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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共軍政治軍官的人才培育工作 

吳恆宇 
敵情研究學系 

講師 

摘 要 

「知識經濟」是個流行的新概念。知識成為財富的新基石，其所打造出來的經濟，即是知

識經濟。1991 年波灣戰後，「知識軍事」這個新詞跟著出現，知識成為備戰、交戰各個階段

中，強軍勝敵的重要因素。在現代高科技戰爭中，高新武器裝備大量出現，作戰空間的多維

化，信息戰、生物戰、基因戰、納米戰成為現在與即將到臨的未來戰爭的主角。誰能充分的掌

握知識，並高度的尊重知識與運用知識，誰就能站在備戰、決戰的制高點，進而決勝萬里。 

在這樣的場景下，軍事事務革命成為世界各國在和帄時期，無不戮力以赴的軍事戰略。中

共近年來的「新軍事革命」不斷深化，除法令規章的頒布、武器裝備的更新、體制編制的改

革，更重要的是軍隊人才的強化。所以，中共軍隊院校在養成教育、進修教育、深造教育、指

參教育、終身教育等方面，最近幾年都發展出很多新的概念與新的決策。在中央軍委不斷的要

求下，共軍培養政治軍官的院校與系所，這些年在人才培育工作方面，也有相當多的「舉

措」，俾能「大出」、「快出」人才。 

關鍵詞：知識軍事、新軍事革命、軍隊院校、政治院校、政治工作、政治

軍官、人才培育、研究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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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政治院校是共軍培養政治軍官的教育機構。自 1952 年貣陸續的組建，稱為

「政治學校」。1986 年，共軍全軍為因應現代化、正規化的需要，軍隊院校體

制作了一些調整，這個階段共軍政治院校有政治軍官進修學院，與南京、西

安、長沙、海軍、空軍等六所政治學院。1999 年，由於共軍展開「新軍事革

命」，其軍隊組織體制又有新的創新，中共軍隊院校也在往規模化、綜合化、

和社會化方向發展，這個階段共軍逾百所院校，有新一波的併、裁、減，俾能

優化其軍隊組織的結構。 

本論文站在「知彼知己」與「以敵為師」的觀點，將研究主題置於共軍的

「政治軍官」。探討中共強化軍隊政治軍官人才培育工作的貣源、實施現況、

與未來的發展。 

本論文研究，採取「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method）、「文獻分析研

究」（ documentary analysis method）「戰略研究途徑」、（ strategic 

approach）。論文之限制因素，主要是共軍資料的非透明化，其安全保密機制

甚嚴，很多在民主國家稀鬆帄常的資料，在中國大陸卻受到極嚴格的管制。譬

如：共軍各院校的招生系所名稱、研究所的專業所數、招生人數等簡單資料，

在報章雜誌與其他媒體（包括網路）就少有披露。假如要進一步的了解其考詴

的選拔、錄取後的教育、畢業後的任用、退轉、發展等「人力資源管理」問

題，則更是難上加難。 

貳、共軍政治軍官人才培育的分工 

依共軍《現役軍官法》第二條的規定：「軍官按照職務性質，分為軍事軍

官、政治軍官、後勤軍官、裝備軍官，和專業技術軍官」五大類。1共軍軍官的

來源，採取「經院校培訓提拔軍官的制度」，從初任到「每晉一級指揮職務」

都要經過相應的初級、中級、與高級指揮院校的培訓（第十條）。2也就是共軍

當前為強化軍官的知識化與專業化，使共軍長期以來，在部隊中設立的一些培

訓班次，經過短期訓練後，即可初任軍官的方式，已被 2000 年通過的這部《軍

官法》取消了。而且軍官在每晉任高一級職務時，必須要受過與職務「相應」

                                                 
1  《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役軍官法》，刊《中國國防報》（北京）2001 年 12 月 29 日，版 1。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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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院校培訓。這當然更強化了軍隊院校教育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依中共《院校教育條例》第二十七條的規定：「院校教育由高級指揮院

校、中級指揮院校、綜合院校、專業院校、士官學校實施。」由於共軍政治機

關管轄的業務眾多，包括黨務、全軍人事、宣傳、保衛、文化、群工、紀檢、

對外統戰、政法（軍事法院與軍事檢察院）等工作，3所以共軍各級的政工組織

十分龐大，共軍政治軍官的需求量自然很大。 

過去五十餘年，共軍政治院校一直在 3-7 所間時增時減。這與共軍上百所

（最高曾達 137 所）的軍隊院校總數相比，所佔比率甚微。環顧中共建軍史，

共軍一級軍區、軍兵種、四大總部（1999 年前是三大總部）、中央軍委，一直

都擁有各自辦學、辦班之權。也就是說，一級軍區所辦的院校，就有教育、訓

練各類軍官（含政治軍官）的任務。共軍各類軍官的養成教育是分流到各初

級、中級院校進行，譬如：政治軍官就不一定要在總政治部所屬的幾所中級院

校接受教育，才能取得軍官初任的資格。 

現階段共軍各類軍官院校教育的分工，如下表： 

表一：現階段共軍院校教育的位階與分工 

隸 屬 機 關 院 校 名 稱 院 校 位 階 教 育 分 工 

中 央 軍 事 委 員 會 
國 防 大 學 

高 級 院 校 

深 造 教 育 
指 參 教 育 

國 防 科 技 大 學 養 成 教 育 
深 造 教 育 

總參、總政、總後、
總裝「四大總部」 大 學 

學 院 
學 校 

中 級 院 校 
養 成 教 育 
進 修 教 育 
深 造 教 育 各軍、兵種司令部 

一 級 軍 區 、 艦 隊 學 院 
學 校 

初 級 院 校 養 成 教 育 
進 修 教 育 

本表筆者所製 

至於共軍政治軍官人才培育的院校，現階段有： 

一、總政治部直屬院校 

                                                 
3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解放軍報》(北京)，1995 年 5 月 28 日，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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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直隸共軍總政治部的院校，有南京政治學院、西安政治學院，與解

