015 年 9 月 3 日閱兵典禮時展示 200 架戰機、

東風-21 在內的各式導彈(BBC News, 2015/9/3)，戰力可直指任何來犯勢力。 
軍改表面上在強化軍事效能，但另一目標則直指貪腐勢力。根據媒體披露，

2002 年中共「十六大」上，時任軍委副主席的張萬年、郭伯雄帶頭發動「準軍

事政變」，要求江澤民留任新一屆軍委主席兩年，並逼迫胡錦濤當場表態同意(大
紀元，2015/11/30)，江澤民得以擔任中共軍委主席達近 15 年。江澤民手下兩名

大將，徐才厚與郭伯雄，則藉「測評」和「後備幹部制度」作為其買官賣官、排

斥異已的工具(文匯網，2015/3/9)。 
習近平上任後，以「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說警示官員，強調「腐敗問題

愈演愈烈，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中國政府網，2012/ 11/19)。強力反貪打老虎

作為下，十八大召開後，至少有 3 名上將，6 名中將，47 名少將，「軍老虎」被

打入「鐵籠子」(新唐人，2016/10/22)。習近平認為，反貪腐就是「要加強對權

力運作的制約和監督，把權力關進制度的籠子裡，形成不敢腐的懲戒機制、不能

腐的防範機制、不易腐的保障機制」(中國共產黨新聞，2013/1/23)。換言之，當

所有人都被關進制度的籠子裡，唯一掌握制度，掌握決策權力的人，就是中央軍

委會主席。 

參、中共軍事指揮體制改革之組織調整 

一、4 個總部調整成為 15 職能部門 

李蕙貽 

119 

依據中共憲法第 93 條，「中央軍事委員會領導全國武裝力量」，是中共武裝

力量的最高統帥機構，與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是「一個機構，兩塊招牌，一

套人馬」，負責黨和國家的最高軍事決策和軍事指揮，根據黨的路線、方針、政

策，和國家的安全與發展需要，確定軍事戰略，領導軍事建設」(李亞明，2014，
24)，是實現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絕對領導的最高實現形式。中央軍委機關下轄總

參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等 4 個總部，分別掌管全軍軍事、政治、

後勤、裝備等工作，貫徹對軍隊的領導。 
習近平宣佈開啟軍事改革後，軍委機關調整組建按「軍委管總、戰區主戰、

軍種主建」的總原則，改為多部門制，另成立聯合作戰指揮中心，直接指揮作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6/1/11)。解放軍報 2015 年 11 月 30 日的《重塑我

軍領導指揮體制是強軍興軍的必然選擇》一文提及軍改原因，可歸結為以下幾點： 
（一）利於中央軍委集中領導： 
總部、軍區領導指揮體制集決策、執行、監督職能於一體，四總部權力過於

集中，代行了軍委許多職能，客觀上影響了軍委集中統一領導(解放軍報，第 6
版，2015/11/30)。軍委機關由「總部制」調整為「多部制」，原來權力高度集中

的「總部領導機關」，變成權力互相有所制約的「軍委辦事機關」，強化軍委集中

統一領導及軍委主席負責制，真正使軍隊的最高領導權集中於黨中央、中央軍委。 
（二）突出機關職能專業性與權威性： 
紀律檢查委員會、政法委員會原隸屬總政治部，現獨立組建的軍委紀委，由

軍委直接領導，同時向軍委機關部門和戰區分別派駐紀檢組，一可突出部門專業

性及獨立性，二則破壞昔日總政治部對紀律，安全和人事職能的壟斷。 
（三）部門工作重新整併以促進效能： 
改革後，解放軍結構的另一個明顯變化是對蒐集國外情報的部門實施整合。

情報蒐集以往是由總參謀部第二和第三部門的職責，分別負責情報、電子和網路

情蒐，組織調整後，這項工作已重新分配給火箭軍和戰略支援部隊負責。全球戰

略框架中，情報資源整合有利中共網絡力量擴張，強化網絡情報蒐集效能。 
中共軍事指揮體制改革利於中央軍委抓緊指揮權，一則實現習近平對解放軍

的指導，成為「能打仗、打勝仗」的強大軍隊；再則將原有部隊建制打破重組，

並透過紀委、政法委，加強對部隊紀律的監察與監控，洗清郭伯雄、徐才厚等人
4對軍隊的遺毒，以「忠誠、擔當、勇氣」，做到「講政治、謀打贏、搞服務、作

                                                       
4江澤民在執政和干政的 20 多年中，為鞏固其權力晉升了大批將軍，中共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

徐才厚與江最為親近。習近平「十八大」上任後，在軍中反腐「打虎」運動中，已有 40 多名

軍級以上高官落馬。同時加速在軍中佈局，推動軍隊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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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率」(南早中文，2016/1/12)的政治要求。 
圖一：軍改後的組織結構圖 
 
 
 
 
 
 
 
 
 
 
 
 
 
 
 
 
 
 

 
 
 
 
資料來源：修改自 Phillip C. Saunders and Joel Wuthnow, “China’s 

Goldwater-Nichols?Assessing PLA Organizational Reforms,”  
Joint Force Quarterly 82 (July 2016),p70.。 

二、中央軍委聯合作戰指揮中心指揮作戰 

自 2003 年伊拉克戰爭以來，共軍一直強調「聯合作戰」的概念。從作戰效

能的角度看，從軍區到戰區的過渡對聯合作戰能力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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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2 月 1 日，宣佈將共軍原本的七大軍區建制，調整為東部、南部、西部、北部

