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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習近平主政後，便主張「強軍夢」即等同於「中國夢」。而為落實其「

強軍夢」，對於推動中共解放軍現代化的國防發展與軍事改革不遺餘力，首

先從確立「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為強軍政策的核心目標

；接續承襲過去中共歷任領導人所提出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

「科學發展觀」必然要求等三大路線，發展出習近平個人對於強軍政策指導

原則等；再以「三步走」及「四個全面」的思維，作為強軍政策的規劃發展

；最後全面落實於中共解放軍發展現況。綜觀習近平推動的強軍政策，不僅

為「中國夢」提供強固的安全保障，未來對於中共國防發展與軍隊建設產生

巨大影響，值得重視與持續觀察。	

關鍵詞：強軍夢、中國夢、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三步走戰略、四個

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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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Xi Jinping took office, he advocated that "a strong military dream" is 

equivalent to a "Chinese dream." In order to implement its "strong military dream," 

China has spared no effort to advance the national defense development and military 

reforms that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irst 

of all, it has established the core objective of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command," 

"being able to win battles," and "having a good style of work." In succession, he 

inherited the three major routes proposed by the previous leaders of the CCP, including 

Deng Xiaoping Theory, the “Three Represents”, and the “Required Requirements of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and developed Xi Jinping’s personal guidelines 

for strengthening military policies; The "walking" and "four comprehensive" thinkings 

were used as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rong military policy; and finally 

fully implemen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s PLA. Looking at the strong military 

policy promoted by Xi Jinping not only provides a strong security guarantee for the 

“Chinese dream”, but also has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ational defense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military. It is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and continuing to observe. 

Keywords: Strong military dreams, Chinese dreams, Listening to party command, 

Winning victory, Good style, Three-step strategy, Four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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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2012 年 11 月 14 日，中共結束十八全國代表大會議，接著在第一次中全

會，確定習近平為中共新一代政治繼承和領導班子，由原先的國家副主席職

務，接替胡錦濤擔任總書記與軍委會主席，成為中共第五代集體的領導核

心，象徵著「習近平時代」正式來臨，中共將在未來的十年，邁向一個新的

階段。 

        也因為在這樣的政權更迭之際，外界最為關注的就是習近平對於中共整

體的國家政策改革。因此，習近平上任主政後，相較中共過去幾代領導人的

國家政策顯得更為積極，例如他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致

詞時，首次提及了自己對「中國夢」的看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

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

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1接

著，在廣州戰區會見部隊以上領導幹部時，亦首次談到了「強軍夢」的理

念：「中國夢」就是「強軍夢」，對軍隊來說，也是「強軍夢」，要求解放

軍必須提高實戰能力，必須「能打仗、打勝仗」，2綜上所述，習近平可說是

為「中國夢」與「強軍夢」做了最好的註解。以下綜整了習近平上任後，針

對推動解放軍的改革與現代化，所提出的相關政策指導與方向： 

  一、要求解放軍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明確以軍隊「能打仗、打勝仗」作為根本

目標，具有重大政治意義；此種強調「戰爭不遠，須先做好打勝仗的準

備」，已經成為解放軍的指導思想。過去中國國防現代化存在「三步走」

策略：第一步，希望從 90 年代末期到 2010 年，用十多年時間，為國防和

                                                        
1  公方彬：《中國夢與美國夢的比較》，《黨建》，2013 年 11 月。 
2 《習近平：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文匯網》，2014 年 8 月 31 日，參見：http://new 
s.wenweipo.com/20IN1408310014.htm（檢索日期：2017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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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現代化打下堅實基礎；第二步，21 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加大發展高

技術武器裝備的發展；第三步，經過三十年的努力，到 21 世紀中葉，實

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換言之，希望在 2050 年時，能夠具備與美國相匹

配的國防武力。而習近平要求軍隊「打勝仗」，與「三步走」策略沒有牴

觸，而且能夠針對性可能衝突，及早進行準備。3 

 二、2012 年 12 月 8 日和 10 日習近平在廣州戰區考察時，號召全軍高舉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

為指導，深入貫徹國防和軍隊建設主題主線，認真落實黨的十八大關於國

防和軍隊建設的戰略部署，牢記堅決聽黨指揮是強軍之魂，能打仗、打勝

仗是強軍之要，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強軍之基，全面加強革命化現代化

正規化建設。4 

 三、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問的決定」(簡稱「決定」)，內容提到「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重

要性，要求發展軍事理論，加強軍事戰略指導，完善新時期軍事戰略方

針，緊緊圍繞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在新

形勢的強軍目標，著力解決制約國防和軍隊建設發展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依不同方向需求和作戰任務編成，加強新型作戰力量建設，構建一支具中

國特色現代力量體系等。5 

	四、2013 中共所公布的「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白皮書：「積極推動軍

對改革，推進新型作戰力量、改革部隊編組模式、調整優化各軍兵種規模

結構，朝精幹、聯合、多能、高效方面發展，努力建構中國特色現代化軍

事力量體系」。6	

                                                        
3 中國軍力發展現況與戰略作為評析，臺灣智庫國會政策中心《2013 主權及國際監測小組》，2012
年 4 月 17 日，頁 1~2。 
4 習近平:堅持富國和強軍相統一 努力建設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人民網-人民日報》，2012 年 12
月 13 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2/1213/c64094-19880301.html>（檢索日期：2017 年 9 月

10 日）。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3 年 11 月 15 日。 
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3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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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有關國防建設的指導即是「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

化」、「建設與中國國際地位相稱，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

國防與能打勝仗的強大軍隊」，期能打造一支能打贏勝仗的優質軍隊。7	

	六、2014 年 3 月 15 日習近平主持「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第

一次全體會議」中亦發表重要談話。他強調「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要把

思想和行動統一，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策部署上來，堅持用強軍目標審視

改革、以強軍目標引領改革、圍繞強軍目標推進改革」，也就是「在戰略

深化國防與軍隊改革準繩下，解決制約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體制性障礙、結

構性矛盾與政策問題」、「建立與強軍目標要求相適應的思維方式和思想

觀念」及「打破思維定勢」8。	

	七、2014 年 12 月習近平在江蘇視導時，第一次明確提出「四個全面」-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包含深化國防與軍隊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

國、全面從嚴治黨之戰略布局。9	

	八、2014 年 12 月 14 日習近平來到南京軍區機關視察，代表黨中央、中央軍委

向軍區部隊全體官兵致以誠摯問候；強調要緊緊圍繞強軍目標，深入貫徹

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精神，紮實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全面加強部隊革

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切實履行好黨和人民賦予的莊嚴使命。10	

	九、2015 年 5 月中共公布國防白皮書「中國的軍事戰略」呼應《四個全面》指

出，「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

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強保障。11	

                                                        
7 「十八大專題報導」，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北京)，2013 年 10 月 2 日，<http://cpc.people.com.cn/1 
8/n/2012/1115/c350821-1959037.html>（檢索日期：2017 年 9 月 10 日）。 
8 在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2013 年 3 月 15 日)，《習近

平：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 
9 宣講家，〈《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是治國理政的必然要求〉，《新華網》，2015 年 3 月 1 日，<ht 
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01/c_127530979.htm?prolongation=1>（檢索日期：2017 年

9 月 10 日）。 
10 習近平：貫徹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精神紮實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新華網》，2014 年 12 月 15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906/c413700-29519607.html>（檢索日期：2017 年 9 月

10 日）。 
11《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前言」，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 年 5 月公布，《解放軍報 
》，2015 年 5 月 27 日，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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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習近平在慶祝建軍九十週年大會上重要講話：九十年來，人民軍隊在黨的

旗幟下前進，形成了一整套建軍治軍原則，發展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

培育了特有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人民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彰顯了中

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力量，彰顯了理想信念的偉大力量，彰顯了改革創新

的偉大力量，彰顯了戰鬥精神的偉大力量，彰顯了革命紀律的偉大力量，

彰顯了軍民團結的偉大力量。習近平概括的“六個偉大力量”，深刻揭示了

人民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必須繼承發揚的傳家法寶、必須永誌不忘的紅色

血脈。理解人民軍隊 90 年來的輝煌歷程，把強軍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就

要深刻理解人民軍隊區別於一切舊軍隊的政治特質和根本優勢，就要進一

步增強以黨的旗幟為旗幟、以黨的方向為方向、以黨的意志為意志的自覺

性和堅定性，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12	

十一、2017 年 10 月 18 日「十九大」報告：握國家安全環境的深刻變化，深刻把

握強國強軍的時代要求，圍繞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建設世界一流

軍隊，提出一系列重要論斷，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為國防和軍隊建設擘

畫了壯闊藍圖。同時，“確保到 2020 年基本實現機械化，信息化建設取得

重大進展，戰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力爭到 2035 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

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13	

				在上述「軍事創新」和「整軍經武」的思維，不但對中共未來國防與軍	

隊建設產生重大影響，也將出現軍力擴張的作為。因此，習近平主政後，採	

取了那些強軍政策及其可能發展與影響，皆為本研究之動機所在。	

貳、研究目的： 

                                                        
12 走向勝利的偉大力量—二論習近平主席在慶祝建軍九十週年大會上重要講話，《人民網-人民日
報》，2017 年 8 月 3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17/0803/c1011-29447115.html>（檢索日

期：2017 年 9 月 10 日）。 
13 闊步邁向世界一流軍隊—黨的十九大報告擘畫國防和軍隊建設壯闊藍圖，《新華網》，2017 年 10
月 1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19/c_1121826038.htm>（檢索日期：

2017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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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軍隊長期存在於軍心渙散、腐敗嚴重、缺乏戰鬥力，而且被前領導人

分化已久。14然而過去中共前幾代的領導人，雖一直保有推動解放軍現代化

的政策指導，但重心均置於「裝備更新」及「武器研製」方面，而以「國家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則是習近平上任後第一次提出，習近平深刻

理解和準確把握這個總目標，是貫徹落實各項改革舉措的關鍵，是一個國家

的制度和執行制度能力的集中體現。治理國家，制度是根本性、全局性、長

遠性作用的，然而，沒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難以發揮作用15，

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認為中共內部的矛盾與衝突，必須靠「全面深化改革」

，才能取得決定的成果；另習近平主政後，雖然主張的是提倡「防禦性的國

防政策」，並堅守「走和平發展路線」及形塑「新型大國關係」等戰略方針

，但希望透過整軍來鞏固隊軍隊的控制，對於推動解放軍的現代化，不僅在

裝備與武器的性能提升，更重視整體軍事戰略與組織的調整，強調「國防與

軍隊革新」的重要性，這些「強軍政策」終極目標就是提高戰鬥力為未來戰

爭做準備；因此，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目的，在藉由了解中共

整體強軍(軍力擴張)政策由那些理念角度切入、採取那些國防政策與指導原

則、規劃發展與步驟等，進而分析其實際軍力發展現況，最後探討對兩岸安

全之威脅與影響、未來所應採取的對策等。本研究期望目的分述如后：	

	一、釐清中共現階段強軍政策的目標與指導原則。	

	二、說明中共現階段強軍政策的步驟與規劃發展。	

	三、分析中共現階段強軍政策的軍隊實際發展現況。	

	四、探討中共強軍政策的未來發展面向及對兩岸安全之影響。	

                                                        
14 鄧秋陽，《中國霸權：軍事和外交》，（哈耶出版社，2013 年 6 月）頁 19。 
15 陳堅，《中國的走向：政治》(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2014 年 12 月)，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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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壹、我國研究部分：	

	一、李亞明《中共解放軍概論》16：	

中共是在 1927 年初期建立了所謂的「武裝力量」，稱之為「中國工農紅

軍」；到了抗戰時期，一度更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與新編第四軍；

到了 1949 年中共建政後，始易名為「人民解放軍」。過去我們稱中共武力

為「匪軍」，直到兩岸關係略有緩和的三十年前，才稱其為「共軍」，意指「

共產黨的軍隊」。現階段兩岸關係已有顯著改善，已使用了更加中性的「中

共解放軍」，才能體現共軍當前的屬性。	

中共認為軍事、國防歷來與戰爭緊密相連，對於民族興衰、國家存亡，

都有直接的重大影響。因此，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大陸經濟發展十分快速

，相對的武力也隨之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共的軍事力量的最大屬性是「黨

性」。從習近平勉勵共軍的三句話：「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中

，第一句話就是「聽黨指揮」。中共武裝力量雖區分為人民解放軍、人民武

警及民兵三部分，但這三大武力的聽黨指揮，其屬性均是一致的。	

本書名稱為「中共解放軍概論」，是研究中共解放軍的基礎學科，要了

解這支武裝力量，應該要秉持以下幾個論點，意即「將理論與實際相互結合

」、「將局面與全面相互聯繫」、「將主觀與客觀相互配合」與「將現象與本質

相互貫通」等，才能隊中共強軍的政策與實況，得到最理性、最精準的研究

結果。	

	二、陳煥森《中共軍事改革與習近平鞏固政權》17：	

近年來，隨著中共在經濟持續向上發展的支撐下，其軍事力量的快速崛

起與增強，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關注的焦點。尤其，近期共軍在習近平的強

勢領導下，積極的著力於軍隊現代化的建設，並落實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方

                                                        
16 李亞明，《中共解放軍概論》(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6 年 6 月)，頁 VII-XII。 
17 陳煥森，《中共軍事改革與習近平鞏固軍權》(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6 年 12 月) ，頁 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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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推動，持續優化其內部的指揮結構與聯合作戰的應變能力，這不僅攸關

整體國際情勢的發展，更是影響了亞太區域安全及兩岸和平穩定。	

因此，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接任最高領導人以來，就積極強化對軍中事

務的主導權。不但首先提出「中國夢」和「強軍夢」的思想，打造全軍反腐

肅貪和現代化建軍的共同思維，更積極推動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建設的相關

要求，進而清除軍隊內部腐敗的勢力和問題，藉以強化軍委主席對於軍權的

鞏固，以重振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要求。	

本書主要聚焦於近年來習近平在鞏固軍權的相關作為進行研析，內容區

分共軍軍隊指揮機構改革工作、高階將領貪腐事件、軍隊保密工作、共軍巡

視反腐制度和政工將領甄補的趨向等，進而探究習近平如何強化對軍權的掌

握，並試圖重振中共「黨指揮槍」的原則和確保中共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不

受改變。	

	三、陳世民《習近平上任後中共的國防與軍事改革》18：	

自習近平 2012 年 11 月上台以來，對中國大陸進行一系列廣泛而深入的

改革，提出所謂的「中國夢」和「強軍夢」的新大國路線，尤其針對國防建

設面向的總體要求，就是要「加速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並重視「軍事

戰略和組織的調整」，期盼能真正成為一個世界強國。本文章希望從近年來

習近平上任後的方針指導與實際作為，來探討中共目前的國防與軍事改革，

並分析其意涵。雖然這些改革仍在持續進行，很多政策與走向也都還是未知

數，但仍有其重要性值得探究。	

	四、揭仲《中共軍事改革：現況與未來可能的發展》19：	

				中共評估未來的作戰型態與場景，是朝「大空間環境、大網路聯通、大體

系支撐」的方向發展。因此，習近平上任後，便著手進行階段性的軍事改

革，以落實其「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強軍夢」指導方針。目前中共官

                                                        
18 陳世民，《習近平上任後中共的國防與軍事改革》（深化與創新：大陸變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民國 103 年 12 月），頁 23-31。 
19 揭仲，《中共軍事改革：現況與未來可能的發展》（發展與挑戰：面對中共十九大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民國 106 年 12 月），頁 9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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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媒體證實內容，包含：四大總部撤銷、增設陸軍指導機構，成立火箭軍和

戰略支援部隊、七大軍區調整為五大戰區、省軍區和下屬軍分區保留、集團

軍數量不減，但現役師級單位除少數例外，將縮編為旅級、機關總部之非作

戰機構將大幅裁減等；本篇研究作者旨在分析目前中共軍事改革的現況，進

而研判 2017 年中共十九大後，未來軍事改革可能的發展方向，有利於探討本

研究主題。	

	五、潘進章《習近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對國防和軍隊建設影響》20	：	

習近平主政後，為落實其「中國夢」，便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並依循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指導下，藉「全面深化改革、全

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三大黨務支援系統落實執行，以如期實現「兩

個一百年」目標。簡單而言，中共的國防與軍隊改革方針，就是要實現強軍

目標、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加強軍隊黨的建設。

在 2015 年中共國防白皮書《中國的軍事戰略》中，亦同步呼應《四個全面

》這樣的一個理念，提倡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中國夢

」提供安全保障。本篇文章作者以習近平所提出的「四個全面」為立論基礎

，實際探討未來對共軍國防與軍隊建設會產生哪些重大的影響，值得重視與

持續觀察，有利於本研究主題。	

	六、張明睿《強軍夢─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進程與意涵》21：	

習近平主政後，中共的國防與軍隊改革方針，就是要全面實現強軍目

標與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本篇文章旨在此基礎上，探討習近平在「要打贏

信息化戰爭」及「理論與經驗必須構成聯繫」的政策下，如何開始推動組織

體制改革，區分作戰與管理系統，組成新的戰區制度，讓解放軍脫離大陸軍

的舊體系，將形成在信息戰爭中具有聯合作戰能力的新部隊，值得深入了解

和持續關注。 
                                                        
20 潘進章，《習近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對國防和軍隊建設影響》（國防雜誌，第 30 卷第 5 期，

2015 年 9 月），頁 29-48。 
21 張明睿，《強軍夢─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進程與意涵》（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3 卷第 2 期，2017
年夏季號），頁 13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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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張琪閔《習近平「能打勝仗」之強軍目標初探》22：	

習近平自 2012 年底接任中共總書記，即巡視部隊並提出強軍目標，尤

在軍事及政治雙軌運行下，其軍事革新已邁入另一世代，不僅僅只是墨守過

去「槍桿子出政權」舊有思維。習近平指出，「能打仗、打勝仗」是強軍之

要，須按照打仗的標準先建設做準備，必須堅持一切建設和工作向能打勝仗

聚焦。這深刻闡明強軍的要義是強化戰鬥力，軍隊必須不斷提高打贏的能力

，方能確保軍隊能夠「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本文以習近平上

任後，對所屬部隊提出強軍目標政策加以研析，並探討共軍領導人「強軍目

標」軍事思維對我之影響，對本研究主題有所助益。	

	八、羅春秋《「中國夢」下解放軍軍隊改革的探討》23：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後，積極的以強軍為起點的「中國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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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新軍隊組織改革與任用年輕將領等措施，可以看出其欲想加速完成軍

隊改革的堅定決心。本篇文章旨在探究在習近平主導的強軍政策下，解放軍

軍隊改革未來改革重點為何，而這成功與否勢必將影響中共未來的發展；另

可否因應來自國內外安全情勢的挑戰，也是能否達成習近平「中國夢」的關

鍵因素。	

	九、2013 主權及國際監測小組《中國軍力發展現況與戰略作為評析》24：	

習近平上台後，要求解放軍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明確以軍隊「能打仗

、打勝仗」作為根本目標，具有重大政治意義；此種強調「戰爭不遠，須先

做好打勝仗的準備」，已經成為解放軍的指導思想。軍力現代化，是近年來

中國國防預算增加的主因。呼應前述習近平要求解放軍「能打仗、打勝仗」

，中共長期的、全面的軍力現代化規劃，目的在提高其軍隊在短期的、局部

                                                        
22 張琪閔，《習近平「能打勝仗」之強軍目標初探》（國防雜誌，第 29 卷第 6 期，2014 年 11
月），頁 81-96。 
23 羅春秋，《「中國夢」下解放軍軍隊改革的探討》（國防雜誌，第 29 卷第 4 期，2014 年 7 月），

頁 81-96。 
24 2013 主權及國際監測小組，《中國軍力發展現況與戰略作為評析》（台灣智庫國會政策中心，

2012 年 4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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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強度軍事行動中的能力，對於未來可能發生戰爭或衝突的想定，進行

預先準備。本篇評析旨針對目前中共當前的強軍政策加以探討，並對於維持

兩岸安全與穩定發展提出相關建議，有利於本研究主題。	

貳、大陸研究部分：	

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習近平關於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重要論述

摘編》25：	

習近平自十八大後主政以來，即以鮮明而深刻的提出了要建設一支「

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亦是總結中共黨建軍治軍成

功經驗、適應國際戰略形勢和國家安全環境發展變化、著眼於解決軍隊建設

所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等，所提出之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	

本書內容係摘要習近平自 2012 年 11 月至 2014 年 2 月期間的講話、批

示重要文獻，旨在為幫助解放軍官兵全面學習、理解和掌握習近平對於黨在

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之重要論述，明確強調軍隊建設的聚焦點和著力點，並

作為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總綱」，充分體現習近平建軍治軍的核心思想，可

以說是論述習近平「強軍政策」的重要指標文獻，值得深入研究。	

二、曲煒、楚双志《十八大後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新方略—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