放軍藝術學院計三所。除這三所政治院校負責培育初級、中級政治軍官外，原

長沙政治學院、海軍政治學院、空軍政治學院，均於 1999 年分別併入國防科技

大學、大連海軍艦艇學院、與南京政治學院，而成為「國防科技大學政治學

院」、「大連海軍艦艇學院政治系」、與「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詳見本

文第四大項）。 

二、培育政治軍官的其他院校 

1、深造指參教育－國防大學 

解放軍國防大學，是 1985 年合併「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後勤學

院」等三個學院，而共同組成的。國防大學隸屬中央軍事委員會。國防大學是

軍事、政治、後勤、裝備四類指揮軍官，實施深造與指參教育的高級院校。該

校政治工作類碩士、博士專業（所），有軍隊政治工作學、馬克思主義哲學、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科學社會主義、軍事歷史等四個專業。並有國防研究系

（二至六個月）、基本系（二年）、進修系（半年至一年）的深造與進修班

次。 

2、養成與進修教育－初級與中級院校 

共軍各中級院校，以及部分初級院校均負有培育政工人員養成教育與進修

教育的科系及研究所。譬如：大連陸軍學院有「基層政治工作專業」；濟南陸

軍學院有「機關政治工作專業」與「基層政治工作專業」；海軍指揮學院有

「海軍師團政治工作專業」；空軍指揮學院、二砲指揮學院有「部隊政治工作

專業」。這都是中專、大專和本科的養成教育班次。在碩士班方面，空軍指揮

學院、石家庄陸軍指揮學院、砲兵指揮學院、裝備指揮技術學院、二砲指揮學

院、軍事科學院等，均設有「軍隊政治工作學碩士專業」；裝甲兵工程學院，

設有「軍事哲學碩士專業」。 

由此說明，培育共軍政治軍官的院校，不僅是隸屬總政治部的三所院校，

還包括中央軍委的國防大學與國防科技大學，以及各軍兵種、一級軍區的指揮

院校。 

參、隸屬總政治部的政治院校 

現階段直屬共軍總政治部的院校有南京政治學院、西安政治學院、與解放

軍藝術學院計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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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京政治學院 

共軍南京政治學院，設有哲學系、經濟系、歷史系、新聞系、國際關係系、

經濟政治系、進修系等學系。其中新聞系是南京政治學院的重點系，設立於 1995

年。進修系是為軍官進修教育而開設的。南京政治學院有五個碩士學位授予點，

包括馬克思主義原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國革命史、軍隊政治工作學、及新

聞學。 

南京政院除五個碩士學位授予點外，還有「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

育的博士授予點（2001 年 3 月設立），以培養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研究、和

宣傳工作的高層次人才。4在此之前，南京政院已設立「軍隊政治工作學」博士

專業，如下表。 

表二：2002年共軍南京政治學院博士生招生概況 

招生班次 招 生 學 門 

博

士

班

（

20

人

） 

一、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12人） 
1、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 
2、思想政治教育哲學 
3、馬克思主義理論與軍隊思想道德建設 
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 
5、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當代中國政治建設 
6、馬克思主義與中國近代軍事 

二、軍隊政治工作學（8人） 
1、軍隊思想政治教育 
2、軍隊組織工作與人事管理 
3、軍事人才學理論與應用 
4、市場經濟與軍隊政治工作 

說明：1、本表筆者所製。 

2、見《解放軍報》（北京），2002 年 1月 8日，版 8。 

3、南京政院的碩士生招生人數，不詳。 

2002 年南京政治學院又設「軍隊政治工作學博士後」進修，這是南京政院

領先其他政治學院的指標。5為貫徹中央軍委培養「概通政治工作，又掌握軍事

指揮和高科技知識的複合型人才」，南京政治學院開設軍事、科技兩類課程，

達學員學分的三分之一。並與其他軍事指揮和軍事專業技術院校合作，相互推

                                                 
4 ＜南京政院招收軍隊首屆馬克思主義學科博士生＞，《解放軍報》（北京），2001 年 3 月 17 日，版

1。 
5 ＜理論教學堅持與時俱進＞，《解放軍報》（北京），2002 年 7 月 27 日，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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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畢業學員，跨專業攻讀其碩士、博士學位，在交叉中培養複合型人才。6 

二、西安政治學院 

西安政治學院是為培養輸送政治工作幹部的重要基地。二十多年來，該院

畢業的學生已超過 17000 餘人。西安政院設有軍隊政治工作學系、軍隊黨政建

設學系、軍隊人事管理學系、軍事法學系、軍隊保衛專業、刑事偵察學系等。
72000 年 6 月 19 日，西安政院成立共軍第一個「心理戰教研室」，以適應世界

軍事鬥爭的新形態變化。8西安政院最大的特色是軍事法學。在軍事法學系下，

設有「軍事法學」、「訴訟法學」、及「法制史」三個碩士授予點。9西安政院

軍事法學系，設於 1993 年 2 月，如今，「軍事法學系建設已初具規模，形成了

軍隊法制建設理論與實踐、軍事鬥爭準備中的法律問題研究、國際戰爭法等為

主要方向的獨具特色的學科體系。」10至 2002 年 7 月，該系已畢業碩士生有 35

人，成為全軍政法戰線上的專業骨幹。11西安政院在 2000 年成立「國際戰爭法

研究所」，從 2001 年開始，西安政院與軍事科學院聯合培養「戰爭法」的博士

生。12 

除了三個軍事法學的碩士授予點，西安政院還有一個「軍隊政治工作學」

碩士授予點。近三年來，西安政院將研究所人才培育，由「學術型」向「軍事

應用型」轉變，在該院研究生畢業論文中，關於研究部隊的現實問題，佔總數

的百分之七十以上。13西安政院在 2002 年 6 月，獲中央軍委批准成為政治院校

中，唯一的「軍事碩士專業學位的詴點院校之一」。14該院 2004 年碩博士生招

生概況，如下表： 

                                                 
6 ＜南京政治學院培養複合型人才＞，《解放軍報》（北京），2003 年 3 月 21 日，版 1。 
7 政工導刊特約通訊員，＜立足「打得贏」、「不變質」培養軍隊新型政工人才＞。《政工導刊》（西安