及中部等五大戰區，五大戰區皆屬正大軍區級，被稱為「解放軍 30 年來最大規

模改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6/2/1)。戰區劃分是從「軍委管總、戰區

主戰、軍種主建」的原則出發，另以中共國家安全環境以及軍隊使命做規劃考量

重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6/2/1)。五大戰區做為解放軍戰略方向唯一的

最高聯合作戰指揮機構，按照平戰一體、常態運行、專司主營、精幹高效的要求，

直接接受中央軍委指揮，履行聯合作戰指揮職能，以達成此次軍改建設目標。 
2016 年 4 月 20 日，習近平到完成改造的中央軍委聯合作戰指揮中心視察，

首次披露此單位名稱，習近平則新增「軍委聯指總指揮」的職務(人民網 

2016/4/21)。中央軍委聯合作戰指揮中心為中共軍隊的最高作戰指揮機構，屬常

設機構，負責指揮全軍的三軍聯合作戰，各戰區各自開立的聯合作戰指揮中心，

負責指揮戰區內的三軍聯合作戰。聯合作戰指揮中心由軍委直接指揮，下面分設

戰區，負責作戰指揮，戰區指揮官有權指揮與調動戰區內各軍種部隊，大幅縮短

指揮鏈長度，簡化軍隊指揮制度(人民網 2016/4/21)。一則提高部隊機動性及聯

合作戰效能，應對緊急事件；再則作戰指揮和軍隊建設分開，使部隊建設標準化、

流程化，增加軍隊建設效益。 

 
中共解放軍五大戰區簡介 

戰區 
名稱 

司令員 政治 
委員 

軍區的編成 駐軍 戰區守備地區 

東部

戰區 
劉粵軍 鄭衛平 與原南京軍區

轄區相同，掌控

原軍區內的東

海艦隊、空軍、

火箭軍、武警。

第 1、12、31 集

團軍 
轄江蘇、浙江、

安徽、福建、江

西五省和上海

市。司令部駐南

京。 
南部

戰區 
王教成 魏亮 包括原廣州軍

區和原成都軍

區的雲、貴兩省

及所轄的南海

艦隊、空軍、火

箭軍、武警。 

第 14、41、42
集團軍 

領導和指揮湖

南、廣東、廣西、

海南、雲南、貴

州的所屬武裝力

量，司令部駐廣

州。 
西部

戰區 
趙宗岐 朱福熙 由 原 成 都 軍

區、蘭州軍區合

第 13、21、47
集團軍 

轄四川、西藏、

陝西、甘肅、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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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而成（剔除

雲、貴兩省）。

夏、青海、新疆

和重慶。司令部

駐蘭州。 
北部

戰區 
宋普選 禇益民 由原瀋陽軍區

加原屬北京軍

區的內蒙古。 

第 16、26、39、
40 集團軍 

轄東三省加內蒙

古。司令部駐瀋

陽。 
中部

戰區 
韓衛國 殷方龍 包括原北京軍

區（剔除內蒙

古）、濟南軍區

及原屬廣州軍

區的湖北，加上

北海艦隊。 

第 20、27、38、
54、65 集團軍 

轄河北、山西、

山東、河南、湖

北和北京、天

津。司令部駐北

京。 

參考資料：作者整理。 

 
根據此次戰區調整後的劃分研判，東部戰區主要在應對東海、台海方向的問

題；南部戰區在應對南海、東南亞國家方向的問題；西部戰區在應對南亞、中亞

國家方向的問題；北部戰區在應對朝鮮半島、俄羅斯、蒙古國方向的問題；中部

戰區首要任務在拱衛首都北京的安全。五大戰區中，東部戰區戰略方向直指台

灣、釣魚台列嶼，南部戰區囊括南海諸島，攸關當前中國國家安全和海洋利益，

這兩大戰區若發生主權爭議問題，背後更牽涉美中角力，所面臨的局勢複雜性超

過其他戰區，部隊調度也值得持續關注。 

三、新編成二軍二部隊 

習近平於 2015 年 12 月 31 日成立大會時提及：「成立陸軍領導機構、火箭軍、

戰略支援部隊，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著眼實現中國夢、強軍夢作出的重大決策，

是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力量體系的戰略舉措」（新華網，20161/1）。軍事改革

前，解放軍組成規模具大陸軍主義色彩，四總部首長、七大軍區司令均由陸軍將

領出任，二炮、海軍、空軍三者司令部分別隸屬大軍區級單位，陸軍的行政層級

高於海空軍、第二炮兵部隊(壹讀，2016/4/2)。然軍改後格局已大不相同，為實

現「中國夢」、「強軍夢」，建設絕對忠誠、善謀打仗、指揮高效、敢打必勝的聯

合作戰指揮機構，變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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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立陸軍領導機構： 
中國軍隊在人數和結構上一直是以陸軍為主。2015 年中國國防部發布的國

防白皮書中首次披露，在 230 萬的軍隊總人數中，海軍 23.5 萬人、空軍 39.8 萬，

但陸軍光是機動作戰部隊就有 85 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5/5/26)。此

次軍改後成立陸軍領導機構，一可精簡機構人員，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加快陸

軍現代化建設步伐；二則為健全聯合作戰指揮體制創造條件，以建設一支強大的

現代化新型陸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6/1/1)。 
（二）二炮改名火箭軍： 
第二炮兵部隊是一支由中央軍委直接領導指揮的戰略性獨立兵種，「是中國

戰略威懾的核心力量，主要擔負遏制他國對中國使用核武器、遂行核反擊和常規

導彈精確打擊任務，由核導彈部隊、常規導彈部隊、作戰保障部隊等組成(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3/4/16)。原二炮部隊配賦多種型號的地對地戰略導彈和

戰役戰術常規導彈，包括近程導彈、中程導彈、遠程導彈、洲際彈道導彈，具有

全天候發射能力，現更名為「火箭軍」，研判將專門負責遠程戰略核威脅力量，

原來的戰術打擊工作則可能分散給各集團軍負責。(BBC 中文網，2016/1/1)。 
（三）成立戰略支援部隊： 
習近平將戰略支援部隊視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新型作戰力量，我軍新質作戰