記系列講話》26：	

自十八大後主政以來，習近平發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講話，提出了許多

新思想、新觀點和新論述，這些講話包含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

文明與黨的建設等。	

本書內容係將習近平的重要講話，按十一個方面進行闡釋和解讀，包

含「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化改革

」、「穩中求好穩中求優促進經濟健康發展」、「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建設海洋強國」、「走和平發展路線」、「努力做好宣傳思想工作」、

                                                        
25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習近平關於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重要論述摘編》（解放軍出版

社，2014 年 3 月）。 
26 曲煒、楚双志，《十八大後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新方略—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中

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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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做好新形勢下組織工作」、「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

深入扎實發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而努力奮鬥」等，其中的「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化改革」涵括

了「國防和軍隊的深化改革」，可作為本研究的參考觀點。	

	三、陳向陽《強國夢‧強軍夢—一個軍隊理論工作者的思考》27：	

本書內容提及強國、強軍已經成為中國的最強音，但如何強國、如何

強軍，既需要實踐探索，也需要理論思考。強國，就必須深入學習貫徹好

黨的十八大精神，用心體會十八大報告的精神本質；強軍，則是深刻領會

和自覺踐行強軍目標，尤其強調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

良」的人民軍隊，是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強國夢牽引強軍夢，強軍夢支

撐強國夢，兩者互促共進、相得益彰，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而這些論述皆

有助於支撐本論文研究重點，可做為本論文之立論基礎。	

	四、丁耀、劉盍松、姜紅明《強軍之魂二十四講》28：	

2012 年 10 月，習近平在廣州軍區調研時指出：我們能夠無往而不勝，

最終戰勝一切敵人而不為敵人所壓倒，堅決聽黨指揮是我們的建軍之魂、

強軍之魂。本書編撰的目的，為了使基層幹部深入學習理解習近平關於強

軍之魂的重要精神講話，同時也實現了繼承與創新。所謂繼承，主要是梳

理了關於習近平對黨軍隊絕對領導的多篇講稿，進一步修訂綜整；所謂創

新，是將每篇講稿中充分融會貫穿了習近平關於強軍之魂的重要思想。而

這些重要的講話稿內容，有助於支撐本論文研究方向和重點。	

	五、范繼超、楊娟、丁耀《牢記強軍目標，獻身強軍實踐》29：	

中國夢是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集體團結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

民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鄭重宣言。對解放軍而言，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國家之夢，就是強軍夢。強軍夢承載著中共黨的重託、人民的幸

                                                        
27 陳向陽，《強國夢．強軍夢-一個軍隊理論工作者的思考》（藍天出版社，2013 年 11 月）。 
28 丁耀、劉盍松、姜紅明，《強軍之魂二十四講》（藍天出版社，2014 年 4 月）。 
29 范繼超、楊娟、丁耀，《牢記強軍目標，獻身強軍實踐》（藍天出版社，201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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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和國家的根本利益，是引導解放軍對責任、使命的熱切關注和價值追求	

；本書內容提出了幾個重要的追求價值，即為以強軍夢鑄就遠大的追夢之

志、以強軍夢激發高昂的追夢之情、以強軍夢指引堅實的追夢之行，實為

本研究值得參考的論述觀點。	

	六、曹智、張鐵柱《強軍策》30：	

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指出：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是一場整體性	

、革命性變革。而強國必先強軍，強軍必先改革，一個國家、一支軍隊對

待改革的態度和作為，直接決定軍力的強弱和戰爭的勝負。改革，已成為

21 世紀以來要成為世界大國強軍的必經之路。本書著重於中共國內軍事名

家與相關領域專家，評析世界新軍事革命發展趨勢，考察點評世界大國軍

隊改革成敗得失，最後分析世界新軍事革命對中共內部深化國防和軍隊改

革的經驗啟示，可作為本研究的參考觀點。	

	七、郝玉慶、蔡仁照《科技強軍論》31：	

				未來的戰爭，是軍隊戰鬥力的競賽，是科學技術水平的較量。科技與軍

事結緣，催生出人類歷史上最為強勁的軍事力量，而科學技術是軍隊建設

的重要物質基礎，往往最先應用於軍事領域，也最能直接戰鬥力。軍隊武

器裝備的性能，是一個國家科技水平的體現，武器裝備的更新，離不開先

進科學技術，科學技術是增強軍事力量的一種無形動力。本書主要提到中

共在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代領導核心的軍隊建設思想，均是堅定不

移的貫徹科技強軍戰略，並且要努力創新、促使軍隊實現信息化、智能

化、不斷深化高科技條件下局部戰爭的研究等，也延續了後來習近平所強

調「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及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

標的重要立論，是了解中共強軍歷程發展的專書。	

   八、王進發《富國與強軍新方略》32：	

                                                        
30 曹智、張鐵柱，《強軍策》（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出版社，2016 年 7 月）。 
31 郝玉慶、蔡仁照，《科技強軍論》（國防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 月）。 
32 王進發，《富國和強軍新方略》（國防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 月）。 



 

13 
 

				當今強國的重要指標，即為富國與強軍。習近平指出：堅持和發展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並且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實現富國和強軍的統一。這

在這新的高度與新的起點上，科學確立了國防和軍隊建設在國家建設總體

布局中的戰略定位，深刻揭示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本質關聯與內在關

係，充分反映國家安全與發展戰略全局的客觀要求，是科學發展觀的具體

表現。本書針對中共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統籌、協調發展的戰略定位、

從古今中外雙向分析比較中共如何建設一支信息化軍隊、軍民融合等加以

闡述，是觀察中共強軍政策的參考著作。 

	九、朱慈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過程中實現富國和强軍的统一》33：	

				本文主要強調習近平主政後，指示務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過程中實現

富國和强軍的统一，这是總結其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並且綜觀過

去歷史和國外發展經驗，適應新的發展要求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文中特

別提到以下幾個重點：「富國與強軍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兩大基

石」、「實現富國與强軍统一是適應新的發展要求的戰略抉擇」及「實現

富國與强軍有機统一的關鍵是要把强軍融入富國之中」等，可作為本研究

論文的參據。 

	十、許小芳《富國强軍簡論》34：	

				實現富國與强軍的統一，是近代以來中共孜孜以求的偉大理想，也是建

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艱鉅歷史任務，其最根本的，就是大力支持社會生

產力，建設雄厚的經濟基礎，最關鍵的是，提高軍隊戰鬥力，建設一支強

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建立鞏固的國防。富國與强軍，共同構成

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兩大基礎。本文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嘗試從歷史到現實、國內到國外、理論到實踐等不同

角度，對富國與强軍的基本內涵、相互關係、貫徹實踐等進行解讀，期形

                                                        
33 朱慈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過程中實現富國和强軍的统一》（理論探索，第 124 期，2013 年

4 月），頁 125。 
34 許小芳，《富國強軍簡論》（海潮出版社，2009 年 2 月），頁 1-2。 



 

14 
 

成一個相對完整的框架，是一本研究中共强軍政策的理論書籍，可作為本

研究論文的參據。 

十一、劉茂杰《强軍夢》35： 

				中共自十八大以來，一直堅持把學「習」研究宣傳習近平系列重要精神

講話內容，尤其是關於國防和軍隊建設重要論述作為重大政治任務。本書

依據習近平「強軍夢」、「中國夢」等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從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系統研究強軍夢的時代背景、基本內涵、本質屬

性、重大意義、强軍的靈魂、核心、保證、關鍵、動力、主體和方略，深

入闡釋為什麼要強軍、建設什麼樣的强軍部隊、怎樣走中國特色强軍之路

等重要問題，一一做了完整的描述。是一本研究中共强軍政策的理論書

籍，可作為本研究論文的參據。	

                                                        
35 劉茂源，《強軍夢》（軍事科學出版社，2014 年 7 月），頁 36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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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中共在第十八屆一中全會選出習近平擔任中央總書記及軍委主席，也開起

了所謂「習近平時代」，本研究將聚焦研究在習近平主政後迄今，其相關強

軍的政策主張，包括目標、指導原則、步驟、規劃發展及具體軍隊建設成果

，最後歸納出可能對兩岸安全可能造成的影響。	

貳、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是以習近平主政後，中共的強軍政策為主軸，但就目前習近平任期尚

未結束，加上「十九大」已於 2017 年 10 月 18 日召開完畢，後續接班梯隊

與政策預判亦有所調整，坊間並無相關參考書籍，甚至中共官方資料常受

到中共當局的管制，往往有其立場未顯中立之情形。這部分資訊僅能從相

關網路資料取得，且須辨識其來源真偽，此外，對於資料的取捨篩選，容

易憑藉個人主觀意志判斷，較難以客觀持平的衡量標準去評判。因此，研

究時間會著重於習近平主政後迄今(十九大前)；另本研究將以中共官方資料

為主要分析範疇，輔以相關書籍、期刊、報紙、網路資訊等參考文獻，同

時廣蒐國內、外學者發表的相關論述之學術文章論點，作為本研究之依

據，此外；期以周延務實的角度，多元比對大量蒐集的資料，研析中共強

軍政策的全貌，進而得出客觀研究成果。	

	二、全程研究中有關中共政策推動的相關措施等均屬學術性官方或公開資料，均

不涉及機密資訊，惟其國內初級資訊及其他軍事國防書籍、準則與教範等

較不易取得且無對外公開，亦不宜作為論文撰寫題材，增加了對相關議題

研究的困難度，實屬資料蒐集與整理上的限制，故僅以官方公開資訊臚列

其精華面向作為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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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壹、研究途徑：	

				所謂研究途徑，是指選擇問題與相關資料的標準，對於研究對象(議題	

、現象)的研究，是從何種角度切入、從哪一層次為出發點、著眼點，去進行

觀察、歸納、分類與分析，去探討該主題與相關問題。36由於著眼點不同(即

研究途徑不同)，就會各有一組與其相配合的概念，作為分析的架構。本文在

研究途徑上，採用歷史研究途徑。歷史途徑首先將蒐集的原始資料加以綜

整，接著將過去發生的歷史背景與真相做一個解釋或分析，37藉由獲得的結

果，研析其歷史事實的前因後果與因果關係，進而得到客觀的解答。38歷史

並非嚴肅的涉指某一問題的歷史，而是指該問題發生及演變的沿革，具有長

時性研究的性質。歷史研究途徑，指從歷史的角度，運用史實資料與方法，

來陳述研究主題與相關問題的演變，並從中解釋整個事件的因果關係，對未

來之發展做出預測的研究途徑。39研究者也可以運用歷史比較方法重新解釋

資料或是挑戰舊的解釋。透過不同的問題，發現新的證據或用不同方法重組

事證，對舊有的解釋提出新問題，藉由文化歷史脈絡中解釋以找到新的支

持。40	

				本文以習近平主政後為起始點，研究中共在其主政後的相關強軍政策主

張，及因應這些政策後續所發展的國防和軍隊建設，蒐集相關歷史文獻記載	

、史政資料、重要官方談話、及著作、觀察其作為的演變歷程、歸納與分類

其運用手段等，皆有利於本文在脈絡的整理，透過歷史脈絡與所蒐集之相關

資料，可進一步做分析問題與探討，以客觀的、周延的態度預期對兩岸安全

的影響。	

                                                        
36 朱浤源，《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正中，2009 年），頁 182。 
37 張芳全，《論文就是要這樣寫》（臺北：心理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 年 10 月），頁 32-33。 
38 張慶勳，《論文寫作手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 年 5 月），頁 75-76。 
39 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臺北：紅葉文化，2004 年），頁 247。 
40  W. Lawrence Neuma 著、王佳煌、潘中道、蘇文賢、江吟梓譯，《當代社會研究法》（臺北：學

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頁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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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指研究者在對於研究主題從事研究過程中，蒐集與分析資料的

方法。41尤其是在進行一項研究中用來選擇個案、測量與觀察社會生活、蒐集

與處理資料、分析資料、以及報告結果等方面所用到的特定技術的集合42。本

文採用文獻分析法，文獻分析法指使用各種既存的史料、博碩士論文、檔

案、官方文件、研究報告、期刊圖書、報章雜誌、手稿文件、網路資訊或重

要關鍵人回憶錄等資料，來挖掘問題真相，或是從中印證某些主觀看法。文

獻資料的來源可以是政府公布的聲明、報告或書籍等，也可以是企業組織的

資料、工商業的研究、圖書資源、期刊、論文、學校學報、報章雜誌新聞等	

，惟每一位學者對於同一個問題所提出的觀點與建議均有所不同，因此在整

理上述與研究主題有相關性的資料，仍需透過分析與歸納工作來詮釋所要研

究之方向。而分析文獻的步驟有四，閱讀與整理、描述、分類及詮釋，以客

觀地界定、綜合性地觀察，來確認研究問題(現象)背後的真實性，主要目的

就是要了解過去、洞悉現在、預測未來。43	

                                                        
41 朱浤源，《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正中，2009 年），頁 184。 
42 同註 38，頁 2。 
43 葉至誠、葉立誠，《研究方法與寫作》（臺北：商文化出版社，民國 100 年），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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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壹、研究流程：	

					

研究動機與目的	

	

	

習近平主政後強軍政策	

的目標與指導原則	

	

																																																																		

	

		

 

 

 

 

 

 

 

 

 

 

 

 

習近平主政後強軍政策	

的步驟與規劃發展	

習近平主政後強軍政策	

的軍隊發展實況	

強軍政策的變化及	

對兩岸安全之影響	

圖 1 - 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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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章節安排： 

本篇論文區分五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中共強軍政策的理念

與指導原則、第三章為中共強軍政策的規劃發展與步驟、第四章則是中共強

軍政策下的軍隊實際發展現況，最後第五章為結論。其餘各節順序與內容架

構分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本章區分五小節，內容包含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文獻

回顧、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等，本

論文的主要研究方向與重點，會在此章節中的研究動機與目的說明；在研究

途徑與方法的部分，以採用歷史研究途徑與文獻分析法為架構，對本論文欲

探討之案例作描述與分析。	

第二章：中共強軍政策的目標與指導原則。本章節區分二節，內容包含

探討習近平如何將「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作為其強軍政策最主

要的核心目標；另承襲過去中共所提出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

「科學發展觀」必然要求等三大路線及習近平個人發展出的指導原則等，加

以探討研析。	

第三章：中共強軍政策的步驟與規劃發展。本章節共區分二節，內容包

含中共「三步走」政策的步驟、「四個全面」的規劃發展、「深化國防和軍

隊改革」、「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及「加強軍隊黨的建設」等，分別加

以闡述。	

第四章：中共強軍政策下的軍隊實際發展現況。本章節區分三節，分別

以中共成立陸軍、火箭軍(二炮)及戰鬥支援等部隊為例，在強軍政策的指導

方針下，各別研析其整體實際發展現況。	

第五章：結論。依序為研究發現與研究建議(未來方向)。對於習近平主

政後，在落實大規模的強軍政策後，其軍隊實際發展現況為何，延伸出習近

平因為任期已無限期的延續，後續對強軍政策是否會做出調整與改變?對台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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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及兩岸安全有什麼樣的影響，期望從中發現問題並提供可行建議，作為國

軍精進與國家安全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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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共強軍政策的目標與指導原則	

第一節	強軍政策的目標	

				一個國家若要強盛，不受其他國家外侮欺凌、一支軍隊若要能打勝仗，其

有無創新改變的理念，及對待改革的態度與作為，是最能直接影響及決定軍

力的強弱和戰爭的勝負。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世界軍事革命的步調變化莫

測，戰爭型態亦快速演進，而要能決定戰爭勝利的保證，無非是在國防政策

(強軍)下足功夫，並藉由政治、經濟、外交等層面去支撐，鞏固內、外部之

安全，才能創造所謂的「強國」。因此，在這樣一個氛圍中，「富國」與

「強軍」不僅是緊密而相互依存關係，兩者能否統一，更是「富強」的最大

關鍵因素。	

				這樣的一個認知，其實在過去中共內部早已形成，2007 年 10 月 15 日，

十七大在北京召開，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在大會報告中就曾指出：國防

與軍隊建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佔有重要地位，必須站在國家安

全和發展戰略全局的高度，統籌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過程中實現富國和強軍的統一。442008 年 3 月 10 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

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胡錦濤發表重要談話：富國和強軍都是中共

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重要基石。45這些論述已深刻的揭示了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要性及其與經

濟建設的辯證統一關係，是中共對於軍事指導理論的最新修正。	

				習近平主政後深知這樣的道理，並承襲過去幾代領導人的精神原則，因此

自十八大以來，已多次提出並深入闡述了所謂「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

國夢」核心意涵，這也是中共近代所謂最偉大的夢想。他宣稱，中共自創建

共產黨以來，也是從戰亂與危亡的環境中建立起來的，如今他身為中共最高

層級領導人，倘若能深入瞭解中國這五千年來的歷史，從中汲取歷史的經驗

                                                        
44 許小芳，《富國強軍簡論》（北京：海潮出版社，2009 年），頁 1。 
4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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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訓，同時學習這寶貴的文化力量，勢必能帶領中國進入一個嶄新的紀元。

因此，在 2014 年 9 月，習近平在孔子誕辰 2565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即提

出：不忘歷史才能開闢未來，善於繼承才能善於創新，只有堅持歷史走向未

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情。46，這不

僅為中共朝向「文化霸權」的目標又向前邁進，同時向世界發出了傳承和創

新優秀傳統文化的「中國聲音」，期把所謂「中國夢」的主張全面落實。	

				總體而言，習近平倡議的「中國夢」基本內涵包括三個層面：國家層面的

富強夢、民族層面的振興夢及社會層面的幸福夢。其中，國家富強是民族振

興、人民幸福的基本前提和物質保障；相對的，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國家

富強的價值取向和根本目的。47而要如何去實現所謂的「中國夢」呢?就是要

以「強軍夢」作為支撐。2012 年 12 月 10 日，習近平在與廣州部隊以上領導

幹部合影後的即席講話，內容提到：「中國夢」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最偉大

的夢想，而這樣的「中國夢」也就是「強國夢」，對於軍隊而言，就是「強

軍夢」，所以要實現這樣的偉大夢想，一定要堅持富國與強軍統一、建設鞏

固國防與強大軍隊。48綜觀近代中國歷史中，中華民族與列強侵略的戰爭

中，軍力強弱與最後的勝敗幾乎是中華民族的痛，因此，「強軍」乃成為習

近平心目中實現「中國夢」最緊迫的課題。	

				自習近平主政以來，不僅鮮明的提出了「強軍夢」的重大思想和命題，而

且最重要的是，中共須在新形勢的強軍目標下奮鬥，對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

作出一系列的重要論述。這些論述，是對毛澤東時期的軍事思想、鄧小平新

時期的軍隊建設思想、江澤民時期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及胡錦濤時期國防和

軍隊建設思想的承襲與發展，並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加速推進國防軍事的現

代化來實現「強軍夢」，進而支撐「中國夢」的最根本的核心思想。49而何

                                                        
46 人民日報評論部，《習近平用典》（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 年），頁 1。 
47  劉茂杰，《強軍夢》（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23。 
48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習近平關於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重要論述摘編》（北京：解放

軍出版社，2014 年），頁 2。 
49 劉茂杰，《強軍夢》（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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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新形勢的強軍目標」?就是要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

「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2012 年 12 月 26 日習近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

即曾指示：要全面貫徹十八大的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

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加強軍隊革

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不斷拓展和深化軍事鬥爭準備，為建設一支

「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而奮鬥。	就是要將

「新形勢的強軍目標」作了一個最精準的詮釋，以下分就「聽黨指揮」、

「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等三個面向，逐一論述：	

表 2- 1 習近平對「新形勢的強軍目標」的詮釋意涵 

項 次	 主 題	 分 項	 主 要 內 容 意 涵	

一	 強 軍 目 標	 聽 黨 指 揮	

1、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須鑄牢聽黨指揮這個強軍

之魂；要牢記堅決聽黨指揮是強軍之魂，必須毫不動

搖的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聽從黨的絕對指揮，

永遠聽黨的話、跟黨走。 
2、要為建設一支聽黨指揮的人民軍隊而奮鬥，不是一句

空洞的口號，必須落實在行動上，以行動來檢驗。 
3、聽黨指揮是靈魂，決定軍隊建設的政治方向；軍隊思

想政治建設的根本，是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

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加強各級黨組織建設，嚴格政

治紀律和組織紀律，確保部隊在任何時候情況下都堅

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指揮。 
4、對於政委工作，第一條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要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保證社會主義紅色江山永不變