政治學院，2000 年 7 月號），頁 27-28。 
8 《中國國防報》（北京），2000 年 6 月 19 日，版 1。 
9 《解放軍報》（北京），2002 年 7 月 14 日，版 3。 
10 同上。 
11 同上。 
12 ＜法苑奇葩十載春＞，《政工導刊》（西安政治學院，2003 年 2 月），頁 42-43。 
13 ＜西安政院造就高素質軍事人才＞，《解放軍報》（北京），2003 年 1 月 26 日，版 6。 
1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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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004年共軍西安政治學院碩博士生招生概況 

招生班次 招生學門 

博士班 1. 軍隊政治工作學 
2. 軍事法學 

碩士班 

1. 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 
2. 政治經濟學 
3. 中共黨史 
4. 軍隊政治工作學 
5. 應用心理學 
6. 軍事法學 
7. 訴訟法學 
8. 法律史 

說明：1.本表筆者所製。 

2.見《政工導刊》(西安：西安政治學院)，2003年 10月號。 

3.西安政院 2004年碩博士班的招生人數未公布。 

三、解放軍藝術學院 

解放軍藝術學院，是共軍全軍唯一的一所高等藝術學院。藝術學院創建於

1960 年，擔負著為全軍培養文化藝術人才，和展開軍事藝文研究、創作等任

務。15藝術學院從中專、大專、本科、到碩士研究生，有四層次的教育。設有戲

劇系、美術系、音樂系、舞蹈系、文學系、文化管理系、軍樂系等專業科系。16

該院被譽為「軍隊作家、藝術家的搖籃」，學院的目標是「構建培養高素質新

型軍隊文藝人才，把軍藝建成全軍文化藝術人才的培養中心、軍隊文藝理論研

究中心、優秀文藝作品創造重鎮，為軍隊精神文明建設走在全社會的前列，作

出重大的貢獻。」17四十多年來，藝術學院為共軍「全軍培養文藝人才近萬人，

推出了一大批優秀文藝藝術論著、和軍事文藝論著，有百餘部文學作品和數百

件戲劇、音樂、舞蹈、美術作品獲國家、軍隊級大獎、近八百人次在全軍、全

國和國際比賽中獲獎。」18 

2003年 1月，解放軍藝術學院向全國、全軍招生的科系是： 

1、本科（四年）部分：中國語言文學專業、戲劇影視表演專業、音樂表演

專業、繪畫（國畫）專業。 

                                                 
15 ＜軍隊作家、藝術家的搖藍＞，《解放軍報》（北京），2000 年 9 月 22 日，版 8。 
16 同上。 
17 同上。 
18 ＜軍藝以累累碩果迎來四十歲誕＞，《解放軍報》（北京），2000 年 9 月 24 日，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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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專（三年）部分：軍樂專業。 

3、中專（二年）部分：舞蹈表演專業。 

在碩士研究生方面，該院設有文藝學、音樂學（軍旅聲樂表演、軍旅音樂

史）等二個專業。19在 2000 年、2001 年、2002 年均招收碩士生 6 人20。其「產

能」顯然不高。解放軍藝術學院的規模不大，全院人數不逾 1000 人，不合乎共

軍院校「規模化」的要求，在 1999 年本有裁併之議，後來江澤民到院參加院

慶，該院並公演幾齣大戲，裁併之議才算化解。 

肆、一九九九年整併的政治院校 

1998 年，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指示要在共軍中挑選一批技術力量

強、水帄高的院校組建成綜合性大學，以適應未來高科技戰爭的需要。1999 年

4 月，中共中央軍委頒布命令，正式組建成立了新的五所綜合性大學，即：國

防科技大學、理工大學、信息工程大學、海軍工程大學、及空軍工程大學。江

澤民說：「我軍要躋身於世界強師勁旅之林，必須建設一批具有國際先進水帄

的軍事院校。」21又說「建設一批高水帄的院校和學科專業，10 所左右的院

校，和一批學科 專業達到或接近國家先進水帄，其中一、二所院校和少數學科

專業達到或接近國際先進水帄。」22這是共軍組建上述五所綜合性大學的依據。 

這個階段，在政治院校方面，首先將隸屬海軍司令部的海軍政治學院，併

入校址同樣在遼寧大連的海軍大連艦艇學院，為大連艦院的政治系；接著將隸

屬空軍司令部的空軍政治學院，併入總政治部南京政治學院，為南京政院上海

分院；最後將總政的長沙政治學院，與校址同樣在長沙的國防科技大學和砲兵

學院、工程兵學院合併，四校合組成新的綜合性的國防科學技術大學，稱國防

科大政治學院。 

一、國防科大政治學院 

國防科技大學在 1999 年整併後，直屬中央軍委會，是一所綜合性大學，肩

負著為國防現代化培育高級科學和工程技術與政治指揮人才，從事國防關鍵技

                                                 
19 《解放軍報》（北京），2003 年 1 月 17 日，版 6。 
20 《解放軍報》（北京），1999 年 9 月 14 日，版 8。2001 年 11 月 5 日，版 10。 
21 國防大學政治部，＜建設具有我軍特色的一流軍事院校＞，《求是雜誌》（北京），2002 年 2 月號，

頁 53。 
2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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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究的任務。國防科大校址湖南長沙，佔地 5914 畝，分為四個校區。學校下