能力的重要增長點」(人民網，2016/1/1)。事實上，戰略支援部隊並非執行全新

任務，在整合原屬不同單位的資電、網路和太空部隊，替聯合作戰提供「準確、

高效、可靠的資訊支撐和戰略支援保障」，與中共「陸海空和火箭軍的行動融為

一體」，以求在戰爭中制勝(揭仲，2016/8/21)。外界最常關注的網軍，就屬「戰

略支援部隊」的一支。 
根據戰略支援部隊的臂章推測，戰略支援部隊可能包括電子對抗、網絡攻

防、衛星管理等方面的部隊，支援執行電子戰、網絡戰、超限戰、軍事航太、人

造衛星、反衛星武器等任務，助解放軍在航太、太空、網路和電磁空間戰場能取

得局部優勢，保證作戰的順利進行(觀察者，2016/1/5)。另透過正式納編或專案

合作，延攬軍工企業和民間科研院校專家，以有效運用民間技術來開發與驗證新

裝備，並協助研擬新形態作戰的戰術與準則(揭仲，2016/8/21)，提升共軍資訊作

戰能力。 
（四）成立聯勤保障部隊 
為與新的領導指揮體制相適應，中共調整組建軍委直屬的聯勤保障部隊，主

要包括武漢聯勤保障基地和無錫、桂林、西寧、瀋陽、鄭州 5 個聯勤保障中心，

成為實施聯勤保障和戰略戰役支援保障的主體力量(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16/9/13)，由習近平於 2016 年 9 月 13 日在北京八一大樓授予軍旗，為解放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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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慶。司令部

駐蘭州。 
北部

戰區 
宋普選 禇益民 由原瀋陽軍區

加原屬北京軍

區的內蒙古。 

第 16、26、39、
40 集團軍 

轄東三省加內蒙

古。司令部駐瀋

陽。 
中部

戰區 
韓衛國 殷方龍 包括原北京軍

區（剔除內蒙

古）、濟南軍區

及原屬廣州軍

區的湖北，加上

北海艦隊。 

第 20、27、38、
54、65 集團軍 

轄河北、山西、

山東、河南、湖

北和北京、天

津。司令部駐北

京。 

參考資料：作者整理。 

 
根據此次戰區調整後的劃分研判，東部戰區主要在應對東海、台海方向的問

題；南部戰區在應對南海、東南亞國家方向的問題；西部戰區在應對南亞、中亞

國家方向的問題；北部戰區在應對朝鮮半島、俄羅斯、蒙古國方向的問題；中部

戰區首要任務在拱衛首都北京的安全。五大戰區中，東部戰區戰略方向直指台

灣、釣魚台列嶼，南部戰區囊括南海諸島，攸關當前中國國家安全和海洋利益，

這兩大戰區若發生主權爭議問題，背後更牽涉美中角力，所面臨的局勢複雜性超

過其他戰區，部隊調度也值得持續關注。 

三、新編成二軍二部隊 

習近平於 2015 年 12 月 31 日成立大會時提及：「成立陸軍領導機構、火箭軍、

戰略支援部隊，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著眼實現中國夢、強軍夢作出的重大決策，

是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力量體系的戰略舉措」（新華網，20161/1）。軍事改革

前，解放軍組成規模具大陸軍主義色彩，四總部首長、七大軍區司令均由陸軍將

領出任，二炮、海軍、空軍三者司令部分別隸屬大軍區級單位，陸軍的行政層級

高於海空軍、第二炮兵部隊(壹讀，2016/4/2)。然軍改後格局已大不相同，為實

現「中國夢」、「強軍夢」，建設絕對忠誠、善謀打仗、指揮高效、敢打必勝的聯

合作戰指揮機構，變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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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立陸軍領導機構： 
中國軍隊在人數和結構上一直是以陸軍為主。2015 年中國國防部發布的國

防白皮書中首次披露，在 230 萬的軍隊總人數中，海軍 23.5 萬人、空軍 39.8 萬，

但陸軍光是機動作戰部隊就有 85 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5/5/26)。此

次軍改後成立陸軍領導機構，一可精簡機構人員，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加快陸

軍現代化建設步伐；二則為健全聯合作戰指揮體制創造條件，以建設一支強大的

現代化新型陸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6/1/1)。 
（二）二炮改名火箭軍： 
第二炮兵部隊是一支由中央軍委直接領導指揮的戰略性獨立兵種，「是中國

戰略威懾的核心力量，主要擔負遏制他國對中國使用核武器、遂行核反擊和常規

導彈精確打擊任務，由核導彈部隊、常規導彈部隊、作戰保障部隊等組成(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3/4/16)。原二炮部隊配賦多種型號的地對地戰略導彈和

戰役戰術常規導彈，包括近程導彈、中程導彈、遠程導彈、洲際彈道導彈，具有

全天候發射能力，現更名為「火箭軍」，研判將專門負責遠程戰略核威脅力量，

原來的戰術打擊工作則可能分散給各集團軍負責。(BBC 中文網，2016/1/1)。 
（三）成立戰略支援部隊： 
習近平將戰略支援部隊視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新型作戰力量，我軍新質作戰

能力的重要增長點」(人民網，2016/1/1)。事實上，戰略支援部隊並非執行全新

任務，在整合原屬不同單位的資電、網路和太空部隊，替聯合作戰提供「準確、

高效、可靠的資訊支撐和戰略支援保障」，與中共「陸海空和火箭軍的行動融為

一體」，以求在戰爭中制勝(揭仲，2016/8/21)。外界最常關注的網軍，就屬「戰

略支援部隊」的一支。 
根據戰略支援部隊的臂章推測，戰略支援部隊可能包括電子對抗、網絡攻

防、衛星管理等方面的部隊，支援執行電子戰、網絡戰、超限戰、軍事航太、人

造衛星、反衛星武器等任務，助解放軍在航太、太空、網路和電磁空間戰場能取

得局部優勢，保證作戰的順利進行(觀察者，2016/1/5)。另透過正式納編或專案

合作，延攬軍工企業和民間科研院校專家，以有效運用民間技術來開發與驗證新

裝備，並協助研擬新形態作戰的戰術與準則(揭仲，2016/8/21)，提升共軍資訊作

戰能力。 
（四）成立聯勤保障部隊 
為與新的領導指揮體制相適應，中共調整組建軍委直屬的聯勤保障部隊，主

要包括武漢聯勤保障基地和無錫、桂林、西寧、瀋陽、鄭州 5 個聯勤保障中心，

成為實施聯勤保障和戰略戰役支援保障的主體力量(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16/9/13)，由習近平於 2016 年 9 月 13 日在北京八一大樓授予軍旗，為解放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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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聯勤保障和戰略戰役支援保障的主體力量(新華網，2016/9/13)」。 
聯勤保障部隊直屬軍委後勤保障部，前身是總後勤部，是軍種中的聯勤保障