色，在這個根本政治原則問題上不能有絲毫差池， 
   否則就要犯歷史性錯誤。 
5、高舉旗幟、聽黨指揮，這是黨和人民對軍隊的根本政

治要求。在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問題上、事

關軍隊性質、宗旨、本色的重大政治問題上，必須頭

腦特別清醒，態度特別鮮明，行動特別堅決，絕不能

有任何動搖、任何遲疑、任何含糊。 
6、中共解放軍是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保證黨

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關係中共解放軍性質與宗旨、關

係主義前途命運、關係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是我軍的

立軍之本和建軍之魂。 
7、要始終扭住思想政治建設不放鬆，堅持黨對軍隊絕對

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堅持不懈用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理論體系武裝官兵，持續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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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弘揚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確保部隊絕對忠誠，

絕對純潔、絕對可靠，永保人民軍隊的性質與特色。	

二	 能 打 勝 仗	

1、要抓住當前世界科技革命、產業革命、軍事革命蓬勃

發展的歷史機遇，緊緊圍繞「能打仗」、「打勝仗」

的目標，深入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把軍隊建設成

為「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威武之師，

努力奪取我軍在軍事競爭中的主動權。 
2、軍隊是要來打仗的，而且是要能打得贏的。強調戰鬥

力標準，是有效履行中共解放軍根本職能的要求，也

是提高軍隊建設質量和效益的要求。軍隊建設各項工

作，如果離開戰鬥力標準，就失去其根本意義和基本

價值。 
3、堅持把軍事訓練擺在戰略位置，從實戰需要出發，從

嚴從難訓練，不斷提高部隊實戰化水平；把戰鬥力標

準貫徹到全軍各項建設與工作，這是工作指導上需要

把握的一個全局性、方向性的問題。 
4、強化戰鬥思想，強化官兵「當兵打仗、帶兵打仗」的

意識，強化部隊戰鬥精神，使全軍始終保持常備不懈 
   、「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戰鬥狀態。 
5、以國家核心安全需求為導向，按照「能打仗」、「打

勝仗」的要求，真抓實備、常備不懈，扎實推進軍事

鬥爭準備各項工作。 
6、軍隊作為一個武裝集團，是要隨時準備打仗的，必須

強化戰鬥力思想，始終堅持用打仗的標準搞建設、抓

準備；軍事鬥爭準備是軍隊的基本實踐活動，是維護

和平、遏制危機、打贏戰爭的重要保證。 
7、我們不希望打仗，但只有我們準備、有強大的軍事力

量、有打贏能力，才能從戰略上實現「不戰而屈人之

兵」，達到「以武止戈」的目的。要把日常戰備工作

提高戰略高度，堅持平戰一體，抓住平戰轉換樞紐，

提高快速反應能力。 
8、培養戰鬥精神，是軍隊戰鬥力的一個重要因素。軍隊

要能打仗、打勝仗，固然要靠戰略戰術，要靠體制機

制，要靠武器裝備，要靠綜合國力，但沒有戰鬥精神 
   ，光有好的作戰條件，軍隊也是不能打勝仗的。中共解

放軍素以有強大的戰鬥精神聞名於世，我們能用「小 
      米加步槍」，能夠在朝鮮戰場上打敗武裝到牙齒的美

國軍隊，靠的就是強大的戰鬥精神。 

三	 作 風 優 良	

1、要能始終如一保持我黨我軍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是

關係軍隊建設的大問題。 
2、要發揚我黨我軍在長期實踐中培育的革命精神，永遠

保持革命戰鬥時期那麼一股勁、那麼一種革命熱情、

那麼一種拼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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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堅持從嚴治軍，從領導機關和幹部抓起，在抓基層 
   、打基礎上下功夫，把作風紀律建設作為核心內容， 
   長期抓、反覆抓，切實抓出成效。 
4、加強部隊組織紀律性，引導官兵強化憂患意識、危機

意識、使命意識，要按照「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 
   、治治病」的總要求，堅持嚴字當頭，堅持領導帶頭 
   ，堅持再求實、務實、落實上下功夫，把作風建設不斷

引向深入，著力糾治官兵反映強烈的不正之風，著力

解決深層次矛盾與問題；抵禦拜金主義、享樂主義 
   、個人主義與奢靡之風的侵蝕，做到信念不動搖、思想

不鬆懈、鬥志不衰退、作風不渙散，始終保持堅定的

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戰鬥精神。 
5、要加強部隊作風建設，重點要狠剎歪風邪氣，堅決反

對和糾正搞庸俗關係、侵占士兵利益和請客送禮、吃

吃喝喝等不良現象。各級領導幹部、領導機關要從自

身嚴起，為部隊做好表率，以良好的形象影響和帶動

部隊。 
6、堅持以紀律建設為核心，著力增強法規制度執行力，

堅決杜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之現象；堅

持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方針，抓好條令條例和規章制

度貫徹落實，堅決克服管理鬆懈、作風鬆散、紀律鬆

弛現象，始終保持部隊正規的戰備、訓練、工作和生

活秩序。 
7、從嚴治軍是建設強大軍隊的鐵律。古語說的好：「慈

不掌兵」。稀稀拉拉、鬆鬆垮垮，就不成其為軍隊，

就打不了仗，更不可能打勝仗。要把作風建設擺在突

出位置來抓，著力整治慵懶散奢等不良風氣，以作風

的進一步轉變推動部隊建設發展。部隊不是處於真空

中，社會的一些不良風氣必然會反映到部隊來，現在

對部隊作風上的一些問題也有說法，關鍵看我們抓得

怎麼樣，只要我們真正去抓，作風建設就一定會進步

見成效。 
8、全軍要務實依法治軍、從嚴治軍這個強軍之基，堅持

以紀律建設為核心，旗幟鮮明反對腐敗、特權，堅決

反對和糾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弄虛作假、奢侈浪

費等問題，保持人民軍隊長期形成的良好形象。 
資料來源：1、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習近平關於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 
                          標重要論述摘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4 年 3 月）。 
										2、作者綜整。	

	

壹、聽黨指揮是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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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一直是中共解放軍建軍的靈魂與根本，這充分體

現其無產階級的性質、宗旨與歷史使命，是建軍一切原則、方針的總綱。50從

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來看，是先有「黨」(1921 年)，後有「軍」(1927 年)

，最後才有「政」(1949 年)。所以中共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解放軍。

」、「沒有解放軍，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以黨領軍」、「以

黨領政」，就成為他們意識形態中的理所當然。512012 年 12 月 26 日，中共

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堅持黨對軍

隊的絕對領導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必須落實在行動上，以行動來檢驗。堅

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最緊要的是始終在思想上、行動上與政治上同黨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持維護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權威，一切行動聽從黨中央

、中央軍委的指揮，這一條要求作為最高的政治要求來遵守，最為最高的政

治紀律來維護。52他認為這樣一個鐵一般的政治紀律，是中共解放軍克敵制勝

的強大戰鬥力，是內部團結的有效凝聚力，更是完成各項艱鉅任務的推動力

；另於 2013 年 3 月 11 日，習近平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解放軍代表

團全體會議時亦強調，全軍要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

指導，牢牢把握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全面加強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

化建設，為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而奮鬥。53其

凸顯了中共對於「強軍夢」的核心價值是呈現多面向的概念，強調「軍隊」

聽從「黨」指揮是所有一切的根本，不僅是軍隊改革建設的重要基礎，並務

須依「黨指揮槍」的原則，可見黨高於軍事中共建軍最基本的特色。同時，

亦呼應驗證了過去中共前期領導人因循承襲的歷史脈絡。這部分可說是中共

對其整體建軍發展著墨最深的。	

                                                        
50 馬安駿，《強軍之魂-新時期部隊思想政治建設理論與實踐的思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3 月），頁 72。 
51 李亞明，《中共解放軍概論》（台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6 年 6 月），頁 1。 
52 同註 50，頁 19。 
53 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7 年 9 月 6 日，<http://theory. peop 
le.com.cn/n1/2017/0906/c413700-29519601.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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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澤東擔任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之時期，即確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

並建立黨在軍隊的各級組織，他認為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

。早在「三灣改編」時，毛澤東即提出「把支部建在連上」、「廢除軍閥作

風」、「在軍隊實行民主制度」等，開始形成具中國特色的軍隊政治工作；

在艱苦卓絕的井岡山鬥爭時期，相繼提出了紅軍的三大任務、三大紀律及八

項注意。541929 年 12 月，復於「古田會議『決議』」，確立紅軍政治工作基

本原則，堅持用馬列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教育部隊，決定了「以黨領軍」的

建軍路線，始為「聽黨指揮」內涵奠基，強調軍隊作為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

，誰想奪取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擁有強大的軍隊。方法是「掌握思想

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鬥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

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55」。	

									依中共的說法，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

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參與了創立、拓展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理論及實踐活動

，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70 年代鄧小平主政後，

延續「聽黨指揮」(革命化)是軍隊建設的重要內容和政治保證，56遂成為共軍

軍事體制的一部分。鄧小平十分重視部隊的思想政治建設，反覆強調要「兩

手抓」、「兩手都要硬」，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加強，要把思想政治工

作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切實認真做好，不可放鬆。另外，並強調軍隊要始終

不渝的堅持自己的性質，黨要管軍隊，軍隊任何時候都要聽中央的話，意指

：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為部隊的革命化、現代化

、與正規化邁出堅實步伐。57顯見在在鄧小平時期，不僅持續堅持毛澤東所提

倡之「黨指揮槍」，更將自己對「聽黨指揮」的看法注入中共解放軍。	

                                                        
54 馬安駿，《強軍之魂-新時期部隊思想政治建設理論與實踐的思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3 月），頁 3-4。 
55 陳津萍，《論習近平建構「強軍目標」之研究—以「聽黨指揮」為例》，《國防大學通識教育學

報，2013 年 9 月》，第 5 期，頁 2-3。 
56 吳杰明，《軍隊政治工作理論學習指南》（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3 年 7 月），頁 45。 
57 馬安駿，《強軍之魂-新時期部隊思想政治建設理論與實踐的思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3 月），頁 5-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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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四代領導人江澤民與胡錦濤主政時期，對「聽黨指揮」著墨甚深。

1990 年 12 月，江澤民在全軍軍事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政治合格、軍事

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五項總要求，在其軍隊建設思想

指導下，積極推進中共解放軍特色軍事變革；胡錦濤則提出了按照革命化、

現代化與正規化相互統一原則，加強軍隊全面建設的重要思想，其中包括了

「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58且兩人卸任時，出席中央軍委擴大會

議，仍將「聽黨指揮」列為對中共解放軍「五點希望」之首，內容次第表述

「希望軍隊始終堅定地聽黨的話、跟黨走、服從黨指揮，接受黨的絕對領導

，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59」以及「希望軍隊堅決聽

黨指揮、絕對忠誠可靠。確保軍隊永遠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忠於祖國、

忠於人民，確保黨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牢牢掌握部隊，確保軍隊在任何時

候任何情況下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指揮。60」。綜上所述，中共黨堅持

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經過歷任領導人的論述與要求，已逐次深化，成為中

共解放軍發展無法去除的枷鎖。	

									習近平主政後，對強軍目標的建構，自然脫離不了「聽黨指揮」的框架，且

為其首要內容。習近平所提出的強軍目標，與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與胡

錦濤等領導人時期所提出的建軍目標要求，是全然一致的。在 2012 年 10 月

，習近平與駐廣州部隊師以上幹部合影後的即席講話指示：要牢記堅決聽黨

指揮是強軍之魂，必須毫不動搖的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聽從黨的絕對

指揮，永遠聽黨的話、跟黨走；612012 年 12 月 26 日，習近平在中央軍委擴

大會議中又提出：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必須落

實在行動上，以行動來檢驗。最緊要的是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與行動上同

                                                        
58 劉茂杰，《強軍夢》（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49。 
59《江澤民指出：胡錦濤同志任軍委主席完全合格順理成章》，《解放軍報》，2004 年 9 月 21 日， 
版 1。 
60 劉聲東、安普忠，《胡錦濤習近平出席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解放軍報》，2012 
年 11 月 18 日，第 1 版。 
61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習近平關於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重要論述摘編》（北京：解放

軍出版社，2014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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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中央、中央軍委的權威，一切行動聽從黨中

央、中央軍委指揮，這一條作為最高的政治要求來遵守，作為最高的政治紀

律來維護，62顯見習近平對於中共解放軍，是要確立「黨的軍隊」、「人民的

軍隊」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因此，對於大陸部分鼓吹「軍隊非黨化

」、「非政治化」與「軍隊國家化」的異己團體，他亦大聲疾呼與譴責撻伐

；2013 年 3 月 11 日，習近平出席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指出：2012 年底

軍委擴大會上，經過廣泛徵求意見與深入思考，個人即提出要為建設一支聽

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而奮鬥，這是總結中國共產黨建軍

治軍成功經驗，適應國際戰略形勢和國家安全環境發展變化，著眼於解決軍

隊建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的，是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63另

2013 年 6 月，中共總政治部印發「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學習教育提綱」

，是習近平對全軍與武警部隊深入開展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所提出學

習教育之明確要求。綜上所述，習近平深刻體認軍隊聽黨指揮，是國家之福

、人民之福，也是軍隊之福。形容是國家之福，是因為中共內部有了忠誠的

義士；形容是人民之福，是因為中共國內的人民有了自己的信仰；形容是軍

隊之福，是因為中共的軍隊在黨的領導下得以健康發展。這與先前其所提出

：聽黨指揮，就要平時聽招呼、暫時聽指揮，關鍵時刻絕不含糊，任何時候

都要對黨忠誠老實，在重大政治考驗面前要保持頭腦清醒，站穩政治立場，

絕不能有絲毫的猶豫不決和左右搖擺，絕不能出現不同聲音和染音，要讓黨

和人民充分放心64，可以說是前後一致的。	

	貳、能打勝仗是核心：	

									中共為能實現強軍目標，適應推動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強大發展的戰略需

要，是其所謂新形勢下軍隊建設的基本實踐，也將開啟中共走向特色強軍之

                                                        
62 同註 61，頁 19。 
63 《習近平出席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強調：牢牢把握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努力建設一

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人民日報》，2013 年 3 月 12 日，第 1 版。 
64 《習近平會見第二炮兵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時強調，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建設的信息化

戰略導彈部隊》《人民日報》，2012 年 12 月 6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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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中共認為強軍目標為中共軍隊建設的任務與方向提供了明確的道路，尤

其「能打仗」、「打勝仗」更是軍隊改革的靈魂所在，也是軍隊整體風氣的

最終依歸。而軍以戰為主，戰以勝為先，就中共建軍理念而言，軍隊是一支

戰鬥隊，能打仗、打勝仗，是任何一支強大軍隊都必須具備的職能屬性，也

是軍隊賴以存在的價值，更強調以奪取武裝鬥爭來贏得勝利，絕對是確保黨

、國家的永續發展。	

									中共建政至今，已經歷了五任國家領導人，而他們對於「軍隊建設」一直是

高度重視而具有鮮明立場。從過去毛澤東所處的時代，首先面臨的就是戰爭

與革命的問題65，但他深刻瞭解要革新軍制是離不開現代化。66因此，1953 年

12 月 7 日至 1954 年 1 月 26 日，毛澤東在北京召開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

部會議中，明確指示人民解放軍建設的總方針：積極的、有步驟的將自己建

設成為優良的現代化革命軍隊。67在中共的解讀中，毛澤東所創建的人民軍隊

，除了提出一套人民軍隊建設思想和人民戰爭思想，堅定正確的政治發展，

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在後續發展軍隊武器裝備的部

分，亦逐漸開啟新技術建軍的藍圖。1948 年底，毛澤東提出解放軍戰爭第三

年的戰略方針時，也明確指出：我們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還要有一個強

大的海軍及空軍。681953 年 8 月 26 日，毛澤東在「給軍事工程學院的訓詞」

中更強調：為了建設現代化的國防，我們的陸、海、空軍都必須有充分的機

械化裝備與設備，都不能離開複雜而專門的技術，我們迫切需要的，就是要

有大批能夠掌握和駕馭技術的人，使我們的技術能不斷改善與進步。69毛澤東

這些看法，不僅影響了後來中共不斷致力於軍事裝備效能的提升與軍事人才

專業的培育，充分應用於建軍規劃發展；而軍隊由單一陸軍，逐步發展轉型

                                                        
65 郝玉慶、蔡仁照，《科技強軍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69。 
66 《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 卷，頁 487。 
67 劉茂杰，《強軍夢》（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47-48。 
68 同註 65，頁 44。 
69 《毛澤東軍事文集》（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 年），頁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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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陸、海、空三軍及二炮等多元兵種的聯合軍隊，甚至研發出更多樣化的武

器裝備；在這樣的思維下，也奠定了後來中共科技強軍的理論基礎。	

									鄧小平時期，國際情勢詭譎多變，加上當時中共內部局勢亦不穩定，他自許

為一位戰略家，就其戰略高度觀之，充分明白當時中共若要在國際間保有生

存籌碼，在國內能持平維穩，以當時的軍隊素質與技術還有許多進步的空間

，更別說軍隊要「能打仗、打勝仗」了。鄧小平曾尖銳的指出：要承認我們

軍隊打現代化戰爭的能力不夠，雖然我們軍隊人數多，但是素質差，指揮現

代化戰爭能力不夠。70其所提出的「兩個不夠」，深刻的指出了科技強軍、軍

隊要「能打仗、打勝仗」的關聯性、重要性與迫切性。對於武器裝備現況方

面，鄧小平認為：必須清醒的看出，我們的科技水平與世界其他先進國家水

平差距還很大，科技力量還很薄弱，不能適應現代化軍事建設的需要；即使

能爭取十年二十年時間實現我軍武器裝備的現代化，那時跟世界其他國家比

起來，我們的武器裝備發展仍將處於劣勢。71在在點出了中共解放軍當時的處

境和挑戰。因此，鄧小平特別強調運用科學技術加強軍隊建設，從理論與實

踐層面的結合，加速推動了軍隊現代化，也就是其所倡議的：中共解放軍要

「能打仗、打勝仗」，必須加快軍隊建設的「革命化」、「現代化」與「正

規化」。	

									在第三、四代領導人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對中共解放軍的軍隊建設發展有

了更深一層的立論闡述。1993 年 6 月 5 日，江澤民與國防大學座談時提及：

鄧小平同志早在 1977 年就曾對我軍的狀況指出「兩個不夠」的問題，就是各

級幹部指揮現代化的能力不夠、部隊打現代化戰爭的能力不夠。十幾年過去

了，這兩個能力還是不夠，而且按照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科技條件下局

部戰爭的要求來衡量，差距更大了。72江澤民認為，當前中共的科技強軍道路

要綜觀全局、突出重點，有所趕，有所不趕，實行「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

                                                        
70 《鄧小平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 卷，頁 61。 
71 同註 70，頁 78。 
72 劉茂杰，《強軍夢》（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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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繼續加強基礎科學的研究，加快高新技術武器裝備的發展，切實提高中

共解放軍的威懾能力與實戰能力，能夠有效遏制和反擊任何強敵的軍事入侵

。73江澤民提出「有所趕，有所不趕」的思想，其實主軸均圍繞在軍隊的現代

化發展是仰賴「科技」重要戰鬥力的概念，「趕」的是在世界科技進步快速

的背景下確立好發展方向，讓所有幹部高度重視和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作用

，加強軍隊的質量建設；「不趕」意指並非放鬆，而是要抓住重點、抓住成

效，集中研改能量和關鍵技術，貫徹科技練兵、科技強軍的方針，作為提高

軍隊戰鬥力的基礎。74而胡錦濤在 2005 年軍隊一次重要會議上指出：我軍軍

隊建設的主要矛盾是現代化水平與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要求還不相

適應，75早已體現中共在開放改革幾十年後，特別是推動具中共解放軍特色軍

事變革中，對於「現代化水平與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要求」這個目

標，與當時中共總體軍事科學技術水平仍是不足的。因此，胡錦濤明確強調

：要根據形勢任務的發展變化，不斷創新人民戰爭的內容和形式，提升內部

整體戰鬥力的素質，發展高技術條件下人民戰爭的戰術戰略，才能做好強軍

興軍的偉大實踐。76這兩代領導人的科技強軍指導方針，不僅點出了中共軍隊

建設的發展問題，唯有積極改善修正，才能建構中國特色的現代軍事力量體

系，達到中共解放軍「能打仗、打勝仗」的終極目標，也讓第四代領導人習

近平主政後，有了更明確的改革方向。	

									習近平主政後，深刻體會當前國際局勢和周邊安全環境更趨複雜險峻，戰爭

型態和作戰方式快速轉變，國家安全領域不斷拓展，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

需要建設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如果要讓中共解放軍變成一支強大軍隊，「

能打仗、打勝仗」絕對是強軍興軍核心的重中之重，其內涵是動態的、發展

變化的、具未來性、延續性及迫切性。如前所述，習近平已多次在各種場合

為強軍之要-「能打仗、打勝仗」定調，如 2012 年 11 月 15 日在中央軍委常

                                                        
73 《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464。 
74 同註 73，頁 460。 
75 同註 72，頁 134。 
76 許小芳，《富國強軍簡論》（北京：海潮出版社，2009 年 2 月），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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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會議指示：我們要抓住當前世界科技革命、產業革命、軍事革命蓬勃發展