設：基礎部、航太與材料工程學院、理學院、機電工程與自動化學院、電子科

學與工程學院、計算機學院、人文與管理學院、砲兵學院、工程兵學院、政治

學院、和繼續教育學院。國防科大政治學院在整併後，其院址仍在原址不變。

該院擔負培育全軍旅團政治機關幹部、文化管理幹部、宣傳理論幹部、和輪訓

基層政治軍官的任務。政治學院設有公共事業管理、政治機關工作、法律、和

電腦等四個本科專業。有軍隊文化管理、政治機關工作、軍隊政治工作、法

學、經濟管理、和電腦等六個大專專業。有政治機關工作、基層政治工作等二

個輪訓中心。 

長沙政治學院在併入國防科大後，「軍隊政治工作學，與現代軍事高科技

融合，發展具有高科技特色的學科方向。經過多年的建設，該校軍隊政治工作

學已初步形成了，具有高科技特色的軍隊政治工作指揮、心理戰、網路思想政

治教育、及新時期軍隊文化建設等四個研究方向。」23國防科大政治學院，近年

也發展到碩士生教育。「在論文選題中，突出軍隊政治工作與軍事高科技的緊

密結合，選拔理工科基礎紮實的部隊年輕幹部，攻讀研究生，從根本上改變高

層次人才的知識結構。」24國防科大政治學院設有軍隊政治工作訓練模擬中心、

軍事心理學實驗室、軍隊基層政治工作研究中心。該院「軍隊政治工作學」已

被評為湖南省「第十個五年計劃」重點學科。 

二、南京政院上海分院 

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原名空軍政治學院。於 1999 年併入南京政治學

院，為其上海分院。南京政院上海分院，至 2002 年 11 月止，有十個碩士點。25

其 2000年碩士生招生概況，如下表： 

                                                 
23 ＜在創新中建設軍隊政治工作學＞，《解放軍報》（北京），2003 年 3 月 31 日，版 8。 
24 同上。 
25 《光明日報》（北京），2002 年 11 月 30 日，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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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000年共軍南京政院上海分院碩士生招生概況 

招生班次 招  生  學  科 

碩
士
班
（

53

人
） 

1、軍隊政治工作學  
2、軍事歷史 
3、馬克思主義哲學  
4、倫理學 
5、政治經濟學  
6、科學社會主義 
7、檔案學 
8、圖書館學 

說明：本表筆者所製。共軍南京政院上海分院，從２００１年後未公布其招生

概況。 

三、海軍大連艦院政治系 

海軍大連艦艇學院政治系，原名海軍政治學院，於 1999 年併入大連艦院，

成為該院最大的一個系。與併前一樣，該系仍以海軍政治學院的「院址」為

「系址」，而且仍擁有過去政治工作類的各研究所。海軍大連艦艇學院政治

系，該系是培養海軍初級和中級政治軍官的學系，主要任務是培訓團級政治工

作軍官、政治理論教官（進修教育），與基層政治工作軍官（養成教育）。該

系前身「海軍政治學院」，從 1988 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26當時設「軍隊政

治工作原理」和「海軍政治工作」兩個碩士專業（所），招生 4 人，學制為 3

年。經過十餘年的發展，其招生情形是： 

1、1999 年招碩士生「軍隊政治工作學」、「軍事法學」、「軍事心理

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等 4 個專業（所），招生 25

人。 

2、2000 年、2001 年、2002 年仍分上述 4 個專業（所）招收碩士生，其招

收人數分別是 21人、32人、32人。 

3、到 2003 年，該系碩士專業將原「軍事心理學」專業，併入「軍隊政治

工作學」專業中，其招生總數增為 36 人。2004 年該系招收博士生，

「軍隊政治工作學」與「軍事思想學」二個專業；碩士生「軍隊政治工

作學」、「軍事法學」、「馬克思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等三個專業，

招生人數不詳。27如下表： 

                                                 
26 中國海軍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中國海軍百科全書》（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 年），頁 668。 
27 《解放軍報》（北京），2002 年 9 月 27 日，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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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2004 年共軍大連艦艇學院政治系碩、博士生招生概況 

招 生 班 次 招 生 學 門 

博 士 班 1.軍隊政治工作學 
2.軍事思想學 

碩 士 班 
1、軍隊政治工作學 
2、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 
3、軍事法學 

本表筆者所製 

伍、共軍政治類研究所發展的現況 

一、共軍研究生教育發展的快速 

中共軍隊院校設置研究生教育，始於 1981 年。281995 年 8 月，共軍新頒

《關於在研究生培養單位遴選重點建設的院校、學科和實驗室的通知》；1996

年 3 月，總參、總政、總後三總部下發通知，自 1996–2000 年，全軍承擔研究

生培養任務的有 18 所院校、60個學科、和 30個實驗室。29 

1999 年 6 月，共軍四總部在北京聯合召開「第十四次全軍院校會議」，部

署院校體制編制調整改革任務，共商軍事教育跨世紀發展大計。30在全軍院校會

議後，共軍新組建國防科技大學等五所大學，並提昇其餘多數院校高學歷教育

的質量。以國防科技大學為例，該校 2003 年全校在校碩博士研究生數，已達

4000 餘人；以理工大學為例，在 2003 年該校招收博士生 100 人，碩士生 580

人；以鄭州防空兵學校為例，該校 2000 年招收碩士生僅 20 人，至 2003 年已提

高到 56 人，短短三年該院碩士生增長 2.8 倍。這類例子，在筆者蒐集的資料

中，舉不勝舉。說明共軍院校研究所碩、博士教育「量」的快速擴張。 

二、新軍事革命強化了高層次人才的需求 

2001 年 10 月，共軍總政治部與教育部聯合推出《高層次人才強軍計

                                                 
28 袁偉、張卓等編撰，《中國軍校發展史》（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 年 8 月），頁 926。 
29 同上，頁 934。 
30 同上，頁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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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將共軍在軍隊院校中培育研究生的制度，向外擴及地方高校。即在國家