部門，主要負責部隊現有裝備的維護、維修保障及聯勤保障(大紀元，2016/9/14)。
解放軍的聯勤保障體制主要分為戰略、戰役、戰術三級，武漢聯勤保障基地為聯

勤中樞，司令員和政委分別由李士生少將、殷志紅少將擔任，應屬正軍級，直屬

軍委後勤保障部，是全軍的後勤保障中心(大紀元，2016/9/14)。新組建的武漢聯

勤保障基地及五大聯勤保障中心，主要側重戰略戰役層面較大規模的後勤供應能

力(大公網，2016/9/14)，為解放軍構建新型後勤指揮系統的堅實後盾。 

肆、中共軍改的特色 

此次習近平推動的軍改具有以下三種特色，不同於以往鄧、江及胡的軍事改

革，尤其是在掌握軍事指揮體系上，習近平藉由設立戰區、新軍種及分割四大總

部，徹底改變中共既有的軍事指揮體制。 

一、軍政軍令分開以抓緊指揮體系 

美國智庫蘭德公司（RAND）學者施道安（Andrew Scobell）認為，「習近平

裁軍計畫是在重塑軍隊的指揮系統，把長期被各軍區所把持的指揮權收回中央，

如果能夠如願，習近平將成為繼鄧小平之後，權力最大的中國領導人」(Chris 
Buckley,2015/9/3)。透過這次裁軍行動，習近平除了對解放軍高級將領做了一次

大洗牌，戰區職能的調整也有助權責劃分清楚。共軍原本推行的是中央軍事委員

會下轄四總部的體制，四總部既是中央軍委的工作機關，又是全軍軍事、政治、

後勤、技術裝備工作的領導機關，這套體制是依據當時形勢需要而建立的，但隨

著社會的發展變化，這套體制的局限性、弊端日益突出。軍改後的中央軍委機關

調整為「多部制」，這些部門成為中央軍委領導下的參謀機構、執行機構、服務

機構，確保部隊在執行命令時步調一致、政令暢通。新組成的軍隊指揮機構雖明

確劃分為作戰指揮（軍令）和領導管理（軍政），但實質上，就是由中央軍委直

接領導各軍兵種及戰區，以「軍委─戰區─部隊」貫徹軍令指揮體系，以「軍委─
軍種─部隊」抓緊軍政領導體系，這項調整也是這次軍改最大的亮點。 

軍令、軍政分離非中共所獨創，美、俄、英等國已行之多年，是可有效發揮

軍事作戰指揮效能和軍隊行政管理效能的體制，更是軍隊現代化建設的必經之

路。戰區作為本戰略方向的唯一最高聯合作戰指揮機構，根據中央軍委賦予的指

揮權責，能夠對所有擔負戰區作戰任務的部隊實施統一指揮和控制(中華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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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國防部，2016/2/1)。前中共軍事發言人楊宇軍指出：「這輪改革按照聯合作

戰、聯合指揮的要求，對軍委聯指、各軍種、戰區聯指和戰區軍種的作戰指揮職

能進行了調整規範，主要是科學劃分職能、理順指揮關係、規範指揮流程，形成

符合我軍實際、順暢高效的指揮體系，更好地適應打贏資訊化戰爭、有效履行使

命任務的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6/2/1)。換言之，中共這次軍改的

最大目的，在透過調整軍委總部體制，轉變軍委機關職能定位，也就是在改變現

行的軍令、軍政合一的體制，實行軍令、軍政分離，分別形成負責作戰指揮和負

責管理的兩大體系，減少領導層級，各職能部門直接對習主席和軍委負責，由中

央軍委直接管轄，確保軍隊最高領導權、指揮權集中於黨中央、中央軍委，進一

步強化軍委主席負責制與軍委集中統一領導。 

二、設二軍二部隊以貫徹強軍目標 

《解放軍報》2016 年 5 月 3 日第六版刊載中共國防大學戰略部教授孫快吉

撰寫的《放眼世界看火箭軍建設》一文，文中提及「美國和俄羅斯作為兩個核強

國，都擁有強大的地地導彈作戰力量」，足見「具備快速全球精確打擊能力的常

規戰略導彈將成為軍事大國戰略導彈力量的重要組成部分」，主張解放軍應「打

造具有核常兩種作戰能力的實用型地地導彈」(解放軍報，2016/5/3，版 6)。「核

常兼備」，意在借重戰略導彈可快速機動、全天候發射、全疆域機動、全天候作

戰等能力，保持高度戒備，隨時應對空中威脅(人民網，2016/1/10)。解放軍成立

之際，囿於人員素質、裝備訓練等因素，向以陸軍為主軸，「二軍二部隊」成立

後直指軍隊編制、體制及運轉機制的革新，朝貫徹強軍目標前進，歸納其成立意

涵如下： 
（一）成立陸軍領導機構以提升作戰能力： 
此次中共裁軍以削減陸軍員額首當其衝，以「按照機動作戰、立體攻防的戰

略要求，優化力量結構和部隊編成」(中國軍視網 2016/1/3)，強化部隊組織結構

及領導管理，建設一支具全域作戰能力的現代化新型陸軍。被拔擢成為首任陸軍

司令員的李作成乃行伍出身的戰鬥英雄，具實戰經驗(人民日報 2016/1/2)，呼應

強軍目標必須「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項工作向打仗用勁」 (人民日報 
2013/8/26，版 1)，軍隊的革新與建設目標直指「能打仗，打勝仗」前進。 

（二）改名火箭軍以朝向更專業化發展： 
以往二炮部隊具保密意味，軍事評論家宋忠平認為，這次改革將二炮改名為

「火箭軍」，由兵種提升為一個軍種，成為陸海空後的第四個軍種，軍種一般都

包括若干個兵種和專業兵，設有領導指揮機關及院校、科研機構和後勤保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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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聯勤保障和戰略戰役支援保障的主體力量(新華網，2016/9/13)」。 
聯勤保障部隊直屬軍委後勤保障部，前身是總後勤部，是軍種中的聯勤保障