的歷史機遇，緊緊圍繞「能打仗、打勝仗」的目標，深入推進中國特色軍事

變革，把我軍建設成為”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威武之師，努力

奪取我軍在軍事競賽中的主動權。2012 年 11 月 23 日再次在中央軍委擴大會

議上提出：軍隊是要打仗的，而且是要打得贏的。強調戰鬥力標準，是有效

履行我軍根本職能的要求，也是提高軍隊建設質量和效益的要求。軍隊建設

各項工作，如果離開戰鬥力標準，就失去其根本意義和根本價值；堅持以新

時期軍事戰略方針為統攬，使全軍各項建設和工作向實現建設信息化軍隊、

打贏信息化戰爭的戰略目標聚焦，向實施信息化條件下聯合作戰的要求聚焦

，向形成基於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聚焦；同時要強化戰鬥隊思想，強化

官兵”當兵打仗、帶兵打仗”的意識，強化部隊戰鬥精神，使全軍始終保持

常備不懈的戰備狀態；並且做好各項軍事鬥爭準備，從實戰需要出發，從難

從嚴訓練部隊，確保一旦有事，能夠上得去、打得贏，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與發展利益。77這代表的是其承襲與延續過去中共前幾代領導人的治國理

念。直至去(2017)年 10 月 18 日甫落幕的十九大，習近平在十九次全國代表

大會開幕會上重申：強軍興軍開創新局面，著眼於實現中國夢強軍夢，制定

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全力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明確黨在新時代的強

軍目標是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把人民軍隊

建設成為世界一流軍隊，在中國特色強軍之路上邁出堅定步伐。78不僅如此，

在今(2018)年的 1 月 3 日，新年度第 3 天，中央軍委隆重舉行 2018 年開訓動

員大會，習近平向全軍發布訓令：全軍各級要強化練兵備戰鮮明導向，堅定

不移把軍事訓練擺在戰略位置、作為中心工作，抓住不放，抓出成效。要堅

持領導帶頭、以上率下，堅持實戰實訓、聯戰聯訓，堅持按綱施訓、從嚴治

                                                        
77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習近平關於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重要論述摘編》（北京：解放

軍出版社，2014 年），頁 37-38。 
78 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會講話全文，《新華網》，2017 年 10 月 18 日，<http://bi 
g5.xinhuanet.com/gate/big5/ 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zb/kms/wzsl.htm>（檢索日期：2018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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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要端正訓練作風、創新訓練方法、完善訓練保障、嚴格訓練監察，開展

群眾性練兵比武活動，加強針對性對抗性訓練，提高軍事訓練實戰化水平，

牢牢掌握「能打仗、打勝仗」的過硬本領。全軍指戰員要堅決貫徹黨中央和

中央軍委決策指示，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戰鬥精神，刻苦訓練、科學

訓練，勇於戰勝困難，勇於超越對手，鍛造「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

勝」的精兵勁旅，堅決完成黨和人民賦予的新時代使命任務。79可以說這是習

近平對「強軍夢」的一個期盼，更充分將這個核心價值付諸於實踐的指標宣

示	(近期發表「能打仗」、「打勝仗」之文件如表 2)。	

表 2- 2 近年來中共發表關於「能打仗」、「打勝仗」之綜整⽂件 

近年來中共發表關於「能打勝仗」相關文件	

時 間	 名 稱 ( 會 議 )	 主 要 內 容	

2012.11.08 
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報告(

胡錦濤)	

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有一個大的發展，必須以國

家核心安全需求為導向，按”三步走”戰略思想，

加緊完成機械化和信息化雙重歷史任務才能打贏信

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適應國家發展戰略和安全戰

略新要求，貫徹新時期積極防禦軍事戰略方針，與

時俱進加強軍事戰略指導，不斷拓展和深化軍事鬥

爭準備，堅持以推動國防和軍隊建設科學發展為主

題，加快轉變戰鬥力生成模式為主線，全面加強軍

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	

2013.01.21 
總參謀部頒發《2013年

軍事訓練指示》	

要求全軍和武警部隊緊緊圍繞能打仗、打勝仗的目

標，以軍事鬥爭準備任務為牽引，大力加強實戰化

軍事訓練，按實戰要求檢驗衡量訓練成效。全軍廣

大官兵刻苦練兵勁頭十足，實戰化訓練如火如荼，

能打仗、打勝仗成為綠色軍營的主旋律，改革創新

、求真務實成為演兵場上的基調。	

2013.06.04 
四總部頒發《軍隊基層

文化建設規定》	

加強基層文化建設，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

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決貫徹習主席一系列決策指

示，圍繞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

的人民軍隊這一強軍目標，為加強部隊全面建設和

軍事鬥爭準備，有效履行新世紀新階段軍隊歷史使

命提供強大的精神文化力量。	

                                                        
79 中央軍委舉行 2018 年開訓動員大會 習近平向全軍發布訓令，《人民網-人民日報》，2018 年 1 月

4 日，<http://military. people.com.cn/n1/2018/0104/c1011-29744523.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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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08 
中央軍委專題民主生活

會	

要求按戰鬥力標準花錢辦事，確保經費投向能打仗

、打勝仗聚焦，集中財力物力辦大事、辦難事、辦

保障打贏的事。	

2013.11.09 

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

題的決定》的說明(習近

平)	

圍繞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

民軍隊這一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著力解決制

約國防和軍隊建設發展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創新發

展軍事理論，加強軍事戰略指導，完善新時期軍事

戰略方針，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	

2013.11.27 
中央軍委頒布施行新修

訂《裝備管理條例》	

要求進一步加大依法管裝、從嚴治裝力度，提高裝

備建製成系統形成作戰能力和保障能力建設水平。

總裝備部全面深化軍用標準化建設，向科學管理要

戰鬥力。國防工業部門和全軍裝備戰線聚力能打勝

仗，加速推動武器裝備信息化步伐。	

2014.03.01 
習近平關於黨在新形勢

下的強軍目標重要論述

摘編	

一、要抓住當前世界科技革命、產業革命、軍事革

命蓬勃發展的歷史機遇，緊緊圍繞「能打仗、

打勝仗」的目標，深入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

，把我軍建設成為”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

之必勝”的威武之師，努力奪取我軍在軍事競

賽中的主動權。	

二、軍隊是要打仗的，而且是要打得贏的，強調戰

鬥力標準，是有效履行我軍根本職能的要求，

也是提高軍隊建設質量和效益的要求。軍隊建

設各項工作，如果離開戰鬥力標準，就失去其

根本意義和根本價值。	

2014.03.05 政府工作報告(李克強)	

緊緊圍繞擋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全面加強軍隊

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不斷提高軍隊信息化條

件下威懾與實戰能力。統籌推進各方面各領域軍事

鬥爭準備，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建設，加快全面建

設現代後勤步伐，加強國防科研和高新技術武器裝

備發展。狠抓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深化國防與軍

隊改革，加強軍事戰略指導，完善現代化軍事力量

體系。加強國防動員和後備力量建設，強化日常戰

備和邊防海防空防管控。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

各級政府要一如既往關心國防和軍隊建設，使軍政

軍民團結堅若磐石。	

2017.07.30 
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軍 90 週年閱兵時的

講話(習近平)	

全軍將士們！你們要堅定不移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

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永遠聽黨的話、跟黨走，黨

指向哪裡、就打到哪裡。你們要堅定不移堅持全心

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同人民站在一起

，時刻把人民放在心頭，永遠做人民子弟兵。你們

要堅定不移堅持戰鬥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準，聚

焦備戰打仗，鍛造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

的精兵勁旅。你們要堅定不移堅持政治建軍、改革

強軍、科技興軍、依法治軍，全面提高國防和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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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建設水平。我堅信，我們的英雄軍隊有信心

、有能力打敗一切來犯之敵！我們的英雄軍隊有信

心、有能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我們

的英雄軍隊有信心、有能力譜寫強軍事業新篇章，

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為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新的更大

的貢獻！	

2017.10.18 
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

國代表大會開幕會講話

全文(習近平)	

強軍興軍開創新局面，著眼於實現中國夢、強軍夢

，制定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全力推進國防和軍

隊現代化。召開古田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恢復和發

揚我黨我軍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人民軍隊政治生

態得到有效治理。國防和軍隊改革取得歷史性突破

，形成「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新格局

，人民軍隊組織架構和力量體系實現革命性重塑。

明確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是建設一支「聽黨指揮

、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把人民軍隊

建設成為世界一流軍隊，在中國特色強軍之路上邁

出堅定步伐。	

2018.01.03 
2018 年中央軍委開訓動

員大會訓令(習近平) 

號召全軍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時代黨的強

軍思想，全面加強實戰化軍事訓練，全面提高打贏

能力。命令：全軍各級要強化練兵備戰鮮明導向，

堅定不移把軍事訓練擺在戰略位置、作為中心工作

，抓住不放，抓出成效。要堅持領導帶頭、以上率

下，堅持實戰實訓、聯戰聯訓，堅持按綱施訓、從

嚴治訓。要端正訓練作風、創新訓練方法、完善訓

練保障、嚴格訓練監察，開展群眾性練兵比武活動

，加強針對性對抗性訓練，提高軍事訓練實戰化水

平，牢牢掌握能打仗、打勝仗的過硬本領。全軍指

戰員要堅決貫徹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策指示，發揚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戰鬥精神，刻苦訓練、科學

訓練，勇於戰勝困難，勇於超越對手，鍛造召之即

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精兵勁旅，堅決完成黨

和人民賦予的新時代使命任務。	

資料來源：1、張祺閔，《習近平「能打勝仗」之強軍目標初探》（國防雜誌， 
                          2014 年 11 月，第 29 卷第 6 期）。 
										2、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習近平關於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 
                          標重要論述摘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4 年 3 月）。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年 11 月）。 
										4、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會講話全文，《新華網》，

2017 年 10 月 18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 
                           .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zb/kms/wzsl.htm>。 
										5、中央軍委舉行 2018 年開訓動員大會 習近平向全軍發布訓令，《人民

網-人民日報》，2018 年 1 月 4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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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1/2018/0104/c1011-29744523.html>。 
		

參、作風優良是保證：	

									所謂”風氣”，在「現代辭語詞典」解釋為”社會上或某個集體中流行的愛

好或習慣”。從這個解釋來看，風氣是一個群體的思想品德、價值觀念、精

神風貌、文化修養、行為準則等方面表現出來的趨向，本質上反映出的是一

種思想理念和價值取向，一種精神境界，更是一種在潛移默化中形成出的精

神氛圍。而”作風”，是一個組織及其他成員在思想、工作、學習、生活等

方面表現出來的一種態度和行為，是該組織性質宗旨的外在表現。80無論是”

風氣”還是”作風”，一支軍隊要始終立於不敗之地，除了從嚴從難的軍事

訓練、教育管理等，最重要的就是具有優良的風氣與作風，落實嚴整的紀律

，才能保持高昂的戰鬥精神，保有無堅不催、無往不勝之強大戰鬥力。中共

既想強軍當然對軍隊作風要特別強調。	

									1927 年 9 月 29 日，毛澤東在江西永新三灣村對部隊進行改編時，主要就是

對部隊進行思想教育，廢除舊軍隊的雇傭制度、縮編部隊、健全黨的組織，

設立黨代表，在部隊建立共產黨組織，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制度，加強

黨對部隊的領導；為了保持部隊的革命性和增強部隊戰鬥力，在”三灣改編

”時還規定：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廢除軍閥作風，禁止槍殺逃兵，官長

不許罵兵，廢除繁瑣的禮節，士兵有開會講話的自由，官兵待遇平等，連隊

建立由全體士兵民主選舉產生的士兵委員會，在黨支部的指導下進行宣傳、

組織群眾的工作，組織領導士兵的文娛生活，監督部隊的經濟開支和伙食管

理。另毛澤東也親自制定：以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

獲要歸公和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摔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

、不損壞嫁妝、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為主要內容的”三大紀律八大注意

”，集中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有別於一切剝削階級軍隊的顯著

                                                        
80 范繼超、楊娟、丁耀，《牢記強軍目標，獻身強軍實踐-2014 年部隊思想政治教育優秀講稿選》

（北京：藍天出版社，2014 年 1 月），頁 35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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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81並多次強調要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

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熱情、那麼一股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搞到底。82

這些針對強化「作風優良」措施要求，不僅破除過去軍隊封建雇傭的作風，

亦充分調整了官兵的觀念與積極性，在當時雖為開啟中共解放軍對「作風優

良」建設的開端，但卻是中共貫徹以「黨」監控軍隊的實質作為。	

									鄧小平時期，在加強軍隊作風建設也做出了許多重要的論述和要求。他針對

改革開放後，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文化及生活方式的侵蝕影響，認為必須發揚

老紅軍的優良傳統與作風，堅決旗幟鮮明地反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

個人主義，83並強調要針對”文革”對軍隊造成的影響，通過整頓把好傳統作

風恢復起來。84而江澤民在主持軍委工作期間，明確指出：”解決好打得贏，

不變質”兩個歷史性課題，始終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本色與作風，要按照

”政治合格”的總要求，全面加強軍隊建設；85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繼

承和發揚我軍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是必須長期抓住並認真解決好的一個

重大課題。2007 年 8 月，胡錦濤在慶祝建軍 80 周年時表示：人民軍隊的優

良革命傳統，集中起來就是”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定調這是

總結人民解放軍 80 年建軍治軍經驗的基本結論。86強調：我軍的光榮傳統和

優良作風係建設一系列基本原則和根本制度，包含特有的革命精神與革命作

風，是我軍 80 多年發展累積起來的寶貴精神財富，也是我軍的傳家寶。無論

時代如何發展、社會環境如何變化，這些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都不能丟，保

持永不變質的戰略高度，充分認識繼承和發揚我軍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重

                                                        
81 劉茂杰，《強軍夢》（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56。 
82 同註 81，頁 161。 
83 范繼超、楊娟、丁耀，《牢記強軍目標，獻身強軍實踐-2014 年部隊思想政治教育優秀講稿選》

（北京：藍天出版社，2014 年 1 月），頁 383。 
84 同註 81，頁 161。 
85 同註 83，頁 383。 
86 范繼超、楊娟、丁耀，《牢記強軍目標，獻身強軍實踐-2014 年部隊思想政治教育優秀講稿選》

（北京：藍天出版社，2014 年 1 月），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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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治意義，認真面對與解決這一重大課題。87綜上，這些各時期的領導人都

是以「黨」為主，從事軍隊改革與建設。	

									習近平主政後，由於軍隊貪腐嚴重，以及改革開放後社會風氣的影響，他對

於「作風優良」建設方面著墨甚深。十八大以來，即要求黨中央、中央軍委

由上而下，以上率下，大抓作風建設，把改進作風視為推進各項工作的重要

突破口。習近平曾指出：作風優良是我軍的鮮明特色和政治優勢，要把改進

作風工作引向深入，貫徹到軍隊建設和管理每個環節，真正在求實、務實、

落實上下功夫，確實依法治軍、從嚴治軍這個強軍之基，保持人民軍隊長期

形成的良好形象。88他還強調：作風問題具有頑固性和反覆性，要堅決貫徹落

實中央和軍委有關作風建設規定，持之以恆、鍥而不捨、善始善終、善做善

成，不斷把作風建設引向深入，以良好作風推動部隊全面建設。892012 年 12

月 10 日習近平在聽取廣州軍區工作匯報後即表示：要把作風建設擺在突出位

置來抓，著力整治慵懶散奢等不良風氣，以作風的進一步轉變推動部隊建設

發展；部隊不是處於真空中，社會的一些不良風氣必然會反映到部隊來，現

在對部隊作風上的一些問題也有說法，關鍵看我們抓的怎麼樣，只要我們真

正去抓，作風建設就一定會進步見成效。部隊一”鬆”一”軟”就容易散，

貽害無窮，要深入研究和把握新形勢下治軍帶兵特點規律，始終保持部隊正

規的戰備、訓練、工作生活秩序。要著力增強法規制度執行力，狠抓條令條

例和規章制度落實，堅決杜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各級

領導幹部、領導機關要從自身嚴起，為部隊做好表率，以良好的形象去影響

和帶動部隊。902012 年 12 月 26 日習近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則指

示：加強作風建設，必須下大氣力整肅軍紀，培養官兵自覺而又嚴格的組織

                                                        
87 劉茂杰，《強軍夢》（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61-162。 
88 《習近平出席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強調：牢牢把握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努力建設一

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解放軍報》，2013 年 3 月 12 日，第 1 版。 
89 習近平：緊緊圍繞實現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全面加強部隊建設《解放軍報》，2013 年 7
月 30 日，第 1 版。 
90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習近平關於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重要論述摘編》（北京：解放

軍出版社，2014 年），頁 66。 



 

40 
 

紀律觀念，認真解決管理鬆散、作風鬆散、紀律鬆散問題；要抓住官兵們反

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發展各項教育整頓，下決心加以解決，特別是要反對和

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四風)，大力整治學風會風文

風，糾治部隊反映的”五多”問題，反對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那一套，引

導各級真正把工作重點放在基層，多做關心基層、關愛官兵工作，對弄虛作

假、欺上瞞下、虛報浮誇的必須嚴肅追究責任。91因此，習近平明白要把「作

風優良」建設搞好，深入發展軍隊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極為重要

的重點工作。尤其特別強調那些最為群眾、與群眾有切身利益聯繫最為直接

的問題，紮紮實實為基層、為官兵辦實事、解難題。並始終貫徹四點總要求

，即「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集中力量糾治形式主義、官僚

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四風)。92藉以保黨和軍隊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在

2013 年 5 月 22 日習近平聽取成都軍區工作匯報後指出：要按照「照鏡子、

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總要求，堅持嚴字當頭，堅持領導當頭，堅持

在求實、務實、落實上下功夫，把作風建設不斷引向深入，著力糾治官兵反

映強烈的不正之風，著力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堅決反對幹部群眾反映強

烈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構建規範化、制度化的長

效機制藉以作為實現強軍目標提供有利的作風保證；93同時切實把”糾四風”

、”改作風”當成完成各項具體工作的內在要求，一併部署、一併推進、一

併檢查，把”一陣風”變成”長久風”，”老虎”、”蒼蠅”一起打、”大

病”、”小病”一起治，並且積極推動建章立制，劃出「紅線」、標明「雷

區」、架起「高壓線」，將「釘釘子」的精神全面落實，持之以恆，才能將

問題傾向消彌於萌芽狀態。94綜上所述，由於軍隊積弊太深，再不改善軍隊將

                                                        
91 同註 90，頁 68-69。 
92 范繼超、楊娟、丁耀，《牢記強軍目標，獻身強軍實踐-2014 年部隊思想政治教育優秀講稿選》

（北京：藍天出版社，2014 年 1 月），頁 394。 
93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習近平關於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重要論述摘編》（北京：解放

軍出版社，2014 年），頁 76。 
94 劉茂杰，《強軍夢》（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66-168。 



 

41 
 

不成軍隊，習近平乃被迫為如何強化「作風優良」建設做出了一系列的論述

。	

表 2- 3 習近平針對「作風優良」之重要意涵指示 

習近平針對「作風優良」之重要意涵指示	

時 間	 名 稱 ( 書 籍 、 會 議 )	 主 要 內 容	

2012.11.14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

會向黨的第十八次全國

代表大會工作報告	

一、加大監督檢查力度，推動中央重大決策部署

貫徹落實。	

二、扎實推進黨的作風建設，進一步密切黨同人

民群眾的血脈聯繫。	

三、堅決查辦違紀違法案件，維護黨紀國法的嚴

肅性。	

四、加強反腐倡廉宣傳教育和廉潔自律工作，進

一步規範領導幹部從政行為。	

五、健全制約監督機制，促使領導幹部正確行使

權力。	

六、深化制度建設和改革創新，提高防治腐敗工

作水平。	

七、深入開發專項治理，解決反腐倡廉建設中人

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	

八、全驗履行紀檢監察兩項職能，進一步做好行

政監察工作。	

九、堅持嚴格要求、嚴格教育、嚴格管理、嚴格

監督，加強紀檢監察機關自身建設。	

2012.12.04	

中央政治局召開審議通

過專於改進工作風氣、

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

定	

一、改進調研：輕車從簡，不安排宴請。	

二、改進會風：未獲批不出席剪綵奠基。	

三、規範出訪：一般不安排留學生迎送。	

四、改進文風：可發可不發的一律不發。	

五、改進警衛：一般情況下不得封路。	

六、改進報導：是否報導要看新聞價值。	

七、文稿發表：除安排外不得提詞出書。	

八、嚴守廉政：嚴格執行住房用車規定。	

2012.12.31	

習近平召開研究部署黨

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工作

會議	

一、黨的十八大科學判斷反腐敗鬥爭形勢，對當

前和今後一個時期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

作做出新部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

是一項長期的複雜的、艱鉅的任務。反腐倡

廉必須常抓不懈，拒腐防變必須警鐘長鳴，

關鍵就在”常”與”長”二字，一個是經常

抓，一個是長期抓我們要堅定決心，有腐必

反、有貪必肅，不斷剷除腐敗現象的土壤，

以實際成效取信於民，這就是當前我們黨對

反腐敗鬥爭形勢的基本判斷，也是我們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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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開展反腐敗鬥爭的基本態度。	