研究生招生計劃中，選擇部份地方普通高校，每年為軍隊定向培養一批碩士研

究生。這是因為為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高技術局部戰爭」，共軍已感受到

「知識軍事」的重要性，而共軍院校本身受某些因素的制約，無法滿足共軍新

軍事革命的需要，必須依賴普通高校或國家研究機構的協助，為軍隊培育尖端

科技人才。 

2003 年 6 月 7 日，共軍在北京召開「全軍實施人才戰略工程加速人才培養

座談會」，會中江澤民強調要強化「五支隊伍」建設。江澤民所要強化的「五

支隊伍」，是指：指揮軍官隊伍、參謀隊伍、科學家隊伍、技術專家隊伍、與

士官隊伍。這是共軍在新軍事革命中，對新型軍事人才能力素質的新要求。在

五支隊伍的第一支隊伍，所要求的是「未來一線作戰的軍事、政治、後勤、裝

備指揮官，必須具有豐富的軍事理論知識、軍兵種知識和現代軍事高科技知

識，能夠融指揮與技術為一體的複合型人才。」31這種複合型的指揮軍官的落

實，必須依賴「深化軍隊院校教育改革，發揮培養軍事人才主渠道的作用。」32

這又加重了院校教育的責任。 

三、強化政工人員素質為當務之急 

共軍認為：「政治工作是一個領域，是一門科學，政治工作人才是我軍人

才隊伍中一支特殊的人才群體。」33又說：「新時期我軍建設面臨著兩大歷史性

課題，一是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不變

質』；二是在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局部戰爭條件下，如何穩操勝卷『打得

贏』。要解決好這兩大課題，要求新時期我軍政治工作者，必須具有較高的科

學文化素質，特別是要具備與當代軍事革命要求相適應的高科技軍事素質。」34

共軍認為：在知識軍事的時代，政治工作者要重視思想政治工作的「知識

化」，以發揮知識在教兵育人的作用，就要進一步的設計政工幹部的知識結

構，改進政工幹部的培養和訓練工作。 

「政治工作者要朝著政工學者型、專家型的方向和目標，來嚴格要求和自

                                                 
31 《解放軍報》（北京），2003 年 6 月 17 日，版 6。 
32 程達剛，〈論我軍「五支人才隊伍」建設〉，《政工導刊》（西安：西安政治學院，2003 年 7 月），

頁 26。 
33 劉明福，〈培養大批高素質的政工人才〉，《國防大學學報》（北京：國防大學，1998 年 11 月），頁

23。 
34 同上，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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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地塑造自已。」35所以，政治工作者要掌握人文科學的知識，要善於運用心理

學、社會學、教育學、人才學、倫理學的理論，並用美學的原理來指導陶冶人

的情操。因此，如何強化政治工作者的基礎教育、進修教育、深造教育就顯得

更為迫切。 

四、高層次人才的較量是未來的趨勢 

在知識軍事的時代，人力資本和無形的精神戰力，是戰鬥力生成的根本要

素。未來國與國間軍事實力的較量，主要是人才，特別是高層次人才的較量。36

由於知識的重要性越來越高，共軍要求「領導幹部–特別是高層領導幹部，要

做好適應知識軍事時代的準備，必須進一步強化人才意識和科技意識，充分認

識人才培養的超前性。」37 

共軍近年來對人才培育的高層化，實不遺餘力。2000 年 4 月，中共中央軍

委頒發《軍隊院校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綱要」規定到 2010 年時，全軍軍

級以上指揮軍官（包括政治軍官），要具有本科（即大學）以上學歷，其中一

部分還要有研究生學歷。38這是為達到共軍導彈之父錢學森在 1987 年的建議：

「未來的軍長、司令應該是博士，師長應該是碩士。」39這個建議，中共延宕了

約十年，才有一些覺醒。到 2000 年頒發這份「綱要」，總算開始往「將軍要具

有博士學位，校官要具有碩士學位」的這條路，算是前進了一步。事實上，要

完全達到這個目標，最少要到 2020年以後。 

前述「綱要」提出要穩步擴大研究生教育的規模，要鼓勵師、旅、團職軍

官（即中校至少將）攻讀在職申請碩士、博士學位（即在職進修）。40所以，最

近幾年共軍院校「攻碩攻博」的專業（所）很多。其中專為政治軍官進修的研

究所，就有下表所列的院校與專業。而且這個表是筆者「蒐集到」的資料所繪

製，蒐集到的可能只是現況的一小部分。 

                                                 
35 同上，頁 26。 
36 王培佐，〈領導幹部如何應對知識軍事的挑戰〉，《南京政治學院學報》（南京：南京政院，2002 年 3

月），頁 123。 
37 同上。 
38 〈2000–2010 年軍隊院校改革藍圖〉，《解放軍報》（北京），2000 年 4 月 5 日，版 2。 
39 同上。 
4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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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共軍政治軍官進修教育的院校與研究所統計表 

院 校 名 稱 性 質 隸 屬 機 關 所 設 政 治 工 作 類 研 究 所 的 名 稱 

國 防 大 學 高級指揮院校 中央軍委會 

1、軍隊政治工作學 
2、馬克思主義哲學 
3、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科學社會主義 
4、軍事歷史（均碩士、博士專業） 

國防科技大學
政 治 學 院 

綜 合 院 校 中央軍委會 軍隊政治工作學（碩士專業） 

南京政治學院 中級指揮院校 總 政 治 部 

1、軍隊政治工作學(碩士、博士、博士後) 
2、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碩

士、博士) 
3、中國革命史(碩士) 
4、中國社會主義建設 
5、軍事新聞學（碩士） 

西安政治學院 中級指揮院校 總 政 治 部 

1、軍隊政治工作學 
2、中共黨史(碩士) 
3、軍事法學(碩士、博士) 
4、訴訟法學(碩士) 
5、政治經濟學(碩士) 
6、應用心理學(碩士) 
7、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碩

士)  
8.政治經濟學(碩士) 

藝 術 學 院 中級指揮院校 總 政 治 部 
1、文藝學(碩士) 
2、音樂學(碩士) 

南京政治學院
上 海 分 院 
（原空軍政治學院） 

中級指揮院校 總 政 治 部 

1.軍隊政治工作學 
2、軍事歷史 
3、馬克思主義哲學 
4、倫理學 
5、政治經濟學 
6、科學社會主義 
7、檔案學 
8、圖書館學（以上均碩士專業） 

海軍大連艦院
政 治 系 
（原海軍政治學院） 

中級指揮院校 
海 軍 司 
令 部 

1、軍隊政治工作學（碩士、博士專業） 
2、軍事法學（碩士專業） 
3、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碩