部門，主要負責部隊現有裝備的維護、維修保障及聯勤保障(大紀元，2016/9/14)。
解放軍的聯勤保障體制主要分為戰略、戰役、戰術三級，武漢聯勤保障基地為聯

勤中樞，司令員和政委分別由李士生少將、殷志紅少將擔任，應屬正軍級，直屬

軍委後勤保障部，是全軍的後勤保障中心(大紀元，2016/9/14)。新組建的武漢聯

勤保障基地及五大聯勤保障中心，主要側重戰略戰役層面較大規模的後勤供應能

力(大公網，2016/9/14)，為解放軍構建新型後勤指揮系統的堅實後盾。 

肆、中共軍改的特色 

此次習近平推動的軍改具有以下三種特色，不同於以往鄧、江及胡的軍事改

革，尤其是在掌握軍事指揮體系上，習近平藉由設立戰區、新軍種及分割四大總

部，徹底改變中共既有的軍事指揮體制。 

一、軍政軍令分開以抓緊指揮體系 

美國智庫蘭德公司（RAND）學者施道安（Andrew Scobell）認為，「習近平

裁軍計畫是在重塑軍隊的指揮系統，把長期被各軍區所把持的指揮權收回中央，

如果能夠如願，習近平將成為繼鄧小平之後，權力最大的中國領導人」(Chris 
Buckley,2015/9/3)。透過這次裁軍行動，習近平除了對解放軍高級將領做了一次

大洗牌，戰區職能的調整也有助權責劃分清楚。共軍原本推行的是中央軍事委員

會下轄四總部的體制，四總部既是中央軍委的工作機關，又是全軍軍事、政治、

後勤、技術裝備工作的領導機關，這套體制是依據當時形勢需要而建立的，但隨

著社會的發展變化，這套體制的局限性、弊端日益突出。軍改後的中央軍委機關

調整為「多部制」，這些部門成為中央軍委領導下的參謀機構、執行機構、服務

機構，確保部隊在執行命令時步調一致、政令暢通。新組成的軍隊指揮機構雖明

確劃分為作戰指揮（軍令）和領導管理（軍政），但實質上，就是由中央軍委直

接領導各軍兵種及戰區，以「軍委─戰區─部隊」貫徹軍令指揮體系，以「軍委─
軍種─部隊」抓緊軍政領導體系，這項調整也是這次軍改最大的亮點。 

軍令、軍政分離非中共所獨創，美、俄、英等國已行之多年，是可有效發揮

軍事作戰指揮效能和軍隊行政管理效能的體制，更是軍隊現代化建設的必經之

路。戰區作為本戰略方向的唯一最高聯合作戰指揮機構，根據中央軍委賦予的指

揮權責，能夠對所有擔負戰區作戰任務的部隊實施統一指揮和控制(中華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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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國防部，2016/2/1)。前中共軍事發言人楊宇軍指出：「這輪改革按照聯合作

戰、聯合指揮的要求，對軍委聯指、各軍種、戰區聯指和戰區軍種的作戰指揮職

能進行了調整規範，主要是科學劃分職能、理順指揮關係、規範指揮流程，形成

符合我軍實際、順暢高效的指揮體系，更好地適應打贏資訊化戰爭、有效履行使

命任務的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6/2/1)。換言之，中共這次軍改的

最大目的，在透過調整軍委總部體制，轉變軍委機關職能定位，也就是在改變現

行的軍令、軍政合一的體制，實行軍令、軍政分離，分別形成負責作戰指揮和負

責管理的兩大體系，減少領導層級，各職能部門直接對習主席和軍委負責，由中

央軍委直接管轄，確保軍隊最高領導權、指揮權集中於黨中央、中央軍委，進一

步強化軍委主席負責制與軍委集中統一領導。 

二、設二軍二部隊以貫徹強軍目標 

《解放軍報》2016 年 5 月 3 日第六版刊載中共國防大學戰略部教授孫快吉

撰寫的《放眼世界看火箭軍建設》一文，文中提及「美國和俄羅斯作為兩個核強

國，都擁有強大的地地導彈作戰力量」，足見「具備快速全球精確打擊能力的常

規戰略導彈將成為軍事大國戰略導彈力量的重要組成部分」，主張解放軍應「打

造具有核常兩種作戰能力的實用型地地導彈」(解放軍報，2016/5/3，版 6)。「核

常兼備」，意在借重戰略導彈可快速機動、全天候發射、全疆域機動、全天候作

戰等能力，保持高度戒備，隨時應對空中威脅(人民網，2016/1/10)。解放軍成立

之際，囿於人員素質、裝備訓練等因素，向以陸軍為主軸，「二軍二部隊」成立

後直指軍隊編制、體制及運轉機制的革新，朝貫徹強軍目標前進，歸納其成立意

涵如下： 
（一）成立陸軍領導機構以提升作戰能力： 
此次中共裁軍以削減陸軍員額首當其衝，以「按照機動作戰、立體攻防的戰

略要求，優化力量結構和部隊編成」(中國軍視網 2016/1/3)，強化部隊組織結構

及領導管理，建設一支具全域作戰能力的現代化新型陸軍。被拔擢成為首任陸軍

司令員的李作成乃行伍出身的戰鬥英雄，具實戰經驗(人民日報 2016/1/2)，呼應

強軍目標必須「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項工作向打仗用勁」 (人民日報 
2013/8/26，版 1)，軍隊的革新與建設目標直指「能打仗，打勝仗」前進。 

（二）改名火箭軍以朝向更專業化發展： 
以往二炮部隊具保密意味，軍事評論家宋忠平認為，這次改革將二炮改名為

「火箭軍」，由兵種提升為一個軍種，成為陸海空後的第四個軍種，軍種一般都

包括若干個兵種和專業兵，設有領導指揮機關及院校、科研機構和後勤保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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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論新聞網，2016/1/3)。意味火箭軍未來發展更走向專業，承擔更多打擊

任務，成為中國聯合作戰能力的重要保障，也象徵中共國家戰略朝向國際佈局。 
（三）成立戰略支援部隊以聯合諸兵種作戰能力： 
根據外媒推測，戰略支援部隊可能涵蓋情報、技術偵察、電子對抗、網路攻