二、當前新形勢下、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險峻，

少數黨員幹部宗旨意識薄弱，形式主義、官

僚主義問題突出，奢侈浪費現象嚴重，一些

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個別領導幹部

特別是高級幹部嚴重違紀違法。全黨必須增

強憂患意識、風險意識、責任意識，既堅定

果斷剎風整紀，加大辦案進度，堅決遏制腐

敗現象蔓延勢頭，又樹立長期作戰思想，注

重深化改革，健全體制機制，加強源頭管理

，不斷剷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不斷

的以反腐倡廉實際成效推進廉潔政治建設。	

2013.01.22	
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

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一、2013 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開局

之年，做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意義

重大。要按照黨的十八大部署和要求，堅持

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堅持標本兼治、綜合

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著力嚴明黨的

紀律特別是政治紀律，切實轉變領導機關和

領導幹部工作風氣，認真解決反腐倡廉中的

突出問題，明確重點、狠抓落實，改革創新

、攻堅克難，推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

爭向縱深發展。	

二、為此，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堅

決維護黨章的權威性和嚴肅性；二是不折不

扣落實中央關於改進工作風氣、密切聯繫群

眾的”八項規定”；三是堅持懲治和預防腐

敗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四是用鐵的紀律打

造人民滿意的紀檢監察幹部隊伍。	

2013.01.30 
黨的十八大基本思想、

基本觀點、基本要求	

全黨要增進緊迫感和責任感，牢牢把握加強黨的

執行能力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這條主線，

堅持解放思想、改革創新，堅持黨要管黨、從嚴

治黨，全面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

建設、反腐倡廉建設、制度建設，增強自我淨化

、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設學

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確

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

核心。	

2013.07.11 習近平西柏坡發表講話	

重述過去毛澤東同志在黨的第七屆中全會上提出

的「兩個務必」，要求黨在勝利面前要保持清醒

頭腦，繼續的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

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的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2013.07.26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

講話	

一、反腐倡廉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多管

齊下，綜合施策，而思想道德建設具有基礎

性作用，這就是堅持從教育抓起，引導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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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員、幹部堅守黨的精神家園，牢固樹立正

確的世界觀、權力觀、事業觀，模範踐行社

會主義榮辱觀，樹立良好道德風尚，不斷落

實黨員幹部廉潔從政的思想道德根基，築牢

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反腐倡廉，核心

是制約和監督權力，關鍵是讓權力在陽光下

運行。繼續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做到

有腐必懲、有案必查，不管涉及到誰都要一

查到底，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	

二、強調對作風之弊、行為之垢來一次大排查、

大檢修、大掃除，切實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

烈的突出問題。當前，黨內脫離群眾現象大

量存在，集中表現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享樂主義及奢靡之風四風之上，是違背我們

黨的性質與宗旨，是當前群眾深惡痛絕、反

應最為強烈的問題，是損害群眾幹部關係的

重要根源。要解決這”四風”，要對準聚焦

、找準穴位、抓住要害，以”照鏡子、正衣

冠、洗洗澡、治治病”為總要求，隨著工作

深入推進，黨風政風一定會有新的轉變。	

2013.11.30	

認真學習十八屆三中全

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

學習讀本	

一、要建立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堅持

用制度管權管人管事，保障人民知情權、參

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是權力正確運行的

重要保證。確保政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紀

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

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堅持科學決策、民

主決策、依法決策，健全決策機制和程序，

發揮思想庫作用，建立決策問責與糾錯制度

，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都要充分聽

取群眾意見、凡是損害群眾利益的作法都要

堅決防止與糾正。	

二、推進權力運行公開化、規範化，完善黨務公

開、政務公開、司法公開和各領域辦事公開

制度，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

咎辭職、罷免等制度，加強黨內監督、民主

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讓人民監督權

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實現用制度管權

管事管人，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構建

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

體系，真正把權力關進籃子裡面，只有這樣

，才能有效防止權力亂用和腐敗滋生，建設

廉潔政治，實現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

清明。	

2014.03.01	 習近平關於黨在新形勢 一、從嚴治軍是建設強大軍隊的鐵律，古語說的



 

44 
 

下的強軍目標重要論述

摘編	

好：慈不掌兵。稀稀拉拉、鬆鬆垮垮，就不

成其為軍隊，就打不了仗，更不可能打勝仗

。部隊一”鬆”一”軟”，就容易散，貽害

無窮，要把作風建設擺在突出位置來抓，著

力整治慵懶散奢等不良風氣，以作風的進一

步轉變推動部隊建設發展。	

二、加強黨作風建設，是黨的建設、軍隊建設的

一個重要方面，直接關係軍隊形象和戰鬥力

建設，目前上上下下最擔心的莫過於貫徹中

央八項規定精神和軍委十項規定會不會搞一

陣風，堅持不下去，作風問題具有頑固性和

複雜性，貴在”常”、”長”二字，必須發

揚”釘釘子”精神，持之以恆、鍥而不捨，

我們軍委一定要有這個決心，給全軍吃顆定

心丸。	

三、軍隊抓作風建設，最重要的是聚焦能打仗、

打勝仗，貫徹和體現戰鬥力這個唯一根本的

標準，為實現強軍目標提供堅強作風保證。

要通過狠抓作風建設，把部隊帶的狠有生氣

、很有活力，形成全軍上下同心協力抓戰鬥

力的強大聲勢和濃厚氛圍。	

2014.06.30 
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

加強改進作風制度建設

進行第十六次集體學習	

抓作風是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重要切入

點和著力點，必須堅持從嚴治黨，落實管黨治黨

責任，把作風建設要求融入黨的思想建設、組織

建設、反腐倡廉建設、制度建設之中，全面提高

黨的建設水平。抓作風既要著力解決當前突出問

題，又要注重建立長效機制，下功夫、用狠勁，

持續努力、久久為功。	

2018.01.03 
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

國代表大會開幕會講話

全文(習近平)	

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不斷提高全面

從嚴治黨水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要管黨、

全面從嚴治黨，是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

偉大斗爭、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實

現民族復興偉大夢想的根本保證，也是我們黨緊

跟時代前進步伐、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必

然要求。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

改革的實踐都證明，什麼時候我們黨自身堅強有

力，什麼時候黨和人民事業就能無往而不勝。黨

的十九大總結我們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

的新鮮經驗，明確提出了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

。這個總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說教的，而

是來自加強黨的建設、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現實

需要，來自解決黨內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的現

實需要，來自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增強黨

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的現實需要，來自永保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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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質和宗旨、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的

現實需要，來自堅持黨的執政地位、提高黨的執

政能力、擴大黨的執政基礎的現實需要。我們一

定要深刻認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我們黨

自身建設提出的新要求，著眼於我們黨更好擔當

使命，總結運用成功經驗，正視解決突出問題，

一刻不停歇地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在

新時代的征程上，全黨同志一定要按照新時代黨

的建設總要求，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

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拿出恆心和韌勁，繼

續在常和長、嚴和實、深和細上下功夫，管出習

慣、抓出成效。只要始終做到自身硬，我們黨就

一定能夠具有堅如磐石的意志和堅不可摧的力量

，就一定能夠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

就一定能夠引領承載著中國人民偉大夢想的航船

破浪前進、勝利駛向光輝的彼岸。	

資料來源：1、高層大講堂編寫組，《高層大講堂-十八大以來中央政治局集體學  
                          習的重大議題》（北京：紅旗出版社，2016 年 3 月）。 
										2、十八大後中國共產黨治理國政新方略「編寫組」，《十八大後中 
                          國共產黨治理國政新方略-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3 年 10 月）。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年 11 月）。 
										4、全面深化改革學習讀本「編寫組」，《認真學習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

全面深化改革學習讀本》（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 年 11 月

）。 
										5、何毅亭，《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 8 月）。 
										6、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會講話全文，《新華網》，

2017 年 10 月 18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 
                           .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zb/kms/wzsl.htm>。 
	

所謂「積弊太深」，以下舉證兩個最鮮明而具體作為的實例：中共內部

的貪污腐敗，一直是個棘手嚴重而難以解決的問題，尤其是各級官員和軍隊

幹部，連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痛心疾首，在他擔任國務院總理時屢次痛責

，說：「再不面對問題，就會亡黨亡國。」只是由於中國大陸的「十個幹部

九個貪」，連中共黨、政、軍的最高層都普遍大貪特貪，如此又有誰敢撥亂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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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習近平主政上任後，為整飭軍隊，就運用他私交甚篤的總後勤部政委劉源

上將，暗中調查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中將，谷俊山是江澤民一手提拔的愛

將，總後所業管的營房、營地、油料、糧秣等，都涉及巨大的利益。2013 年

1 月，谷俊山老家被抄，同年 5 月，谷俊山被停職並接受調查。在谷俊山被

捕後，劉源接著「順藤摸瓜」，讓谷俊山吐露前中央軍委郭伯雄、徐才厚兩

位副主席的貪腐事實。2014 年 3 月，中共軍事檢察院以谷俊山涉嫌貪汙、受

賄、挪用公款、濫用職權等罪，向軍事法院提起公訴，接著徐才厚上將被立

案調查。2015 年 3 月，中共中央軍委會前副主席郭伯雄也被立案調查。由於

郭伯雄、徐才厚兩位前軍委副主席的犯罪證據明確，因此他們先後均被開除

。95	

									中共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張陽上將，長期在原廣州軍區服役，曾任解

放軍原 42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政委，廣州軍區政治部主任，2007 年擔任廣

州軍區政委。2012 年中共十八大前，張陽升任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2016 年 1 月，張陽擔任軍改後成立的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首任主任。據指其

與長期掌控軍委政工部的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關係密切。96房峰輝上將則是中

共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的老鄉兼舊部屬，房峰輝曾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成

員，該委員會負責管理中國人民解放軍；他還曾任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協助

執行習近平於 2015 年開始的大規模軍事重組。此前，他曾於 2009 年指揮在

北京市中心舉行的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0 週年閱兵式，似乎是習近平軍

事現代化政策的積極擁護者。如果把房、張兩人的履歷放在一起觀察，便不

難看出他們還曾是同一個班子的「老搭檔」。房峰輝在 2003 年到廣州軍區履

職參謀長後一年，張陽調任該軍區政治部主任。此後二人在同一個班子中搭

                                                        
95 李亞明，《習近平「中國夢」、「強軍夢」之實踐-以軟、硬實力為例》（2016 中共軍力現代化研討

會論文集，民國 105 年 9 月 29 日），頁 68。 
96 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張陽在家中畏罪自殺《聯合早報》，2017 年 11 月 29 日，

<http://www. zaobao.com.sg/znews/greater-china/story20171129-814678>（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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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4 年直至 2007 年。十八大之後，此二人又分別執掌總參、總政兩大系統，

在十八屆中央軍事委員會共事。97	

									然 2017 年 8 月 28 日，經黨中央批准，中央軍委決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

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原委員、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

張陽進行組織談話，調查核實其涉郭伯雄、徐才厚等案問題線索，經調查核

實，張陽嚴重違紀違法，涉嫌行賄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犯罪。張陽接受

組織談話期間，一直在家中居住。2017 年 11 月 23 日上午，張陽在家中自縊

死亡；98另 2018 年 1 月 9 日，經中共黨中央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

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原委員、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原參謀長房

峰輝因涉嫌行賄、受賄犯罪，被移送軍事檢察機關依法處理。99由此可知，共

軍的貪腐實非一日之寒，習近平想要實現強軍夢，當然要痛下殺手。	

表 2- 4 習近平打貪「落馬軍老虎」關係⼀覽表 

習近平打貪「落馬軍老虎」關係一覽表	

姓名	 徐才厚	 郭伯雄	 張陽	 房峰輝	

落馬時	

的職位	
中共軍委副主席	 中共軍委副主席	

中共軍委政治工作

部主任	

中共中央軍委前委

員、中央軍委聯合

參謀部前參謀長	

落馬歷程	

2014 年 3 月 15 日

被調查。2014 年 6
月 30 日被開除中

共黨籍、移送最高

檢察院授權軍事檢

察機關處理。2015
年 3 月 15 日因癌

症死亡。 

2015 年 4 月 9 日

被調查。2015 年 7
月 30 日被開除中

共黨籍、移送司法

處 理 。 2016 年 4
月 5 日偵查終結，

移送審查起訴。 
2016 年 7 月 25 日

被判終身監禁。 

2017 年 8 月 28 日

被 調 查 。 2017 年

11 月 28 日，官媒

指其被調查期間畏

罪自殺。 

2018 年 1 月 9 日

被移送軍事檢察機

關處理。 

落馬原因	
直接和通過家人收

受賄賂「數額特別

利用職務便利為他

人謀取利益，直接

行賄、受賄、巨額

資產來源不明犯罪

行賄、受賄犯罪。	

                                                        
97 房峰輝作為軍中高級將領，為何還行賄？《鳳凰網》，2018 年 1 月 9 日，<https://www. pixpo.ne 
t/others/0I5zwv15.html?utm_source=related&utm_medium=recommend>（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30
日）。 
98 房峰輝終於正式落馬，解放軍報刊文揭重磅內幕!《全球華人聯盟》，2018 年 1 月 10 日，<https: 
//www.pixpo.net/post477846 >（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30 日）。 
99 房峰輝被依法處理：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解放軍報》，2018 年 1 月 10 日，<http: //mili 
tary.people.com.cn/n1/2018/0110/c1011-29755740.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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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	 或間接收受賄賂，

嚴重違反黨紀，涉

嫌受賄犯罪，情節

嚴重，影響惡劣。	

。	

關係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

的親信、「軍中最

愛」。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

的親信	

徐才厚的嫡系。	

＊為出任總政治部

主任，曾分別向郭

伯雄、徐才厚行賄	

郭伯雄的老鄉兼舊

部。	

2003 年 12 月，房峰輝履新廣州軍區參

謀長；張陽 2004 年 12 月任廣州軍區政

治部主任；兩人「搭檔近 3 年」。 
2012 年 10 月，張陽接任總政治部主任 
，房峰輝接任總參謀長，兩人同時晉升

軍委委員，兩人又「成為搭檔近 5 年」	

資料來源：1、房峰輝落馬，今年首隻軍老虎《大紀元》，2018 年 1 月 18 日，<h               
                           ttps://www.epochtimes.com.tw/n237671/%E6%88%BF%E5%B3%B0 
                           %E8%BC%9D%E8%90%BD%E9%A6%AC-%E4%BB%8A%E5%B 
                           9%B4%E9%A6%96%E9%9A%BB%E8%BB%8D%E8%80%81%E8 
                           %99%8E.html>。 
										2、作者摘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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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強軍政策的指導原則	

習近平主政後，便積極推銷他的「中國夢」理念，從 2012 年 11 月 29 日，

習近平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便有感表達：每個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

己的夢想，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

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歷史告訴

我們，每個人的前途命運都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國家好、民族好

，大家才會好。把我們的黨建設好、團結全體中華兒女把我們國家建設好，把我

們民族發展好，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奮勇前進。100延續到 2012 年

12 月 10 日與廣州部隊師以上領導幹部合影後提出：前不久，我參觀了《復興之

路》展覽，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

我想說，這個偉大的夢想，就是強軍夢，對於軍隊來講，也是強軍夢。所以，我

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定要繼續積極努力，堅持富國和強軍相統一，建

設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101然在其就任後的前三個月內，已陸續視察瞭解放軍各

個部隊，包含陸、海、空軍和飛彈部隊與設施，且視導期間多次各級幹部、官兵

闡述其對於軍隊思想的啟發、軍隊建設的方針、軍隊幹部的期許等，這種種強軍

整軍動作，明顯有別於前過去幾任領導人的實質作為，與前兩任領導人江澤民與

胡錦濤的時期相比，幾乎不曾見到這種情形。不難理解他對「強國必先強軍」的

主導權與決心。	

但習近平充分意識到現今世界軍事革命是一個新的歷史契機，機會稍縱即逝

，如果沒有乘勢而上、創新突破、有所作為，很可能走回頭路，甚至將錯過了整

整一個時代。因此，在 2012 年 12 月 26 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明確強調：全

面貫徹落實十八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三

                                                        
10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年 11
月），頁 83-84。 
101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習近平關於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重要論述摘編》（北京：解放

軍出版社，2014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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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強化軍隊革命化、現代化與正規化

建設，不斷拓展和深化軍事鬥爭準備，為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

良的人民軍隊而奮鬥。以下針對這幾項指導原則，簡述其關聯性如后：	

壹、鄧小平理論：	

								按中共的說法，鄧小平理論孕育於 1975 年的全面整頓的實踐中；開始產生

在 1978 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形成主題在 1982 年黨的十二大，構成理論

輪廓在 1987 年黨的十三大，確立科學的理論體系在 1992 年鄧小平視察南方

的重要談話和黨的十四大。黨的十五大正式提出“鄧小平理論”。黨的十四

大報告把鄧小平理論的主要內容概括為九個方面，即：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問題，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問題，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問題，社會主義的發

展動力問題，社會主義建設的外部條件問題，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保證問題

，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步驟問題，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問題，以

及祖國統一問題。102貫通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領域，涵蓋經

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軍事、外交、統一戰線、黨的建設等

方面比較完備的科學體系。103就中共普遍學者觀點而言，可將該理論的形成

分為四個階段：1978-1982 年為基本理論命題提出的階段，1982-1987 年為理

論形成基本輪廓的時期，1987-1992 年為理論走向成熟，確立體系的時期，

1992-1997 年為理論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的時期。104而且他們還認為，鄧小平理

論是一場以「實事求是」為精神實質的思想解放運動過程中產生或引用，旨

在打破精神桎梏，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系列指導思想的總匯，

其與中共在 80 年代施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密不可分。105	

                                                        
102 黨史百科，《鄧小平理論》《人民網》<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 /165617/173273/103572 
66.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30 日）。 
103 MBA 智庫、百科，《什麼是鄧小平理論?》<http://wiki.mbalib.com/zh-tw/%E9%82%93%E5%B0 
%8F%E5%B9%B3%E7%90%86%E8%AE%BA#.E5.8F.82.E8.80.83.E6.96.87.E7.8C.AE>（檢索日期 
：2018 年 1 月 30 日）。 
104 維基百科，《鄧小平理論》<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82%93%E5%B0%8F%E5%B9%B 
3%E7%90%86%E8%AE%BA>（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30 日）。 
105 同註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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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鄧小平根據新的歷史時期的具體國情、軍情也有其所謂的新時期軍

隊建設理論，這一理論包括：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

新時期軍隊建設要以現代化為中心，注重質量建軍，走精兵強國之路，加強

和改進軍隊政治工作，提高後勤保障能力。對照習近平對於中共的十八大對

軍事指導理論所提出的明確要求：國防和軍隊建設，必須以鄧小平新時期軍

隊建設思想為指導，是抓住了推進國防與軍隊現代化的根本，對於全軍堅定

對黨的軍事指導理論的信仰，科學認識和把握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基本規律，

始終保持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正確方向，具有重大的意義。106可以充分顯示習

近平在「國防與軍隊建設」方面，完全是以鄧小平理論一脈相承，作為其要

求之立論基礎。	

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下簡稱”三個代表”)：	

								是 2000 年 2 月 25 日由時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在廣東省高州

市考察時首次提出，2002 年正式定名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它是中共自

稱在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之後，再一套由黨和國家領導

人發明的政治理論。107後 2001 年 7 月 1 日，江澤民於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80 周年大會中，再次全面系統的闡述了「三個代表」的科學意涵：108	

				一、要始終代表中國大陸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二、要始終代表中國大陸內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三、要始終代表中國大陸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江澤民所提之「三個代表」論述觀點，雖未針對國防和軍隊建設刻意著墨