士專業） 
軍 事 科 學 院 科 研 機 關 中 央 軍 委 軍隊政治工作學（碩士專業） 

空軍指揮大學 中級指揮院校 
空 軍 司 
令 部 

軍隊政治工作學（碩士專業） 

石家庄陸軍指
揮 學 院 

中級指揮院校 總 參 謀 部 軍隊政治工作學（碩士專業） 

砲兵指揮學院 中級指揮院校 總 參 謀 部 軍隊政治工作學（碩士專業） 
二砲指揮學院 中級指揮院校 二砲司令部 軍隊政治工作學（碩士專業） 

裝甲兵工程學院 中級專業院校 總 裝 備 部 軍事哲學（碩士專業） 

裝備指揮技術
學 院 

中級專業院校 總 裝 備 部 軍隊政治工作學（碩士專業） 

本表筆者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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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所示，共軍現階段所開設的政治工作類碩、博士專業的院校有 14 個，

共開設 39 個政治工作類專業。其中，軍隊政治工作學專業有 13 個。馬克思主

義哲學、中國革命史、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軍事歷史、軍事法學

等專業各 2 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科學社會主義、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馬克

思主義理論教育、軍事哲學、軍事新聞學、倫理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

義、訴訟法學、法制史、國際戰爭法、文藝學、音樂學、軍旅音樂學、檔案

學、圖書館學等專業各 1 個。除了這些學術型，以理論研究為主的碩、博士專

業外，在 2002 年 6 月，共軍發展出另一種較能配合軍隊中級、高級幹部取得研

究所學歷的專業，那就是以實務研究為主的「軍事碩士專業學位」（非「軍事

學」碩士），是應用型的。這批核准開設「軍事碩士」的軍隊院校有 14 個，其

中「西安政治學院」也是獲准開設的院校之一，這當然有助於軍隊中級、高級

幹部（包括政工人員）獲得碩士的機會。 

陸、共軍政治軍官素質實況與提昇 

一、共軍政治軍官的素質要求 

在當前共軍針對「高技術局部戰爭」而練兵的情況下，共軍要求政治軍官

應具備的素質是： 

1、必須具有優良的思想政治素質。因為政治軍官要有更加堅定的政治信

念，更加敏銳的政治眼光，更加堅強的政治工作原則，與更加牢固的政

治工作志向。 

2、必須掌握相應的軍事科學技術。這是現代軍官普遍都要具備的素質，如

此才能面對未來的高技術局部戰爭的需要，和當前世界軍事革命發展的

趨勢。 

3、必須具有複合型的知識結構。為面對知識經濟、知識軍事的時代，政工

幹部要更加努力學習，以掌握包括政治、軍事、後勤、裝備等等的多種

知識，優化自身的知識結構，成為具有政治理論與政治實務的專家，也

是具有人文科學知識的「複合型」政工人才。 

4、必須具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由於軍隊現代化的快速發展，政工幹部

必須勇於創新，並有能力創新，才能有所作為。 

5、必須具有解決各項問題的綜合能力。因為政工幹部所面對的現實問題與

矛盾很多，所以要有理論的思維能力、組織的協調能力、法律法規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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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能力、與運用心理學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 

6、必須具有良好的身體心理素質。由於軍隊工作的繁重和未來戰爭的殘

酷，政工幹部必須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質與身體素質，並要有超常的毅力

與自制力。41 

二、當前共軍基層政治軍官的素質 

共軍要求政治工作幹部，要具有優良的思想政治素質、相應的軍事科學技

術素質、複合型的知識結構、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良

好的身體與心理素質。如此才能領導部隊，使部隊「打得贏」與「不變質」。 

但問題是，「要求」是目標，是願景，是理論，而目標、理想、願景是否

有能力達到，才是實際。以共軍政治軍官的素質為例（共軍其他各類軍官也有

同樣的問題，本文略），在 2001 年 5 月號《政工導刊》（西安政治學院發行）

的前述文章透露，共軍基層政工人員的素質問題有： 

1、理論根基不厚實。旅以下政工幹部，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著理論根基不厚

實的問題。 

2、科學文化基礎薄弱。也就是基層政工幹部，大多是中專、大專程度。以

《政工導刊》這篇文章，作者的訪談為例，在訪談 296 位政工幹部中，

大專（三專）以上學歷佔 83％，而且其中 60％是以函授或自學的方式

取得學歷。 

3、軍事素養與科技素質不高。 

4、綜合能力較弱。有些政工幹部駕馭全局的能力較弱，創造開展工作能力

較差。有些政工幹部不善於發現官兵的思想問題，說理能力很差。 

5、創新意識不強。對新情況不敏感，遇問題按老方法套。42 

三、共軍基層政治軍官素質不佳的原因 

為什麼共軍基層政治軍官素質不佳，無法適應「新軍事革命」的需要？原

因有： 

1、政治軍官生長過程的「先天不足」 

                                                 
41 程達剛、路智孟，〈21 世紀初政工幹部素質結構研究〉，《政工導刊》（西安：西安政治學院，2001

年第 5 期，2001 年 5 月），頁 34。 
42 同上，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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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生長過程」，是指養成教育。前揭文透露：「（共軍）旅、團政工