防、心理戰五大職能領域，該部隊並不直接投入到戰爭一線，而是為作戰部隊提

供資訊支援和保障，使共軍在航太、太空、網路和電磁空間等戰場能取得局部優

勢，其戰術作為將對國家博弈、戰爭進程等方面產生重大影響，故而稱之為「戰

略支援」(國際先驅報，2016/4/26)。就已經遭媒體披露的消息來看，戰略支援部

隊包含天軍(太空部隊)、網軍及電子戰部隊與陸、海、空、火箭軍並列為五大軍

種，是目前中共最具神秘感的軍種，也預判對中共未來從事資訊化條件戰爭投下

很大的助益。 
現代戰爭型態是一旦爆發就強度大、節奏快，戰機稍縱即逝，軍令、軍政體

系若沒有嚴格劃分，兩者交叉重疊易發生干擾。此次軍改將陸軍地位高於其他軍

種一級的模式徹底打破，海、空、二炮部隊與陸軍平行成獨立軍種，從軍種建設

角度而言，各軍種可節約力量專精發展建設，統籌規劃教育訓練、後勤補保、裝

備發展等項目，使軍種發展更趨專責、專權與專業發展；就指揮調度而言，中央

軍委屬戰略層級，統一調度指揮戰區內陸、海、空、二炮及戰略支援部隊，縮短

指揮層級，快速應變，而指揮權集中中央軍委，亦可避免大權旁落。軍政、軍令

分開，便於軍隊專項分工，以適應現代化戰爭的需求。 

三、反腐興軍的軍事改革 

習近平上臺後，內部最大的挑戰是「反貪腐」與「改革」。中共國防大學政

治委員劉亞洲上將引用劉伯承的話：「建設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最難是幹部的培

養，而培養幹部最難的又是高級幹部的培養」，強調「人永遠是戰爭中最重要的

因素」，所以「軍改要由人來改，軍改首先改人」(劉亞洲 2016，20-21)。習在十

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提到：「物先必腐，而後蟲生」(中國共產黨新

聞網，2012/11/21)，表達對反腐倡廉的的重視，江澤民主政時期拔擢的大批軍官，

如郭伯雄、徐才厚之流，被視為解放軍貪腐風氣亂源(大紀元，2016/6/22)，也為

習近平上臺後反貪腐、打老虎的主要目標。權力是需要監督的，沒有監督的權力

就會異化，絕對權力導致絕對腐敗。深化國防與軍隊改革，調整組建軍委紀委就

成為習近平政治建軍、改革強軍、依法治軍、反腐興軍的戰略之舉(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防部，2016/2/2)，更是達成習近平提出建設「鐵一般信仰、鐵一般信念、

鐵一般紀律、鐵一般擔當」軍委機關的必然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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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軍改宣佈設立的 15 個職能部門中，重新組建軍委紀委、軍委政法委、軍

委審計署三個監督部門，構成新的軍隊監督體系。原有的中央軍委紀委由總政治

部管轄，這次軍改將軍委紀委獨立單列，直屬軍委，同時向軍委機關部門和戰區

分別派駐紀檢組，發揮紀檢監督作用，推動紀委雙重領導體制落到實處，強化紀

檢監督的獨立性、權威性(大公報，2016/1/13)。軍委政法委負責領導軍事法院、

軍事檢察院，軍委審計署履行軍隊審計監督職能，三部門分門獨立又交相合作，

收監督之效。 

伍、中共軍改發展評估 

一、聯合作戰指揮體制貫徹以黨領軍 

對於聯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中共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部長王衛星於

2016 年撰寫「戰爭實踐倒逼外軍聯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一文中，列舉越戰時

美軍軍事行動、1968 年「普韋布洛(USS Pueblo AGER-2)」情報船遭北韓俘虜、

1980 年伊朗人質事件等例子證諸，「在缺乏聯合作戰指揮機構下，即使友軍近在

眼前，各軍種部隊指揮官缺乏管道直接對話與協商任務，無法有系統且最小損耗

的達成任務(王衛星 2016，54)。」因此，俄國、英國、美國等國實施作戰體制

改革，「是戰爭實踐與使命任務的有機結合(王衛星 2016，54)」。 

中共「聯合作戰指揮體制」，在美、俄等國沒有相對應的稱號，其編制及職

掌也有殊異(王衛星 2016，54)」。但有學者將中共軍改與美國 1986 年頒布的「高

華德—尼可拉斯國防部重構法案」(Goldwater–Nichols Act)相提並論，該法案

重新架構美國軍隊的指揮系統，並增強參謀長聯席會議主席的權力(Christopher 

M. Bourne 1998,100)。軍改後的中央軍委管理區分成兩條指揮鏈：一條是從中

央軍委到戰區到軍隊的作戰鏈條；一條是從軍委到總部到部隊的行政鏈(Phillip 

C. Saunders and Joel Wuthnow,2016/4)。作戰與建設分線進行，專業分工，分

層負責，以精進部隊指揮與建設效能。 

二、戰區聯合兵種指揮體制直指打仗 

中共軍改的關鍵在建立一個新的軍事結構，「使作戰命令鏈能從中央軍區直

達戰區與作戰部隊，由上而下的彼此呼應串聯(Ying-Yu,Lin 2016/4/31)」。換句

話說，中央軍委直接指揮五個戰區作戰，五大戰區指揮官直接調動地區內所有的

空中、海軍、地面和常規導彈部隊，每項配置都是在集中力量以增強戰鬥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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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論新聞網，2016/1/3)。意味火箭軍未來發展更走向專業，承擔更多打擊

任務，成為中國聯合作戰能力的重要保障，也象徵中共國家戰略朝向國際佈局。 
（三）成立戰略支援部隊以聯合諸兵種作戰能力： 
根據外媒推測，戰略支援部隊可能涵蓋情報、技術偵察、電子對抗、網路攻