，然可以顯見其整體內容之重心與主軸是圍繞在「加強黨的建設」、「提升

人民生活水平」及「爭取人民群眾最大利益」方面，朝大眾化、現代化、科

學化的方向努力，但是這些目標的達成，必能影響整體國家、社會及國防(軍

                                                        
106 總政治部宣傳部，《黨的十八大基本思想、基本觀點、基本要求》（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3
年 1 月），頁 140。 
107 維基百科，《三個代表》<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4%B8%AA%E4%BB%A3 
%E8%A1%A8>（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30 日）。 
108 維基百科，《三個代表》<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4%B8%AA%E4%BB%A3 
%E8%A1%A8>（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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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發展，這與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始終把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群眾工

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紮實開展了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題的黨的群眾

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堅決糾正各種脫離群眾的不正之風，號召全黨同志以優

良作風把人民群眾緊緊凝聚在一起，與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團結奮鬥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匯聚強大力量，109兩者是有相同理念

。	

參、科學發展觀：	

								科學發展觀是由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所提出的。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

代表大會上寫入黨章，成為中共指導思想之一。110照胡錦濤的說法，科學發

展觀的本質和核心是堅持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是在堅持毛澤東、鄧小平和

江澤民關於發展的重要思想，充分肯定新時期特別是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的

基礎上，從新世紀新階段的實際出發，適應現代化建設，解決發展難題的基

礎上提出來的。「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以人為本的概念

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滿足人們的多方

面需求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包括四個具體方面：111	

	一、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	

	二、尊重和保障人權，包括公民的政治、經濟、文化權利。	

	三、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	

	四、創造人們平等發展、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社會環境。	

				前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部分，已對應於習近平所說之「加強黨的建設」、

「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及「爭取人民群眾最大利益」方面；而對於「科學發展觀

」，所謂以「人」為導向，顯示習近平與胡錦濤都很清楚地意識到，中共要進入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立屬於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國家這個理念，就

                                                        
109 范繼超、楊娟、丁耀，《牢記強軍目標，獻身強軍實踐-2014 年部隊思想政治教育優秀講稿選》

（北京：藍天出版社，2014 年 1 月），頁 346。 
110 MBA 智庫、百科，《科學發展觀》<http://wiki.mbalib.com/wiki/%E7%A7%91%E5%AD%A6%E5 
%8F%91%E5%B1%95%E8%A7%82>（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30 日）。 
111 維基百科，《科學發展觀》<https://zh.wikipedia.org/zh-hk/%E7%A7%91%E5%AD%A6%E5%8F% 
91%E5%B1%95%E8%A7%82>（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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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以科學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實現經濟實力與國防實力同步發展，著手

改善「人」的需求問題、素質問題、及生活水平問題。一旦「人」的問題解決了

，而「富國」和「強軍」本是生命共同體，本有連帶關係，國家跟著「富」了，

軍隊也就「強」了。					

				習近平曾說：中國夢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

人民造福，這根本上清楚地揭示了堅持群眾路線與實現中國夢的內在關係。112中

共十八大報告也指出：要緊緊圍繞保持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在全黨深入開展以

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應強

烈的突出問題，提高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能力。只有切實改進黨的工作風氣

，才能提高新形勢下做好群眾工作的能力，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也才

能將廣大的人民群眾緊緊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發揮人民群眾在建設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中的主力軍作用。113顯見習近平對「人」與「群眾」工作的重視。而軍隊

是社會的縮影，如果解決了「人」的問題，和群眾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使群眾

支持軍隊、參與軍隊、尊重軍隊，甚至走入軍隊，就能提升整體軍隊素質，這樣

就比較能做到習近平所提倡：剷除「四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及奢

靡之風)、貫徹「四點要求」(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達到「作風優

良」的目標了。2013 年 6 月 28 日，習近平在中央軍委會議上強調：治軍之道，

要在得人。我們講，軍委謀全局、抓大事，很關鍵的是要把幹部隊伍建設，這件

關係軍隊建設全局、關係未來戰爭勝負的大事抓好。我們要把聽黨指揮、能打勝

仗、作風優良的目標要求，貫徹體現到幹部工作方面，作為衡量和選用幹部的標

準，轉化幹部工作的制度安排，為實現強軍目標提供堅強的組織保證和人力支撐

；選用幹部，要堅持才德兼備、以德為先，堅持五湖四海、任人為賢，樹立注重

基層的導向、注重實際的導向、注重官兵公認的導向，增強選人用人的科學性、

準確性、公信度。高度重視優秀年輕幹部培養選拔工作，確保軍隊各級領導班子

                                                        
112 范繼超、楊娟、丁耀，《牢記強軍目標，獻身強軍實踐-2014 年部隊思想政治教育優秀講稿選》

（北京：藍天出版社，2014 年 1 月），頁 349。 
113 同註 118，頁 34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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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充滿活力、後繼有人，重視培養選拔年輕幹部，不是單純強調年齡，搞一刀

切，還是要堅持”老中青”相結合的傳統，合理使用各年輕幹部，調動方方面面

的積極因素，形成梯次配備合理的幹部隊伍結構，大規模培養高素質新型軍事人

才，以實現強軍目標的戰略性要求。114，就可看出習近平從「人」、「社會群眾

」問題改善、素質提升的角度和著眼，進而延伸至從事國防軍隊建設與改造的用

心。	

表 2- 5「三⼤路線」與習近平強軍指導政策對照⼀覽表 

「三大路線」與習近平強軍指導政策對照一覽表	

路線	 主要闡述內容	 與習近平強軍指導政策論述觀點	

鄧小平理論	

一、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

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回答

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

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

外 部 條 件 、 政 治 保 證 、 戰 略 步

驟、黨的領導和依靠力量以及祖

國統一等一系列基本問題，指導

中國共產黨制定了在社會主義初

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以鄧小平

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

中央領導集體智慧的結晶，而不

是鄧小平個人的理論。	

二、是一場以「實事求是」為精神實

質的思想解放運動過程中產生或

引用的理論，主要內容概括為九

個方面，即：社會主義的發展道

路問題、發展階段問題、根本任

務問題、發展動力問題、建設的

外部條件問題、建設的政治保證

問題、建設的戰略步驟問題、領

導力量和依靠力量問題，以及祖

國統一問題。	 貫通哲學、政治經

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領域，涵

蓋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

化、民族、軍事、外交、統一戰

線、黨的建設等方面比較完備的

一、國防和軍隊建設，必須以鄧小平

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為指導，是

抓住了推進國防與軍隊現代化的

根本，對於全軍堅定對黨的軍事

指導理論的信仰，科學認識和把

握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基本規律，

始終保持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正確

方向。	

二、鄧小平同志早在 1977 年就指出，

要看到我們各級幹部指揮現代化

戰爭的能力都很不夠，要承認我

們 軍 隊 打 現 代 化 戰 爭 的 能 力 不

夠。這番話是針對機械化半機械

化條件講的。今天，我們已經處

在 信 息 化 條 件 下 ， 這 ” 兩 個 能

力”不夠，的問題更加突出。一

旦發生戰事，如果我們打不贏，

那是要負歷史責任的。	

三、我們軍隊的軍事、政治、後勤、

裝備等各方面工作，最終都要有

利於提高部隊打仗能力，如果不

能落到這一點上，那做得再多也

是虛功啊!	

四、堅持以鄧小平新時期的軍隊建設

理論，深入掌握黨的軍事指導理

論的科學內涵、精神實質、基本

                                                        
114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習近平關於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重要論述摘編》（北京：解放

軍出版社，2014 年），頁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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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體系。	

三、鄧小平軍隊建設思想體系的核心

內容。包括：建設一支強大的現

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新時

期軍隊建設要以現代化為中心，

注 重 質 量 建 軍 ， 走 精 兵 強 國 之

路，加強和改進軍隊政治工作，

提高後勤保障能力。	

要求，自覺用於研究新情況、解

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不斷把

國 防 和 軍 隊 現 代 化 建 設 推 向 前

進。	

江澤民	

”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	

一、2002 年正式定名為「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其科學意涵：始終代

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就

是 黨 的 理 論 、 路 線 、 綱 領 、 方

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努力

體 現 發 展 面 向 現 代 化 、 面 向 世

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

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的要

求，促進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

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為我

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精神

動力和智力支持。	

二、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大陸廣大

人 民 的 根 本 利 益 ， 就 是 黨 的 理

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

各項工作，必須堅持把人民的根

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充分

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

創造性，在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

基礎上，使人民群眾不斷獲得切

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以

下針對「三個代表」主要內容歸

納出三點：		

一、要始終代表中國大陸社會生產力

的發展要求。	

二、要始終代表中國大陸內先進文化

的前進方向。	

三、要始終代表中國大陸廣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	

一、始終把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群

眾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紮

實開展了以”為民務實清廉”為

主題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

動，堅決糾正各種脫離群眾的不

正之風，號召全黨同志以優良作

風把人民群眾緊緊凝聚在一起，

與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團

結奮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匯聚強大力量。	

二、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是檢驗黨一

切執政活動的最高標準。這一個

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我們黨一

切執政活動的根本目的、依靠力

量和評價標準，進一步深化對共

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和把握，體

現馬克思主義權力觀，反映我們

黨對人民的責任與深厚感情，也

是集中體現了我們黨推進經濟建

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

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價值

取向。就是把普遍性與特殊性、

人類社會的普遍性價值與共產黨

人的自覺追求結合起來，體現了

共產黨人的理論自覺，體現了社

會主義的根本優勢，體現了對共

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

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

化。	

胡錦濤	

科學發展觀	

「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

核心，以人為本的概念是「要把人民

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

點，不斷滿足人們的多方面需求和促

進人的全面發展。」包括四個具體方

面：	

一、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

一、中國夢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

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

人民造福，這根本上清楚地揭示

了堅持群眾路線與實現中國夢的

內在關係。	

二、要緊緊圍繞保持黨的先進性與純

潔性，在全黨深入開展以為民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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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健

康水平。	

二、尊重和保障人權，包括公民的政

治、經濟、文化權利。	

三、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

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	

四、創造人們平等發展、充分發揮聰

明才智的社會環境。	

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群眾路線

教育實踐活動，著力解決人民群

眾反應強烈的突出問題，提高做

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能力。只

有切實改進黨的工作風氣，才能

提高新形勢下做好群眾工作的能

力，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

繫，也才能將廣大的人民群眾緊

緊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發揮人

民群眾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的主力軍作用。	

三、治軍之道，要在得人。我們講，

軍委謀全局、抓大事，很關鍵的

是要把幹部隊伍建設，這件關係

軍隊建設全局、關係未來戰爭勝

負的大事抓好。我們要把聽黨指

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目標

要求，貫徹體現到幹部工作方面

，作為衡量和選用幹部的標準，

轉化幹部工作的制度安排，為實

現強軍目標提供堅強的組織保證

和人力支撐；選用幹部，要堅持

才德兼備、以德為先，堅持五湖

四海、任人為賢，樹立注重基層

的導向、注重實際的導向、注重

官兵公認的導向，增強選人用人

的科學性、準確性、公信度。	

四、高度重視優秀年輕幹部培養選拔

工作，確保軍隊各級領導班子始

終充滿活力、後繼有人，重視培

養選拔年輕幹部，不是單純強調

年齡，搞一刀切，還是要堅持”

老中青”相結合的傳統，合理使

用各年輕幹部，調動方方面面的

積極因素，形成梯次配備合理的

幹部隊伍結構，大規模培養高素

質新型軍事人才，以實現強軍目

標的戰略性要求。就可看出習近

平從「人」、「社會群眾」問題

改善、素質提升的角度和著眼，

進而延伸至從事國防軍隊建設與

改造的前瞻指導。	

資料來源：1、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習近平關於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   
                          標重要論述摘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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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總政治部宣傳部，《黨的十八大基本思想、基本觀點、基本要求 
                           》（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3 年 1 月）。 
										3、范繼超、楊娟、丁耀，《牢記強軍目標，獻身強軍實踐-2014 年部  
                          隊思想政治教育優秀講稿選》（北京：藍天出版社，2014 年）。 
										4、黨史百科，《鄧小平理論》《人民網》<http://dangshi.people.com.c 
                           n/BIG5/165617/173273/10357266.html>。 
										5、MBA 智庫、百科，《什麼是鄧小平理論?》<http://wiki.mbalib.com              
                          /zh-tw/%E9%82%93%E5%B0%8F%E5%B9%B3% E7%90%86%E8% 
                          AE%BA#.E5.8F.82.E8.80.83.E6.96.87.E7.8C.AE>。											

										6、維基百科，《三個代表》<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 
                          9%E4%B8%AA%E4%BB%A3%E8%A1%A8>。 
										7、楊德山，《三個代表》《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http://cpc.peop  
                          le.com.cn/BIG5/64162/64171/4527680.html>。 
										8、維基百科，《三個代表》<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 
                          89%E4%B8%AA%E4%BB%A3%E8%A1%A8>。 
										9、MBA 智庫、百科，《科學發展觀》<http://wiki.mbalib.com/wiki/ 
                          %E7%A7%91%E5%AD%A6%E5%8F%91%E5%B1%95%E8%A7 
                         %82>。 
									10、維基百科，《科學發展觀》<https://zh.wikipedia.org/zh-hk/%E7% 
                          A7%91%E5%AD%A6%E5%8F%91%E5%B1%95%E8%A7%82>。 
									11、作者摘錄整理。	

	

就以上述表 5 所綜整的內容來看，習近平承襲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與科

學發展史觀等三大路線的中心思想，對其所提倡的強軍政策的指導原則，確實是

不相違背，沒有牴觸的；但如果只是以這些理論視為圭臬、作為依歸，而不能與

時俱進、審時度勢，甚至只是「風聲大雨點小」的高喊口號，是否能真正深入找

出中共目前內、外部有關國防和軍隊事務的盲點和問題，付諸於實際的解決作為

，想要實現他的「強軍夢」、「中國夢」，是有其難度的，值得持續關注而探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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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共強軍政策的步驟與規劃發展	

第一節	強軍政策的步驟	

				中共自建政以來，對於軍隊及國防建設，始終特別重視，然習近平主政後的這

五年以來，在強軍政策上，除了承襲著過去幾任領導人的思維，甚至更加大膽、

明確，無非是習近平了解中共整體的國防政策和軍隊建設，尚有諸多長期矛盾與

問題有待解決，這些嚴峻的考驗，倘若沒有積極作為，中共國力發展勢必停滯不

前，甚至倒退，更別說要實現「中國夢」，擠進所謂的「世界霸權」了。	

				因此，習近平在 2012 年 12 月 26 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即提出：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是我們的強國夢，對軍隊來講就是強軍夢。沒有一支強大的軍隊，沒

有一個鞏固的國防，強國夢就難以真正實現；要牢記聽黨指揮這個強軍之魂，能

打仗、打勝仗這個強軍之要，依法治軍、從嚴治軍這個強軍之基，走中國特色強

軍之路，推動軍隊現代化建設跨越式發展，努力建設與國際地位相稱、國家安全

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115接續 2017 年 10 月 18 日甫落幕的十

九大，習近平對於國防與軍隊建設的期許，再次表示：強軍興軍開創新局面，著

眼於實現中國夢、強軍夢，制定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全力推進國防和軍隊現

代化；並且明確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是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

良的人民軍隊，把人民軍隊建設成為世界一流軍隊，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

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支撐。必須全面貫徹黨領導人民軍隊的一系

列的根本原則和制度，確立新時代黨的強軍思想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的指導地位

，堅持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興軍、依法治軍，更加注重聚焦實戰，更加注

重創新驅動，更加注重體系建設，更加注重集約高效，更加注重軍民融合，實現

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116	

                                                        
115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習近平關於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重要論述摘編》（北京：解放

軍出版社，2014 年），頁 3-4。 
116 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會《新華社》，2017 年 10 月 18 日，<http://big5.xinhuan 
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zb/kms/wzsl.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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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強軍的步驟，實際上在過去中共幾任領導人對此已有其見解與政策指導。

1998 年 3 月江澤民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會議講話

時指出：從現在到下個世紀的十年時間，對我們來說是非常緊要的，這個時期，

是新的世界軍事變革的初始階段，只要我們看的準、措施得當，實際工作抓得很

緊，就可能使使我們的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有一個較大的跨越式發展，從而大大縮

短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為我們以後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並提出”三步走

”發展戰略逐步實現軍隊信息化。即爭取用二十年基本實現由機械化向信息化的

轉變，再經過三十年發展，實現軍隊信息化。按照”三步走”發展戰略推進國防

和軍隊信息化。而第一步是主要關鍵，因為這十年時間的根本任務是為國防和軍

隊信息化打下堅實的基礎。因此，必須充分利用當前難得的戰略機遇期，以改革

為動力、以科技創新為標竿、以信息化為目標，認真借鑒發達國家軍隊信息化建

設的有益經驗，充分利用國內和國際的戰略資源，使軍隊信息化水平與發達國家

軍隊的差距有所縮小，積蓄力量，為以後做好準備、打好基礎。而所謂的”三步

走”，意即：117		

壹、第一步：	

								從現在起到 2010 年，用十幾年時間，努力實現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提出的

各項要求，為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打下堅實基礎。主要解決好軍隊的規模、體

制編制和政策制度問題，把軍隊員額壓縮到適度規模，建立起比較科學的體

制編制，形成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比較配套的政策制度；調整

完善國防動員體制；解放軍人才培養要上一個新台階；擁有一批性能先進的

主戰武器裝備，形成適應高技術條件下作戰的精幹有效的武器裝備基本體系

，具備遂行新時期軍事鬥爭任務的威懾和實戰能力。	

貳、第二步：	

								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和軍費的相應增加，

加快解放軍質量建設的步伐，適當加大發展高技術武器裝備的力度，完善武

                                                        
117 牛力、邱桂金，《國防與軍隊建設的科學指南—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軍事思想研究》（北

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頁 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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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裝備體系，全面提高部隊素質，進一步優化體制編制，使國防和軍隊現代

化建設有一個較大發展。	

參、第三步：再經過三十年的努力，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實現中共國防和軍隊現

代化。	

				2011 年 12 月 6 日，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則強調：建設與國際地位相稱、與

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是中共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

務。必須堅持以國家核心安全需求為導向，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按照國防

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構想，加緊完成機械化和信息化建設雙重歷史

任務，力爭到 2020 年基本實現機械化，信息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118	

				到了習近平主政後，自認這五年來對於強軍政策上著墨甚深，除承襲江、胡的

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並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2016 年 3 月 13 日習近平出席十

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表示：把創新擺在解放軍建設發

展全局的重要位置，靠改革創新推動國防和軍隊建設實現新跨越，是決定解放軍

前途命運的一個關鍵，必須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持戰鬥力標準，下大

氣力抓理論創新、抓科技創新、抓科學管理、抓人才集聚、抓實踐創新，以重點

突破帶動和推進全面創新，不斷開創強軍興軍新局面。同時強調對“十二五”時

期，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國防和軍隊建設取得的成績給予充分肯定，而“十三

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也是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關鍵時期。解放

軍和武警部隊要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以鄧

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按照“四個全面”戰略

佈局要求，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以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為引領，貫徹新形

勢下軍事戰略方針，推進政治建軍、改革強軍、依法治軍，加強軍隊建設和軍事

鬥爭準備，確保如期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發展戰略第二步目標

。119習近平的強軍政策步驟，顯而易見的就是「『江胡』規『習』隨」，確實是

                                                        
118 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構想《新華社》，2012 年 12 月 6 日，<http://special.cpd.co 
m.cn/n14878725/n14878769/c14996512/content.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19 習近平：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國防和軍隊建設實現新跨越《新華社》，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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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調重彈、了無新意，但可看出是習近平對「強軍夢」再次表達最急切的呼應，

希望解放軍能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明訂出強軍的步驟並加以落實，因為習近平充

分了解，中共內部仍存在許多問題有待改革解決，外部亦受美國牽制，加上其國

家領導人地位尚未穩固，唯有在過去前人政策方針的框架下，步步為營，如履薄

冰，才能逐步實現他所謂的「強軍夢」、「中國夢」。	

表 3 - 1 中共各時期領導⼈暨機關對「三步⾛」政策(強軍政策之步驟)意涵論述⼀覽表 

中共各時期領導人暨機關對「三步走」政策(強軍政策之步驟) 意涵論述一覽表	

領導 人/ 機關	 主要內容	

江 澤 民	

一、1997 年 12 月 7 日在《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跨世紀發展的戰略目