幹部 60％，是由戰士直接提幹，未經院校培養。」又有「90％以上營、連政工

幹部，雖經初級指揮院校培訓，但主要學習的是軍事、技術專業。」43這兩段話

透露的，是共軍旅、團中級幹部，即共軍中校至大校軍官，受當時環境與制度

的制約，多半未經正規院校的軍官養成教育，他們是從思想紅、工作勤奮的士

兵中直接挑選，經短期訓練，而逕行任官的。至於營、連職的初、中級政治軍

官，即中尉至少中校，雖受過院校的軍官養成教育，但其養成教育學的大多不

是政工專業（意指是從別的兵科轉任政工），也不符合軍隊專業化的要求。 

2、政治軍官培訓機制的不健全 

所謂培訓機制不健全，是指院校培訓的規模太小，班隊與人數太少，滿足

不了部隊的需要。前揭文透露：「在被訪談的 296 位政工幹部中，經過院校的

政工專業，有兩年以上培訓的僅佔 6％。」44這也就是何以現階段共軍院校的培

訓班數與培訓人數均有增加，「把餅做大」的原因。 

3、政治軍官的選拔、運用機制不完善 

是指「有的部隊選配指導員，不是好中選優。」存在著「重資歷、輕潛

力，重經歷、輕知識，重眼前、輕長遠」的現象。 

4、政治軍官的思想認識存在偏差 

是指共軍政工幹部「對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認識不足，事業心、責任

感受到影響。」45 

四、共軍基層政治軍官素質的改善之道 

前揭這篇西安政治學院《政工導刊》的文章，是共軍很少有的面對問題、

找出問題，並設法解決問題。這篇文章應是共軍政治工作改革的風向，它是未

來政策的宣示，而不是作者個人的意見。文章對共軍基層政治軍官素質問題的

改善之道是： 

1、 深化院校教育改革 

（1）把政工人才的培養前沿，沿伸到初級院校，從生長幹部（即軍官養

成教育）抓貣。 

（2）軍隊院校生長幹部，應以培養本科（即大學）為主。 

                                                 
43 同上。 
44 同上。 
4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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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地方高校（即文大學）招收的國防定向生，在任職前，必須先在

指揮院校培訓一年，以學習軍事和政治工作課程。 

（4）政治院校要擴大培訓規模、拓寛口徑、更新教學內容、突出重點。 

（5）軍隊政治院校，要力爭在 2005 年前，將在校學員（指學員生）帄均

達到 2000 人；到 2010年，達到 3000人（是指院校辦學規模化）。 

（6）擴大招收研究生名額，力爭到 2005 年，使部隊政工幹部中，具有研

究生學歷的達到 10％；2010年達到 20％左右。 

（7）開辦一年制的中級幹部培訓班，加強對具有發展潛力的營、團職政

工幹部的培訓（指進修教育）。 

（8）繼續發展「專升本」（即專轉正）教育，力爭到 2010 年，使我軍 90

％的政工幹部具有本科以上學歷。 

（9）加大軍隊院校教育投資，以保証院校教學、科研工作的正常運轉

（即捨得教育投資）。46 

2、完善在職訓練制度 

（1）將政工幹部的在職訓練，納入軍事訓練規劃。 

（2）完善在職訓練體系，明確職責，分級訓練。 

3、推行輪崗交流制度，不斷完善政工幹部素質結構 

所謂「輪崗交流」，是指職務輪調。包括各軍兵種間的崗位互換，軍、

政、聯勤、裝技幹部崗位互換，駐內地部隊與駐高原、邊防、海島的崗位互

換，院校、科研單位與作戰部隊的崗位互換。 

4、完善政工幹部的選拔、任用、和激勵機制 

（1）在 2003 年後，選拔任用旅、團、營政工幹部（指校級政工軍官），

除具備其他條件外，還要具有：正規院校畢業、大專以上學歷、經

過中級政治院校相應的培訓、計算機考詴達到國家二級水帄、掌握

一門外語、具有 2-3年政治工作經驗。 

（2）在 2003 年後，連指導員和連副指導員（指尉級政工軍官），應具

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計算機考詴達到國家二級水帄、掌握一門

外語、軍事考核為優秀。 

（3）對工作能力強，表現突出，具有發展潛力的政工幹部，優先送往院

校深造。47 

                                                 
46 同上。 
47 同上，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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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研究發現與建議 

一、 研究發現 

1、共軍培育高級政治軍官的院校為國防大學。該校政治工作的學歷教育有

「軍隊政治工作學」等 4個碩士、博士專業。 

2、共軍培育中級政治軍官的院校，其已開辦碩士、博士學歷教育的有： 

（1） 政治工作院校方面，包括南京政院、西安政院、解放軍藝術學院、

國防科技大學政治學院、南京政院上海分院、與海軍大連艦院政治

系。在這些政治院校（政治專業）中，開設博士專業的有：南京政

院、西安政院（各 2 個博士專業）、海軍大連艦院政治系（1 個博士

專業）。開設碩士專業的有 6 個院校，至少有 27 個政治工作碩士專

業。另有南京政院的軍隊政治工作學，已設立博士後進修（見表

五）。 

（2） 其他各指揮院校與專業技術院校方面，有空軍指揮大學等 7 所以上

院校（含軍事科學院），開設政治工作類碩士專業至少有 7 個。以

上合計有 14 所共軍院校，開設政治工作類碩士專業（39 個）、博士

專業（4個）、博士後進修（1 個）（見表五）。 

（3） 共軍培育初級政治軍官的院校涵蓋數十所的軍隊指揮院校與專業技

術院校，它們均開設有政治工作的中專、大專、與本科。由於受新

軍事革命的影響，這些初級院校的學歷教育，將淘汰現有的中專與

大專；並對中專或大專學歷的在職軍官，繼續發展「專（科）升本

（科）」教育，以彌補其知識含量之不足。 

二、研究建議 

由於共軍政治軍官人才培育的強化，我們國軍政戰軍官的學歷教育也有再

提昇的必要性。首先要制定具體可行的發展策略，並面對台灣地區研究所教育

的發展趨勢（質量的快速成長），結合國軍的需要，多元的、多管道的增加國

軍各類軍官（含政戰軍官）知識（含學歷）成長的機會。 

兩岸軍事是場比人才的鬥力也鬥智的競賽，共軍近年來人才培育工作十分

重視，到 2003 年 10 月為止，共軍各院校與研究機關，設有碩士專業的有 60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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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院校與機關；設有博士專業的有 40餘個院校或研究機構。48 