防、心理戰五大職能領域，該部隊並不直接投入到戰爭一線，而是為作戰部隊提

供資訊支援和保障，使共軍在航太、太空、網路和電磁空間等戰場能取得局部優

勢，其戰術作為將對國家博弈、戰爭進程等方面產生重大影響，故而稱之為「戰

略支援」(國際先驅報，2016/4/26)。就已經遭媒體披露的消息來看，戰略支援部

隊包含天軍(太空部隊)、網軍及電子戰部隊與陸、海、空、火箭軍並列為五大軍

種，是目前中共最具神秘感的軍種，也預判對中共未來從事資訊化條件戰爭投下

很大的助益。 
現代戰爭型態是一旦爆發就強度大、節奏快，戰機稍縱即逝，軍令、軍政體

系若沒有嚴格劃分，兩者交叉重疊易發生干擾。此次軍改將陸軍地位高於其他軍

種一級的模式徹底打破，海、空、二炮部隊與陸軍平行成獨立軍種，從軍種建設

角度而言，各軍種可節約力量專精發展建設，統籌規劃教育訓練、後勤補保、裝

備發展等項目，使軍種發展更趨專責、專權與專業發展；就指揮調度而言，中央

軍委屬戰略層級，統一調度指揮戰區內陸、海、空、二炮及戰略支援部隊，縮短

指揮層級，快速應變，而指揮權集中中央軍委，亦可避免大權旁落。軍政、軍令

分開，便於軍隊專項分工，以適應現代化戰爭的需求。 

三、反腐興軍的軍事改革 

習近平上臺後，內部最大的挑戰是「反貪腐」與「改革」。中共國防大學政

治委員劉亞洲上將引用劉伯承的話：「建設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最難是幹部的培

養，而培養幹部最難的又是高級幹部的培養」，強調「人永遠是戰爭中最重要的

因素」，所以「軍改要由人來改，軍改首先改人」(劉亞洲 2016，20-21)。習在十

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提到：「物先必腐，而後蟲生」(中國共產黨新

聞網，2012/11/21)，表達對反腐倡廉的的重視，江澤民主政時期拔擢的大批軍官，

如郭伯雄、徐才厚之流，被視為解放軍貪腐風氣亂源(大紀元，2016/6/22)，也為

習近平上臺後反貪腐、打老虎的主要目標。權力是需要監督的，沒有監督的權力

就會異化，絕對權力導致絕對腐敗。深化國防與軍隊改革，調整組建軍委紀委就

成為習近平政治建軍、改革強軍、依法治軍、反腐興軍的戰略之舉(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防部，2016/2/2)，更是達成習近平提出建設「鐵一般信仰、鐵一般信念、

鐵一般紀律、鐵一般擔當」軍委機關的必然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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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軍改宣佈設立的 15 個職能部門中，重新組建軍委紀委、軍委政法委、軍

委審計署三個監督部門，構成新的軍隊監督體系。原有的中央軍委紀委由總政治

部管轄，這次軍改將軍委紀委獨立單列，直屬軍委，同時向軍委機關部門和戰區

分別派駐紀檢組，發揮紀檢監督作用，推動紀委雙重領導體制落到實處，強化紀

檢監督的獨立性、權威性(大公報，2016/1/13)。軍委政法委負責領導軍事法院、

軍事檢察院，軍委審計署履行軍隊審計監督職能，三部門分門獨立又交相合作，

收監督之效。 

伍、中共軍改發展評估 

一、聯合作戰指揮體制貫徹以黨領軍 

對於聯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中共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部長王衛星於

2016 年撰寫「戰爭實踐倒逼外軍聯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一文中，列舉越戰時

美軍軍事行動、1968 年「普韋布洛(USS Pueblo AGER-2)」情報船遭北韓俘虜、

1980 年伊朗人質事件等例子證諸，「在缺乏聯合作戰指揮機構下，即使友軍近在

眼前，各軍種部隊指揮官缺乏管道直接對話與協商任務，無法有系統且最小損耗

的達成任務(王衛星 2016，54)。」因此，俄國、英國、美國等國實施作戰體制

改革，「是戰爭實踐與使命任務的有機結合(王衛星 2016，54)」。 

中共「聯合作戰指揮體制」，在美、俄等國沒有相對應的稱號，其編制及職

掌也有殊異(王衛星 2016，54)」。但有學者將中共軍改與美國 1986 年頒布的「高

華德—尼可拉斯國防部重構法案」(Goldwater–Nichols Act)相提並論，該法案

重新架構美國軍隊的指揮系統，並增強參謀長聯席會議主席的權力(Christopher 

M. Bourne 1998,100)。軍改後的中央軍委管理區分成兩條指揮鏈：一條是從中

央軍委到戰區到軍隊的作戰鏈條；一條是從軍委到總部到部隊的行政鏈(Phillip 

C. Saunders and Joel Wuthnow,2016/4)。作戰與建設分線進行，專業分工，分

層負責，以精進部隊指揮與建設效能。 

二、戰區聯合兵種指揮體制直指打仗 

中共軍改的關鍵在建立一個新的軍事結構，「使作戰命令鏈能從中央軍區直

達戰區與作戰部隊，由上而下的彼此呼應串聯(Ying-Yu,Lin 2016/4/31)」。換句

話說，中央軍委直接指揮五個戰區作戰，五大戰區指揮官直接調動地區內所有的

空中、海軍、地面和常規導彈部隊，每項配置都是在集中力量以增強戰鬥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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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利將作戰力量向外投射(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6/4/24,69-70)」。Anthony H. 

Cordesman 則認為，「五大戰區的配置有利中央掌控及緊急應變，更能滿足國防

事務需求，這項配置也顯示中共重點置於北部、東部及南部戰區的防務掌控

(Anthony H. Cordesman 2016/8/1,p12)」。 

南部戰區下轄南海艦隊，在永興島沿岸設置 8座紅旗 9號(HQ-9)地對空飛彈

發射器與雷達系統，射程達 125 浬，空中和海上部署綿密交疊，執行壓制及反偵

察任務，以掌握美軍及南海諸國在此區域的活動(China Brief 2016/6,1-2)。今

年南海仲裁案結果宣佈後，中共南海艦隊、北海艦隊和東海艦隊在南海實施軍演，

海軍司令吳勝利等四名上將現身指導，顯示中共對捍衛南海疆土的重視(人民網，

2016/7/11)。澳大利亞國立大學國家安全學院(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的

院長羅裡‧梅德卡爾夫(Rory Medcalf)表示，這次裁軍不太可能緩解這一地區對

中國軍事實力的擔憂，因為它是將人民解放軍的資源從傳統地面部隊轉向的軍隊

現代化建設的一部分(Edward Wong,Jane Perlez and Chris Buckley,2015/9/3)。 

Phillip C. Saunders and Joel Wuthnow 則認為，「共軍短期內可能面臨一

定程度的組織中斷，但長遠來看，戰區指揮官將陸、海、空軍與常規導彈部隊的

單位集中做聯合訓練，尤其東部戰區指揮官可能得到戰略支助部隊更多的支援，

未來將更有能力對台灣開展行動(Phillip C. Saunders and Joel Wuthnow, 

2016/5/19)」。 

三、習近平掌握實權成為核心領導者 

2011 年 1 月，前美國國防部長羅伯特‧蓋茨(Robert Gates)赴中國訪問期

間，中共隱形戰機殲 20 進行試飛，當時陪同蓋茨的前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表示，