標》中提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進程基本一致，國防

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的跨世紀發展大體也可分「三步走」：	

(一)第一步：從現在起到 2010 年，用十幾年時間，努力實現新時期軍事戰略

方針提出的各項要求，為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打下堅實基礎。主要解決好

軍隊的規模、體制編制和政策制度問題，把軍隊員額壓縮到適度規模，

建立起比較科學的體制編制，形成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比

較配套的政策制度；調整完善國防動員體制；我軍人才培養要上一個新

台階；擁有一批性能先進的主戰武器裝備，形成適應高技術條件下作戰

的精幹有效的武器裝備基本體系，具備遂行新時期軍事鬥爭任務的威懾

和實戰能力。	

(二)第二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和軍費的

相應增加，加快我軍質量建設的步伐，適當加大發展高技術武器裝備的

力度，完善武器裝備體系，全面提高部隊素質，進一步優化體制編制，

使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有一個較大發展。	

(三)第三步：再經過三十年的努力，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實現國防和軍隊現

代化。	

二、江澤民同時指出，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分”三步走”的戰略目

標，關鍵在第一步。在跨世紀的這十幾年時間裡，我們要保持一定的發

展速度，使我們與世界軍事大國的差距有所縮小，積蓄力量，為以後的

發展做好準備。要在《「九五」期間軍隊建設計劃綱要》的基礎上，把

2010 年前的軍隊現代化建設規劃好。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國 務 院	

新 聞 辦 公 室	

2006 年 12 月 29 日，發表《2006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稱：依據國家的總

體規劃，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實行「三步走」發展戰略，在 2010 年前打

下堅實基礎，在 2020 年前後有較大發展，到 21 世紀中葉基本實現「建設信

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的戰略目標。	

胡 錦 濤	 一、在中共十八大報告中強調：建設與我國國際地位相稱、與國家安全和發

                                                                                                                                                                   
13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13/c_1118316426.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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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

必須堅持以國家核心安全需求為導向，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按照

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構想，加緊完成機械化和信息化

建設雙重歷史任務，力爭到 2020 年基本實現機械化，信息化建設取得

重大進展。	

二、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必須以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

設思想、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黨關於新形勢下國防和軍隊建設

思想為指導。要適應國家發展戰略和安全戰略新要求，著眼全面履行新

世紀新階段軍隊歷史使命，貫徹新時期積極防禦軍事戰略方針，與時俱

進加強軍事戰略指導，高度關注海洋、太空、網絡空間安全，積極運籌

和平時期軍事力量運用，不斷拓展和深化軍事鬥爭準備，提高以打贏信

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能力為核心的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能力。	

三、堅持以推動國防和軍隊建設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戰鬥力生成模

式為主線，全面加強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毫不動搖堅持黨對

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持不懈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軍，持

續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堅定不移把信息化作為軍隊現代化建

設發展方向，推動信息化建設加速發展。加強高新技術武器裝備建設，

加快全面建設現代後勤，培養大批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深入開展信息

化條件下軍事訓練，增強基於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加大依法治軍

、從嚴治軍力度，推動正規化建設向更高水平發展。	

四、積極穩妥進行國防和軍隊改革，推動中國特色軍事變革深入發展。堅持

以創新發展軍事理論為先導，著力提高國防科技工業自主創新能力，深

入推進軍隊組織形態現代化，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	

五、堅持走中國特色軍民融合式發展路子，堅持富國和強軍相統一，加強軍

民融合式發展戰略規劃、體制機制建設、法規建設。加快建設現代化武

裝警察力量。提高國防動員和後備力量建設質量。鞏固和發展軍政軍民

團結。	

六、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加強國防建設的目的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領土完整，保障國家和平發展。解放軍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

，將一如既往同各國加強軍事合作、增進軍事互信，參與地區和國際安

全事務，在國際政治和安全領域發揮積極作用。	

習 近 平	

一、2016 年 3 月 13 日下午在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

體會議時強調，把創新擺在解放軍建設發展全局的重要位置，靠改革創

新推動國防和軍隊建設實現新跨越，是決定解放軍前途命運的一個關鍵

，必須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持戰鬥力標準，下大氣力抓理論

創新、抓科技創新、抓科學管理、抓人才集聚、抓實踐創新，以重點突

破帶動和推進全面創新，不斷開創強軍興軍新局面。	

二、“十二五”時期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國防和軍隊建設取得的成績給予

充分肯定，強調指出，“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

也是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關鍵時期。解放軍和武警部隊要全面貫徹黨的十

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按照“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要求，深

入貫徹新發展理念，以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為引領，貫徹新形勢下

軍事戰略方針，推進政治建軍、改革強軍、依法治軍，加強軍隊建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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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鬥爭準備，確保如期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發展戰

略第二步目標。	

三、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我國發展的迫切

要求，必須擺在突出位置。創新能力是一支軍隊的核心競爭力，也是生

成和提高戰鬥力的加速器。攻克制約解放軍建設和改革的突出矛盾，需

要以創新的思路辦法攻堅破難。各級領導要帶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與時俱進，推動創新、支持創新、引導創新，實現國防和軍隊建設更高

質量、更高效益、更可持續的發展。而科學的軍事理論就是戰鬥力，一

支強大的軍隊必須有科學理論作指導。要堅持理論聯繫實際，既開闊視

野又不跟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既開動腦筋又不脫離實際好高騖遠，大

力推進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創新，加快形成具有時代性、引領性、獨特

性的軍事理論體系，為強軍興軍實踐提供科學理論支撐。	

四、必須高度重視戰略前沿技術發展，通過自主創新掌握主動，見之於未萌

、識之於未發，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要確定正確的跟進和突破策

略，選準主攻方向和突破口，超前佈局、超前謀劃，加緊在一些重要領

域形成獨特優勢。要抓緊搞好創新性、突破性成果轉化運用，把創新成

果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戰鬥力。軍隊能不能打仗、打勝仗，科學管理起著

關鍵作用。要更新管理理念、完善管理體系、優化管理流程，提高專業

化、精細化、科學化水平，推動我軍向質量效能型轉變，實現集約高效

發展。	

五、人才是創新的核心要素，加緊集聚大批高端人才是推動軍隊改革創新的

當務之急。要積極創新人才培養、引進、保留、使用的體制機制和政策

制度，以更加開放的視野引進和集聚人才，努力培養造就宏大的高素質

創新型軍事人才隊伍。實現強軍目標需要全軍官兵共同奮鬥，推進軍隊

改革創新需要全軍官兵共同努力。各級要尊重官兵主體地位，發揮官兵

首創精神，大力弘揚創新文化，激發官兵銳意創新的勇氣、敢為人先的

銳氣、蓬勃向上的朝氣，激勵大家爭當創新的推動者和實踐者，使謀劃

創新、推動創新、落實創新成為全軍的自覺行動。	

六、要把軍隊創新納入國家創新體系，大力開展軍民協同創新，探索建立有

利於國防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中央國家機關

、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滿腔熱忱支持國防和軍隊建設、軍事鬥爭準備

，為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條件。	

資料來源：1、維基百科，《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https://z  
                          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8%B2%E5%92%8C%E 
                          5%86%9B%E9%98%9F%E7%8E%B0%E4%BB%A3%E5%8C%96 
                          %E5%BB%BA%E8%AE%BE%E2%80%9C%E4%B8%89%E6%AD 
                          %A5%E8%B5%B0%E2%80%9D%E6%88%98%E7%95%A5#cite_n      
                          ote-4>。           
										2、江澤民《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跨世紀發展的戰略目標，江  
                          澤民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3、與國家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相一致，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也可以 
                          分“三步走”《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20 
                          12/1026/c350795-19402718.html>。 
										4、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構想《新華網》<http://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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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d.com.cn/n14878725/n14878769/c14996512/content.html>。 
										5、國防軍隊現代化實行三步走《大眾網-大眾日報》<http://news.sina. 
                          com.cn/c/2006-12-30/073510895682s.shtml>。 
										6、習近平：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國防和軍隊建設實現新 
                          跨越《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 
                           /13/c_1118316426.htm>。 
										7、作者摘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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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強軍政策的規劃發展	

				習近平主政後，不斷強調「強國必先強軍」、「強軍夢就是中國夢」的理念，

而為了實現「中國夢」，便提出《四個全面》的戰略指導。在中共第十二屆全國

人大三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習近平就曾強調：“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加快推進國防和

軍隊建設”，努力開創強軍興軍新局面。120這一項重要指示，實質上即為加快推

進中共強軍偉業進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亦在其「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戰略目標指導下，能如期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對解放軍來說，《四個

全面》不僅是確立中共當前軍隊與國防的建設方針，更是反映出習近平對當前強

軍政策的走向。2015 年 5 月中共公布國防白皮書《中國的軍事戰略》呼應《四個

全面》指出：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

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而有力的後盾。121顯見《四個全面

》主要意涵，未來將是中共追求「富國強軍」的施政總方針與重大積極作為(《四

個全面》戰略布局主要內容如表 7)。	

表 3 - 2 習近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主要內容⼀覽表 

習 近 平 《 四 個 全 面 》 戰 略 布 局 主 要 內 容 一 覽 表	

項 次	 標 題	 主 要 內 容	

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一、黨的十八大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二、第一次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定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	

三、全面小康，核心就在全面。這個「全面」，體現在覆蓋

的人群是全面的。它是不分地域的全面小康，是不讓一

個人掉隊的全面小康。	

四、要建成的全面小康，是「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

明」、「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全面小康。	

二	 全面深化改革	 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全面深化改革」。	

                                                        
120 張仕波，人民要論：在“四個全面”中謀劃推進強軍偉業《人民網-人民日報》，2015 年 7 月 10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5/0710/c40531-27282134.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21《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前言」，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 年 5 月公布。參閱〈中國

的軍事戰略〉，《解放軍報》，2015 年 5 月 27 日，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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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次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確定為「完善和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現代化」。	

三、對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改革是貫穿始終的不變邏輯，

也是實現這一宏偉目標的具體歷史實踐。對於全面依法

治國，改革是齊頭並進的姊妹篇，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

治保障，全面依法治國也需要深化改革。對於全面從嚴

治黨，改革是黨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提高的根本途徑，黨的領導則是實現改革發展目標的根

本保證。	

三	 全面依法治國	

一、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全面依法治國」。	

二、第一次將全面依法治國，論述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

篇」，形成「鳥之兩翼、車之雙輪」。	

三、全面依法治國這一戰略舉措，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從

嚴治黨相輔相成，共同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戰略目

標提供基本動力、基本保障、基本支撐。法治是框架和

軌道，也是理念和方法。重大改革需要於法有據，改革

成果需要法治固化，全面依法治國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

穩定性、規範性；依法治國首先要依規治黨，依規治黨

才能依法治國，全面依法治國與全面從嚴治黨本質一

致、辨證統一。	

四	 全面從嚴治黨	

一、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宣示「全面從嚴治

黨」。	

二、第一次為全面從嚴治黨標定路徑，要求「增強從嚴治黨

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實效性」，鍛造「我們事

業」更加堅強的領導核心。	

三、黨要管黨，才能管好黨；從嚴治黨，才能治好黨。從嚴

治黨，關鍵在治、要害在嚴。	

四、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必須有一個主軸，中華民族走向繁榮

、富強和文明，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這個領導

核心無可替代，就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協調推進《四

個全面》，最根本的是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	

資料來源：1、維基百科，《「四個全面」戰略布局》<https://zh.wikipedia.org/wik 
                          i/%E2%80%9C%E5%9B%9B%E4%B8%AA%E5%85%A8%E9%9D 
                          %A2%E2%80%9D%E6%88%98%E7%95%A5%E5%B8%83%E5%B 
                          1%80>。           
										2、潘進章，《習近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對國防和軍隊建設影響 

 》(國防雜誌，第 30 卷第 5 期，2015 年 9 月），頁 33。 
										3、作者摘錄整理。	

	

從表 7 可以得知，習近平強調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主要是落實十八大

以來其相關的施政作為，尤其面對內部的官員貪腐事件層出不窮、貧富差距引發

的社會進步停滯；外部的軍事、經濟、外交等各種挑戰，勢必需要重組領導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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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新政，才能取得人民的信賴。即便碰觸到中共長久以來的必須改革的弊病

與問題，仍然堅持深化改革。惟其仍為摒棄「以黨領軍」的專制原則，也提出依

法治國，完全走自己的改革路線，拒絕學習西方的民主改革方式。然看似不斷地

高喊口號，欲大刀闊斧的從嚴改革，卻未能發掘真正問題所在，是否過度理想化

，最終只是曇花一現，甚至走回頭路?另堅持用黨紀來約束、監督從政黨員，卻沒

有一套健全完善的監督體制，是否能夠釜底抽薪，澈底杜絕官員幹部的貪腐文化

，亦是令人質疑的，這些未來的發展都值得觀注。	

				就中共而言，推動和落實《四個全面》，對於軍隊與國防建設方面，就是圍繞

在實現強軍目標的指導下，協調落實「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推進依法治軍

從嚴治軍」及「加強軍隊黨的建設」等。122不僅是實現強軍目標的強大思想力量

與行動準據，又是強軍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及規劃發展，能為解放軍提供高度安

全保障。有關《四個全面》對國防與軍隊建設之要求(強軍的規劃發展)，分述如

后：	

壹、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方面：	

				深化改革是決定國防軍隊建設與中共國力發展的關鍵，也是決定是否能兌現「

強軍夢就是中國夢」的重要指標。從 2012 年 11 月習近平接任總書記與中央軍委

後，便開始著手軍隊改革，擬定相關軍隊改革計畫。1232013 年 11 月 28 日習近平

在聽取濟南軍區工作會報後提出：我們要充分認清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重要性

與緊迫性，準確把握改革的目標和任務，牢固樹立進取意識、機遇意識、責任意

識，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著力解決制約國防與軍隊

建設發展的突出矛盾問題，為實現強軍目標提供強大動力和體制保證。124實為習

近平體認到現今世界新軍事革命變化速度巨大，這部分以解放軍目前內部現況，

現代化已落後甚多，深化國防與軍隊改革已是刻不容緩的事實，尤其推動國防和

軍隊改革方面，既沒有現成的”改革模式”可套用，又不能簡單複製其他西方國

家的軍隊變革模式，唯有深入了解國情軍情，結合實際現況及需求，找出真正的

問題和差異性，全面、深入、澈底的創新發展，才能有重大突破。因此，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做出重要決策部署，提出「深

                                                        
122 按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解放軍報》，2015 年 3 月 16 日，版

1。 
123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13 年 11 月 13 日，版 1。 
124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習近平關於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重要論述摘編》（北京：解放

軍出版社，2014 年），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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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推進軍隊政策制度調整改革」、「推動軍民融合

深度發展」等重點；習近平強調要實現強軍目標，必須抓住戰略契機，正確把握

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指導原則，解決制約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體制性障礙、結構

性矛盾、政策性問題，深入推進軍隊組織型態現代化。1252014 年 3 月 15 日，中

共更成立了「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並由習近平出任小組長

，同時召開第一次會議，習近平再次強調：本次會議通過了改革重要舉措分工方

案和改革工作路線圖，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指揮部正式成立，改革工作進入實

質性推進階段。126而在” 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中，更明確

的把中共「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做出完整的闡述，其重點摘述如後：127	

	一、重大意義：	

									圍繞實現強軍目標，統籌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統籌軍事力

量建設和運用，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制定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

提出一系列重大方針原則，做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貫徹落實黨中央、

中央軍委和習近平的重大戰略謀劃和設計，必須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全

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這是應對當今世界

前所未有之大變局，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的必然要求；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必然要求。	

	二、指導思想：	

									深入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以馬克思列寧

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

指導，深入貫徹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特別是國防和軍隊建設重要論

述，按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求，以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為引領

，貫徹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著力解決制約國

                                                        
125 劉茂杰，《強軍夢》（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233。 
126 習主席和中央軍委運籌設計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紀實《新華網》，2015 年 12 月 30 日，<http: //t 
heo ry.people.com.cn/BIG5/n1/2015/1230/c49150-27996469.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27 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新華網》，2016 年 1 月 1 日，

<http://www.81.cn/big5 
/jmywyl/2016-01/01/content_6839904.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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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和軍隊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結構性矛盾、政策性問題，推進軍隊組織形

態現代化，進一步解放和發展戰鬥力，進一步解放和增強軍隊活力，建設

同國際地位相稱、同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

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

強力量保證。	

	三、總體目標：	

                 牢牢把握“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原則，以領導管理體制

、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為重點，協調推進規模結構、政策制度和軍民融

合深度發展改革。2020 年前，在領導管理體制、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上

取得突破性進展，在優化規模結構、完善政策制度、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

展等方面改革上取得重要成果，努力構建能夠打贏信息化戰爭、有效履行

使命任務的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軍

事制度。按照總體目標要求，2015 年，重點組織實施領導管理體制、聯合

作戰指揮體制改革；2016 年，組織實施軍隊規模結構和作戰力量體系、院

校、武警部隊改革，基本完成階段性改革任務；2017 年至 2020 年，對相關

領域改革作進一步調整、優化和完善，持續推進各領域改革。政策制度和

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改革，成熟一項推進一項。	

				而上述對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做出重要決策部署，習近平同時聚焦提出

「深化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推進軍隊政策制度調整改革」、「推動軍民

融合深度發展」等三項重點工作，不僅是中共發展國防與軍隊建設的重中之重，

更是習近平實現強軍目標的必然條件，茲概述如下：	

一、深化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	

	(一)軍委管總：	

			1、將中央軍事委員會，改為「多部門制」，是相對軍改前的中央軍委，當時

僅有四個軍委部門。軍改前的四個軍委部門，包含軍委審計署、軍委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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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軍委辦公廳及軍委紀檢委，這四個軍委部門在軍改後，仍保留在中央

軍委。	

			2、將四大總部，依其性質改組，軍委機關由原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

部、總裝備部「四總部」，調整為 7 部( 廳)、3 委員會、5 直屬機構，共計

15 個職能部門，包括辦公廳、聯合參謀部、政治工作部、後勤保障部、裝

備發展部、訓練管理部、國防動員部、紀律檢查委員會、政法委員會、科

學技術委員會、戰略規劃辦公室、改革和編制辦公室、國際軍事合作辦公

室、審計署及機關事務管理總局。	

									中共有別於過去做出如此大幅度的改組，其目的在於優化軍委機關職能及

配置，將軍隊最高決策、督導、執行的各服務機關，全都納入中央軍委中

，使中央軍委在領導指揮體制中，居於承上啟下、協調左右的位置。這種

改革方式在具體實踐上，將以往軍委—總部—二級部—局—處的五級，調

整為軍委—部—局—處四級，藉此組織扁平化，壓縮機構人員；另一方面

，將領導權回歸軍委，實現「軍委管總」體制，有助於軍委集中統一領導

及全面落實「軍委主席負責制」；128同時由原「垂直、多層次」指揮模式，

轉變為「扁平、直接」模式，避免以往「四總部」體制的集決策、執行、

監督職能於一身，及其指揮權責「停滯性、局限性、頓重性，各部門事權

分割、機構臃腫、政出多門」等問題。	

	(二)戰區主戰：	

									2016 年 2 月 1 日，中共在北京八一大樓隆重舉行中共人民解放軍戰區成立

大會。習近平領導人向東部戰區、南部戰區、西部戰區、北部戰區、中部

戰區授予軍旗並發布訓令，強調建立東部戰區、南部戰區、西部戰區、北

部戰區、中部戰區，組建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129是將原本的七個一級軍

區，調整為五大作戰區，作戰區首長(司令員與政委)，僅負責與作戰有關的

                                                        
128 中共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實行主席負責制」源自於大陸《憲法》第 93 條的規定。 
129 五大戰區《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7 年 9 月 6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 
/0906/c413700-29519613.htht>（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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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其他原屬七大軍區的職掌，由新設有關的軍委機構負責。130而在「戰

區主戰」的原則下，戰區在「體制編制」、職能等方面與軍區截然不同；

另戰區與軍區的差異尚有：戰區設有聯合作戰指揮機構，軍區則無；原軍

區管轄省軍區，戰區則無管轄。131	

 

圖 3 - 1中共五⼤戰區示意圖 

資料來源：1、中央社，《中共五大戰區示意圖》<https://www.google.com.tw/sear 
                           ch?q=%E4%BA%94%E5%A4%A7%E6%88%B0%E5%8D%80&rlz  
                           =2C1ASUT_enTW0536TW0677&source=lnms&tbm=isch&sa=X&ve 
                           =0ahUKEwiGgpnKoofaAhVBzLwKHUlLDEMQ_AUICigB&biw=13 
                           66&bih=662#imgrc=v41Ac8oJjVe5oM:>。           
										2、作者摘錄整理。	

表 3 - 3 中共五⼤戰區戰略⽅向及涵蓋區域⼀覽表 

中 共 五 大 戰 區 戰 略 方 向 及 涵 蓋 區 域 一 覽 表	

戰 區	 戰 略 方 向	 涵 蓋 區 域	 機關駐地	 司令 員/ 政委	

中 部	 負責首都維穩、擔任戰略預備隊	 河北、河南、山西、 北京	 乙曉光/殷方龍	

                                                        
130 李亞明，《中共解放軍概論》（台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6 年 6 月），頁 31。 
131 謝游麟，《中共軍隊體制編制改革之研究》，《展望與探索，2016 年 12 月》，第 14 卷第 12 期，