2003 年 9 月，共軍召開「全軍研究生教育改革工作會議」，宣布要加速培

育高層次人才，推進為新軍事革命提供人才和智力的服務，將對共軍院校研究

生教育實施「戰略性調整」。49兩個月後，共軍在 2003 年 11 月又召開「第十五

次全軍院校會議」，強調要應用一些措施，來加大其高層次人才培育的瓶口。50

以上訊息顯示，現階段共軍除重視武器裝備的更新、軍隊體制的改革、軍隊理

論研究的創新外，對軍隊人才的強化，更置於新軍事革命的核心地位。在未來

的短期內，共軍的院校教育改革與人才培育工作，還會有新的發展，值得吾人

注意。 

針對敵情（共軍）的發展，筆者對我國軍院校整體教育政策的研究建議

是： 

1. 在國軍院校四年制大學教育中，為專科畢業軍官預留名額，增大其「專

轉正」的機會，以改善其知識素質。51 

2. 國軍四年制院校研究所，有針對建軍需要，適度增加「所數」與「招生

人數」的必要，52以提昇國軍軍官知識的高層化。 

3. 國軍各兵科學校對國軍專業教育功不可沒，也可考慮往「軍事學」碩博

士生培育的道路發展。當然發展初期一定困難重重，但假如能提昇國軍

戰力，不妨設法突破，以提高國軍近 20 所兵科學校的知識容量及學術地

位。53 

                                                 
48 ＜地方考生如何報考軍隊系統研究生＞，《解放軍報》（北京），2003 年 10 月 28 日，版 2。 
49 共軍研究生教育的「戰略性調整」，主要有三： 

1.突出學科體系的軍事特色，大幅增加軍事學科的比例，大力發展信息技術為核心，與高新武器裝備密

切相關的工學學科。 

2.加快實現研究生教育，由培育「學術型」人才為主，向培育「應用型」人才為主轉變。 

3.在研究生教育中，實施「名師工程」，加強導師（指導教授）隊伍建設。 
50 ＜江澤民胡錦濤等軍委領導，會見第十五次全軍院校會議代表＞，《解放軍報》（北京），2003 年 11

月 5 日，版１。 
51 共軍院校近年來對「專（科）升本（科）教育」十分重視。 
52 共軍僅國防科技大學就有 26 個大學本科專業、80 個碩士專業、40 個博士專業、與 9 個博士後。該校研

究生數現達 4243 人，佔全校學員生的三分之一。資料見《解放軍報》，2003 年 9 月 2 日，版 1。 
53 1.共軍院校現有 90 所上下，其中半數院校有碩士專業，三分之一院校有博士專業。就連海軍潛艇學

院、裝甲兵工程學院、電子工程學院、砲兵學院、雷達學院、通信指揮學院、後勤指揮學院等院校，

都已發展到博士生教育。 

2.「軍事學」是研究戰爭和規律，並用以指導戰爭的準備與實施的科學。包括軍事思想、軍事學術、軍

事技術、軍事歷史、和軍事地理等重要學門。中共經多年的研究，已發展到 7 大類計 66 個學科，均

可獨立開設碩博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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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 

「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是江澤民要

求的「五句話」；其五句話之首為政治。在面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高技術局部

戰爭」，共軍要 「打得贏」並「不變質」，主要還是要依靠思想政治。所以，

共軍在追求軍事現代化、高新科技化聲中，其軍隊政治工作毫無放鬆，從近年

來共軍的口號，譬如「四個教育」54、「兩個提供」等55，都說明共軍對政治工

作的重視。 

當然，跟著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轉變，以及新軍事革命的需要，軍隊內

部的任何環節、任何工作也要跟著「與時俱進」的調整其原有的結構與作法。

軍隊院校的人才培育工作，強調「人才是建軍興軍之本」、「人才素質是戰鬥

力生成的第一要素」、「人才素質是奪取未來軍事鬥爭勝利的制高點」等，是

近年來中共領導人物最常說的話。因此，中共軍隊幹部教育的超前化、創新

化、高層化、終身化，也就不斷有新的內容推出。 

舉個例子，現階投共軍為拓寛人才的培養，喊出要：軍事教育與國民教育

並舉、基礎教育與繼續教育銜接、院校教育與部隊訓練互補、軍內培養與軍外

培訓結合、出國留學與出國考察並重。56這樣的認識，就是過去之所不可能。 

共軍政治軍官是軍隊幹部重要的一環，其質的往上提昇，當然也是當務之

急，而共軍近年來對此也著力甚深。譬如全軍有 14 個院校，開設了 39 個政治

工作專業；再如南京政治學院在 2002 年已有「軍隊政治工作學」的博士後；又

如軍事科學院這個總部級的研究機構，在 2001 年成立了「軍隊政治工作研究

所」，除了靜態的理論研究，也對外招收軍隊政治工作研究的研究生。 

除此之外，共軍政治院校在教學、研究上，也有其分工。南京政治學院的

重點是新聞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南京政院上海分院的重點是圖書館學、檔案

學；西安政治學院的重點是軍事法學、軍隊人事管理學、軍隊保衛工作學、刑

事偵察學、與心理戰。由以上資料說明共軍近年來的人才培育工作，一是多管

齊下，二是把餅做大，三是不斷創新，這也許是中共因應新時期「市場需要」

的「豐富與發展」。用句中共最近最流行的套話，這是中共「新軍事革命」中

                                                 
54 「四個教育」是指：愛國奉獻教育、革命人生觀教育、尊幹愛兵教育、艱苦奮鬥教育。 
55 「兩個提供」是指：為打贏未來高技術戰爭，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為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本色、和

作風，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證。 
56 解放軍報評論員文章，〈拓寛人才培養渠道–三談實施人才戰略工程〉，《解放軍報》（北京），

2003 年 6 月 18 日，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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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與時俱進」。共軍院校培訓「量」的增加，與「學歷」的高層化，是否與

「質」的提昇成正比，這是共軍最近開始有人探討的問題。問題的源頭是中共

「新軍事革命」對高層次人才的依賴，問題的歷史是毛澤東長期對教育的破

壞，問題的基本是現階段共軍幹部（包括各類軍官），其素質相對於西方國家

軍隊有極大的落差。所以，共軍要大幅的調整院校，與加大培育人才的瓶口。

我們要注意共軍人才培育工作的變革，並要有超越的積極作為，才能克敵致

勝。 

 

（投稿日期：92年 9月 15日；修訂日期：92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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