「胡錦濤對此毫不知情」(新唐人 2012/5/24)，讓美方擔憂「胡錦濤無法掌控軍

隊」(The New York Times, 2011/1/11)。習近平上任後則緊握黨政軍大權。中

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六次全體會議公報中，稱黨中央「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黨員應「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領導。一個國家、一個政黨，領導核

心至關重要。」(新華網，2016/10/27)這是首次以「核心」形容習近平的領導。

以往中共只承認過三個「核心」，分別是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為首的「核心」，

如今習近平被正式認定為新的「核心」，象徵其目前獲得的權力已超過自毛澤東

之後的任何中國領導人(BBC 中文網，2016/10/27)，且在中國的力量不斷增強，

甚至是不能悖逆的權威(BBC News, 2016/10/29)。 

學者 Roderick MacFarquhar 認為，「習近平兼任主席與維持國家運作的首席

執行官 CEO 的角色，是繼毛澤東後權力最強大的中共領導人(Rode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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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Farquhar ,p17)」；Victor Shih 則認為，「習近平在十九大後，會持續透過

對中央委員會及政治局常委的控制，持續強化他的領導中心(Victor Shih,18)。

然而，「習核心」是否會破壞的中共集體領導制？再者，7 名現任政治局常委中

有 5 名屆退，18 名政治局委員中有 6 名屆退。未來十九大後，習近平是否能持

續抓緊政權？習核心人馬有多少人上位？或者未來習近平接班人是否能持續強

人領導？這些都是未來觀察重點。 

陸、結論 

加拿大《漢和防務評論雜誌》創辦人平可夫表示，自「林彪事件」後，「中

國的軍政領導人一直是軍委主席，但是軍令的最高領導人實際上是總參謀長」(明
鏡博客，2016/4/22)。習近平 2016 年 4 月接任軍委聯合作戰指揮中心總指揮一職

後，「軍政和軍令大權集於一身」的頭銜，「表明他牢牢控制著軍隊」(明鏡博客，

2016/4/22)。《經濟學人》雜誌則稱習近平為“Chairman of everything”（全面主席），

意指他大權獨攬一身這一點與毛澤東類似(端傳媒，2016/4/22)。觀察中共宣佈軍

事改革後的動作可知，習近平透過這次軍事改革改變現有軍隊建制和權力架構，

清除異己，掌握指揮權。另一方面，削減 30 萬人有助編制精簡，新成立二軍二

部隊有助戰力專門專責發展，以現代化管理與訓練推進軍事事務革新，促成聯合

作戰指揮體制的確立。 
就我國防安全立場而言，中共軍事改革後有三個需關注的焦點： 

一、東部戰區的動向： 

東部戰區防守範圍直指台灣，2015 年蔡英文總統就職前夕，3 個集團軍調動

至東部戰區，引發外界密切，未來台海情勢是否升高，也將以東部戰區的部隊調

動作為參考依據。中共軍改初期面臨組織調整，估計近幾年不太可能發動大型戰

爭。然俟 2020 年中共軍改獲致重大預期成果後，共軍整合各軍種部隊協同執行

任務能力提升，對我國國家安全將構成更巨大的威脅。 

二、火箭軍及戰略支援部隊發展： 

火箭軍武器配賦短程、中程、洲際彈道飛彈、遠程巡弋飛彈等武器；戰略支

援部隊主要由天兵、網軍、電子戰部隊組成，自年初已開始參與戰區部隊的聯合

演練。解放軍少將尹卓指出，「戰略支援部隊將與陸海空、火箭軍等軍兵種的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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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利將作戰力量向外投射(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16/4/24,69-70)」。Anthony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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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融為一體，形成一體化的聯合作戰行動，貫穿作戰全程」，為解放軍作戰的關

鍵力量。根據美國國防部在今年 5 月初公佈《2015 年中國大陸軍事與安全發展》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報告書中亦提及，中共對臺灣部署超過 1,200 枚的傳統彈道飛彈，共軍的

戰機數量為國軍的 4.5 倍，兩岸軍力嚴重失衡(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5, 
57-61)，更為我國防安全應持續關注與防範的焦點。 

三、退役人員轉業流向： 

以往解放軍退役人員轉為武警，或從事中共內部維穩工作，戰時可馬上轉變

為武裝兵力。此次裁軍人員中，過半為軍官，研判部隊文工團、機關人員、解放

軍下屬院校、事業單位、醫院等(大紀元，2016/6/14)。為妥慎安置退員，共軍

作出「四個放寬」的新規定，即：放寬安置去向條件；放寬師職官員轉業年齡條

件；放寬自主擇業軍齡和職級條件；放寬在艱苦邊遠地區和特殊崗位服役官員到

地級城市安置條件(阿波羅新聞網，2016/9/2)。但後續安置狀況是否符合規劃，

或是大量退員是否引發中國內部動盪，值得後續觀察。 
就中共詮釋，「中國夢、強軍夢」傳承自中國文化，是文明的、友好的，不

會倚強凌弱的，但軍區轉型「戰區」，一字之差卻隱含著主「戰」氛圍。無論兩

岸在文化、經貿、人民交流上如何頻繁，中共始終為我國當面之敵，也是國家安

全最大的威脅，國防建設絕不可有鬆弛或懈怠，以確保我國家安全與百姓福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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