頁 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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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津	

北 部	
俄羅斯、朝鮮半島	 山東、遼寧、吉林、

黑龍江、內蒙古	
瀋陽	 李橋銘/范驍駿	

東 部	 台海、東海	

湖北、江蘇、浙江、	

安徽、福建、江西、	

上海	

南京	 劉粵軍/何平	

南 部	 東南亞	
湖南、廣東、廣西、	

海南、雲南、貴州	
廣州	 袁譽柏/魏亮	

西 部	 中亞、印度	

四川、西藏、陝西、	

甘肅、寧夏、青海、	

新疆、重慶	

成都	 趙宗岐/吳社洲	

資料來源：1、維基百科，《中共解放軍戰區》<https://zh.wikipedia.org/wiki/%   
                          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A7             
                          %A3%E6%94%BE%E5%86%9B%E6%88%98%E5%8C%BA>。											

										2、謝游麟，《中共軍隊體制編制改革之研究》(展望與探索，第 14 
                          卷第 12 期，2016 年 12 月），頁 61。 
										3、作者摘錄整理。	

表 3 - 4 中共「戰區」與「軍區」之差異對照表 

中 共 「 戰 區 」 與 「 軍 區 」 之 差 異 對 照 表	

區別	 攻 守 性 質	 劃 分 方 式	 體 制 編 制	 職 能	 任 務	 指 揮 體 系	 訓 練	

軍區	 強調守勢	
按 行 政 區

域劃設	

以陸軍為	

主體	

「戰」和「建」

雙重職能	

負責訓練	

、 教 育 、

管 理 等 任

務	

受軍委和	

總部指揮	

以單一	

軍種訓	

練為主	

戰區	 攻守合一	
打破行政	

邊界	

以多軍種	

編成	
以「戰」為主	

負責聯合	

作戰指揮	

任務	

直接受軍	

委指揮	

以聯合	

作戰訓	

練為主	

資料來源：1、【軍改】分析：戰區與軍區三大分別《香港 01》，2016 年 3 月 11
日，<https://www.hk01.com/%E5%85%A9%E5%B2%B8/5412/-%E 

                             8%BB%8D%E6%94%B9-%E5%88%86%E6%9E%90-%E6%88%B    
                             0 %E5%8D%80%E8%88%87%E8%BB%8D%E5%8D%80%E4%B8 
                             %89%E5%A4%A7%E5%88%86%E5%88%A5>。           
									 2、謝游麟，《中共軍隊體制編制改革之研究》(展望與探索，第 14 卷 
                          第 12 期，2016 年 12 月），頁 61。 
                   3、作者摘錄整理。 
	

	(三)軍種主建：	

					除了海、空軍司令部外，增設陸軍司令部及戰略支援部隊，原「二炮」改為

「火箭軍」，中共就形成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等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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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種。各軍種負責各軍種「作戰以外」的建軍規劃與教育訓練，使五大戰

區「主作戰」，與五大軍種「主建軍」的任務及職掌有所區隔132。	

									另基於「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	」的指導原則，提出健全軍種領

導管理體制，優化軍種機關職能配置和機構設置，發揮軍種在建設管理和

保障中的重要作用。同時，為強化聯合作戰指揮體制，完善聯合訓練體制

，除按照聯合作戰、聯合指揮的要求，適應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要求，進

而建立健全軍委、戰區兩級聯合作戰指揮體制，調整劃設戰區，並規範軍

委聯指、各軍種、戰區聯指和戰區軍種的作戰指揮職能，以構建平戰一體

、常態運行、專司主營、精幹高效的戰略戰役指揮體系，期與聯合作戰指

揮體制相適應。133	

二、推進軍隊政策制度調整改革：	

								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政策制度改革進行了全面部署。134其中，就「軍隊

政策制度調整」區分「推進軍事人力資源政策」、「健全軍費管理制度」及

「健全軍事法規制度體系」等三方面進行改革，分述如後：135	

	(一)推進軍事人力資源政策：	

									軍事人力資源政策制度調整改革，大方向是建立軍官職業化制度。堅持黨

管幹部的原則，圍繞提高軍官打仗能力和職業素養，抓住軍官服役、分類

管理、任官資格、等級設置等關鍵性問題，系統調整改革選拔任用、培訓

交流、福利待遇、退役保障等制度，建構科學規範、導向正確、前景透明

的職業發展路徑，打造高素質軍官隊伍；另健全文職人員制度與兵役制度

、士官制度、退役軍人安置制度等。136	

                                                        
132 李亞明，《中共解放軍概論》（台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6 年 6 月），頁 31。 
133 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新華網》，2016 年 1 月 1 日，<http://www.81.cn/big 
5/jmywyl/2016-01/01/content_6839904_2.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34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新華網》，2013 年 11 月 15 日，<http:/ /www 
.gov.cn/jrzg/2013-11/15/content_2528179.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35 劉茂杰，《強軍夢》（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243-244。 
136 同註 135，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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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健全軍費管理制度：	

									建立需求牽引規劃、規劃主導資源配置機制。健全完善經費物資管理標準

制度體系。深化預算管理、集中收付、物資採購和軍人醫療、保險、住房

保障等制度改革。健全軍事法規制度體系，探索改進部隊科學管理的方式

方法，以增強軍人榮譽感和軍隊凝聚力、戰鬥力。	

	(三)健全軍事法規制度體系：	

									目前中共現行的軍事法律、法規，並無法適應新軍事革命和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發展的要求，並尚待與憲法、民法通則、刑法、訴訟法等協調一致，

才能發揮其保障、規範、促進軍隊與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作用

。另須跟上軍隊現代化建設對高素質人才需求和國家人事制度改革的步伐

，建立符合國情的軍官職業化制度，不斷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相適應

的軍人工資制度和合理的風險補償機制，調動官兵獻身國防、建功軍贏的

積極性，運用法律手段對武器裝備的預研、研製、訂購、管理、保障、維

修、報廢等全部運行調控，同時不斷建立與完善裝備科研、訂購、報廢和

維修方面的規章制度，實現維持經費按標準供應、發展經費按計畫供應的

目標。	

三、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

的決定(簡稱：決定)」，把「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與「深化軍隊體制

編制調整改革」及「推進軍隊政策制度調整改革」並列提出，其凸顯了「推

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在國防與軍隊改革中的重要地位與意義。137習近平體

認到目前中共的軍隊現況和軍事現代化是落後不足的，雖然經濟總量已居世

界第二位，但人均收入仍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依然徘徊在世界第 70 位至

80 位之間。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任務十分繁重。當前

，中共經濟發展已逐漸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面臨趨勢性下降危險，急須找

                                                        
137 全面深化改革學習讀本-本書編寫組，《認真學習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學習讀本》

（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3 年 11 月），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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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的增生動力和經濟發展新引擎，加快經濟轉型升級、推動供給結構性改

革需要新思路。138以經濟來支撐國防，帶動國防，是中共安全和發展相統一

的戰略需求，是與戰爭形態信息化、技術形態軍民通用化、經濟形態高度市

場化的時代條件緊密結合的產物。也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帶領中共實現強軍

夢，甚至躍身強國之林，成為世界霸權國家。因此，軍民融合發展已視為一

項國家重要戰略，關乎國家安全和發展全局，既是強軍之策，又是興國之舉

。在十九大報告中，“軍民融合”被提及三次：139	

	(一)第一次是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十四條基本方略中，第 11

條是“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其中寫到“確立新時代黨的強軍

思想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的指導地位”時，提到五個“更加”—“更加注

重聚焦實戰，更加註重創新驅動，更加註重體系建設，更加注重集約高效

，更加註重軍民融合”。第五個“更加”即為“更加注重軍民融合”。	

	(二)第二次是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

程部分中寫到，“從現在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要“

堅定實施”七個“戰略”—“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

展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軍民融合

發展戰略”。第七個“戰略”即為“軍民融合發展戰略”。	

	(三)第三次是在堅持走中共特色強軍之路，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部分中強

調：堅持富國和強軍相統一，強化統一領導、頂層設計、改革創新和重大

項目落實，深化國防科技工業改革，形成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構建一

體化的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可見，“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在“中

國特色強軍之路”上，是一個重要目標。	

                                                        
138 軍民融合發展緣何上升為國家戰略《人民網》，2017 年 2 月 3 日，<http://news. xinhuanet.com/m 
il/2017-02/03/c_129465710.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39 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既是強軍之策，又是興國之舉(新時代 新氣象 新作為⑩)《人民網》，2018 年

1 月 16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18/0116/c1011-29766233.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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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三部分內容，足見“軍民融合”的分量。2017 年 1 月 22 日，十八屆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決定，設立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由習

近平擔任委員會主任。這一委員會是中央層面軍民融合發展重大問題的決策

和議事協調機構，統一領導軍民融合深度發展，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

常務委員會負責。而此前三個月，2016 年 10 月 19 日，第二屆軍民融合發展

高技術成果展覽開幕。習近平帶領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中央

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等參觀展覽。十八

大以來，每年全國兩會的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習近平都會談及“軍民

融合”這一話題。2013 年兩會上，強調基礎設施和重要領域軍民深度融合發

展格局；2014 年兩會上，強調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展

格局；2015 年兩會上，強調從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過渡，要求豐富融合形式

，拓展融合範圍，提升融合層次；2016 年兩會上，強調大力開展軍民協同創

新，探索建立有利於國防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2017 年兩會上，強調加快建

立軍民融合創新體系，指出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領域是軍民融合發展的重點

，要求形成新興領域融合發展新佈局。其中，2015 年兩會上，習近平系統闡

釋何謂軍民融合。談“重要性”—把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是中共

長期探索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協調發展規律的重大成果，是從國家安全和發

展戰略全局出發作出的重大決策。談“階段性”—中共軍民融合發展剛進入

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過渡階段，還存在思想觀念跟不上、頂層統籌統管

體制缺乏、政策法規和運行機制滯後、工作執行力度不夠等問題。要堅持問

題牽引，拿出思路舉措，以強烈的責任擔當推動問題的解決，正確把握和處

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使兩者協調發展、平衡發展、兼容發展。談

“大局意識”—要強化大局意識，軍地雙方要樹立一盤棋思想，站在黨和國

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思考問題、推動工作，做到責任到位、措施到位、落

實到位。140可見習近平對軍民融合之重視，無非是期許在國家層面建立推動

                                                        
140 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既是強軍之策，又是興國之舉(新時代 新氣象 新作為⑩)《人民網》，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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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民融合發展的統一領導、軍地協調、需求對接、資源共享機制。希望盡速

健全國防工業體系，改革國防科研生產管理和武器裝備採購體制機制，引導

優勢民營企業進入軍品科研生產和維修領域，以完善中共國防科技協同創新

體制。	

貳、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方面：	

								中共自建政以來，在國防發展與軍隊建設法治化水平總體指數並不甚高，

組織內部「官本位、家長制、人情觀念」的風氣與影響已根深蒂固，「以言

代法、以權壓法」甚至徇私枉法現象更是層出不窮，影響公平公正的不良風

氣在某一些團體單位中亦依然存在，在某一些領域特別是新型安全領域還有

法律上的灰色地帶，甚至模糊空間，以上種種的弊病與陋習，均為深化國防

與軍隊發展的窒礙。唯有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才能增強軍隊凝聚力戰鬥力和

有效履行使命任務的堅強保證。2016 年 1 月 5 日，習近平到第 13 集團軍視

察時與重要幹部講話時強調：全軍要認真貫徹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策部署，

以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為引領，貫徹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深入推進

政治建軍、改革強軍、依法治軍，堅定信心，狠抓落實，開創強軍興軍新局

面。政治建軍是中共解放軍的立軍之本，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

鬆懈。貫徹政治建軍要求，要持續貫徹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精神，加強理想信

念教育，深化理論武裝，引導官兵立根固本，鑄牢軍魂，打牢“三個自信”

的思想政治基礎，真正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設和掌握部隊，努力培養有靈魂、

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軍人，鍛造具有鐵一般信仰、鐵一般

信念、鐵一般紀律、鐵一般擔當的過硬部隊。要把部隊各級黨委班子和團以

上領導幹部搞堅強，堅持以身作則、以上率下，自覺強化政治意識、看齊意

識、帶頭意識，自覺堅定政治信念、站穩政治立場、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

矩，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方針，加強黨委班子和

幹部隊伍建設，確保部隊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自覺同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保

                                                                                                                                                                   
1 月 16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18/0116/c1011-29766233.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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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高度一致，堅決聽從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指揮。要鞏固拓展專題教育整頓活

動成果，深化整風整改，推動踐行“三嚴三實”常態化、長效化。同時要從

思想政治上鑄牢軍魂，從法規制度上捍衛軍魂。深入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

，必須有利於堅持和維護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決不能照搬西方建軍治軍模式

。要把黨關於建軍治軍的新理念新成果用法固定下來，善於從法理高度旗幟

鮮明批駁“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要創新軍隊黨的建

設制度機制，規範完善黨委決策程序方法，提高貫徹民主集中製的質量，加

強對官兵特別是領導幹部政治上的考核監察，確保黨指揮槍的原則制度落底

見效。軍委主席負責制，是憲法明確規定的我國軍事制度的重要內容，是黨

對軍隊絕對領導根本製度的最高實現形式。141而自習近平主政後，有關「打

虎」作為持續不斷，其中落馬“軍老虎”(副軍級及以上)人數已超過至少 53

人，涉及階層含括中央軍委、原總部單位、原七大軍區、軍校與研究機構、

各個軍兵種以及武警部隊等。142對照上述其所強調「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

」的理念，就是最好的驗證了。	

參、加強軍隊黨的建設方面：	

				中共向來是按「以黨領軍」、「黨指揮槍」的政治體制，因此對於軍隊能不能

拳拳服膺黨的領導和指揮，便是領導人最在意的事，亦是中共深化國防與軍隊改

革最重要的指標。但實質上習近平想要的就是在專制的政體下，保持黨的純淨性

和服從性，使每位黨員有其忠誠的黨性，效忠黨的各項規定、效忠領導人。舉一

實證為例，現今中共內部最由嚴重的莫過於黨員幹部的貪腐問題，不僅積習已久

更是難解，這樣的弊病陋習，對於習近平而言，不僅打擊黨的發展，使黨向下沉

淪，更是嚴重造成國家的停滯不前，這也就是為什麼習近平主政後，大力肅貪除

弊，大肆「打虎打蒼蠅」，目的就是要使黨的風氣能保持良善潔淨，黨的風氣搞

                                                        
141 習近平：深入推進政治建軍改革強軍依法治軍，堅定信心狠抓落實，開創強軍興軍新局面《人

民網－人民日報》，2016 年 1 月 8 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108/c64094-28027496.htm 
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42 軍隊打虎拿下首位現役上將 18 大後逾 53 軍虎落馬《新華網，來源：北京青年報》，2016 年 12
月 30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30/c_1120216755.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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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政策命令就會貫徹、就能上行下效，自然就能把軍隊搞好。2018 年 1 月

18 日，中共在北京召開中央軍委紀委擴大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

副主席張又俠出席會議時強調：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戰略部署和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堅定不移、一以貫之

，把軍隊全面從嚴治黨引向深入，為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全面建成世界

一流軍隊提供政治保證和紀律支持，要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解放軍是黨絕對

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貫徹全面從嚴治黨要求上，必須以黨的方向為方向，保持

永遠在路上的清醒和執著，立起執紀執法越往後越嚴的鮮明導向；張又俠強調，

全軍紀檢監察戰線要緊緊圍繞加強軍隊黨的建設擔當盡責，提高政治站位，履行

好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責任。要聚焦重點發力，在黨的建設總體佈局中突出政治

建設，扭住黨委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從上往下抓，一級抓一級。要堅持糾

治“四風”不止步，“老虎”“蒼蠅”一起打，從部隊反映強烈、官兵身邊久拖

不決的問題抓起，集力查辦大案重案要案，善始善終、善作善成。要加強自身建

設，構建科學完備的監督制約機制，鍛造讓黨放心、官兵信賴的過硬隊伍。143另

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亦指出：必須毫

不動搖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毫不動搖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把黨建設得

更加堅強有力。軍隊黨的建設是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軍隊建設

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保方向、保打贏、保本色的生命工程，必須擺在更加突出位

置，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為強軍興軍、固本制勝提供堅強的思想和政

治保證。軍隊黨的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也是對軍隊黨

的建設的根本要求。我軍之所以能夠戰勝各種艱難困苦、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

最根本的就是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同時，加強軍隊黨的建設，是解放軍始

終保持強大凝聚力、向心力、創造力、戰鬥力的根本保證，也是克敵制勝特有的

政治優勢。推進強軍事業，打贏未來戰爭，仍然要注重牢鑄軍魂，確保解放軍永

                                                        
143 張又俠出席中央軍委紀委擴大會議指示：堅決貫徹習主席重要決策指示 堅定不移推進軍隊全面

從嚴治黨《人民網－人民日報》，2018 年 1 月 18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18/0118/c1 
011-29772565.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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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跟黨走。要深扎信仰之根，堅持不懈地用科學理論武裝黨員，不斷堅定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強實現中國夢

強軍夢的認知認同和信念信心；而且必須緊緊圍繞能打仗、打勝仗來展開，成為

部隊戰鬥力的增強劑和功放器。“圍繞中心抓黨建、抓好黨建促中心”，既是解

放軍黨的建設的優良傳統，也是提高打仗能力的關鍵。144上述這些內容，可以充

分看出習近平所帶領的領導班子，完全貫徹其中心思想戮力整飭黨內風氣，把黨

的風氣建設起來。而這也是習近平對於軍隊控制與掌握最核心的中心思想，是對

深化國防與軍隊的理解；但就實質意涵，對習近平而言，不僅是要「黨指揮槍」

，他更明白「槍桿子出政權」的道理，所以希望的是要「槍支持黨」，使其領導

人的地位更加穩固。因此，抓牢軍權，肅清黨內一切的雜音與偏見，要求軍隊必

須堅決服從習近平的領導，儼然成為其最重要的考量。	

習近平自 2012 年主政後，一再強調的就是如何實現他的「中國夢」，然最

關鍵的因素就是要如何落實在強軍政策上，因為習近平深信能夠落實強軍政策，

就能實現「強軍夢」，能夠實現「強軍夢」，那離「中國夢」也就不遠了。這五

年來，習近平對於軍改推動不遺餘力，無論是從戰略布局、裝備研改、人才培育

、組織調整、風氣養成等，都做出了不小的改變，但以目前中共國防和軍事整體

發展現況，實際上離「強軍夢」、「中國夢」還是有段不小的差距。不久前，中

共全國人大會議中，以超過 99%的比例通過中共修憲案，除了將習近平的思想、

國家監察委員會等內容入憲，最重要要的是修憲通過刪除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

得超過兩屆」的規定，意味著習近平可延任到 2023 年，除了表明自己要保留「

三位一體」的領導制度，欲長期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決心，最重要的是使能延

續他所「強軍夢」、「中國夢」了，這樣的夢能持續多久?有沒有更進一步的政策

?甚至會不會實現?都是值得去關注和因應的(「習近平主政後推動重大軍改紀實總

整理」如表 11)。	

	

                                                        
144 加強黨的建設是軍隊固本制勝的關鍵《人民網－人民日報》，2017 年 8 月 24 日，<http://www.8 
 1.cn/big5/jmywyl/2017-08/24/content_7728655_2.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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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5 習近平主政後推動重⼤軍改紀實總整理 

習 近 平 主 政 後 推 動 重 大 軍 改 紀 實 總 整 理	

時 間	 標 題	 主 要 內 容	

2015.03.01 
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

改革領導小組成立，習近

平任組長	

習近平主持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強調，深化國防和

軍隊改革，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和中央軍

委的決策部署上來，堅持用強軍目標審視改革、以

強軍目標引領改革、圍繞強軍目標推進改革。	

2015.09.03 
抗戰勝利 70 週年紀念大會

上宣佈裁軍 30 萬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週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習近平在大

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宣佈，中國將裁減軍隊

員額 30 萬。	

 
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召

開，新一輪國防和軍隊改

革進入實施階段	

習近平強調，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是實現中國夢、

強軍夢的時代要求，是強軍興軍的必由之路，也是

決定軍隊未來的關鍵一招。	

2015.12.30 
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

戰略支援部隊成立	

中共解放軍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

成立大會在北京八一大樓隆重舉行。習近平向陸軍	

、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授予軍旗並致訓詞。	

習近平將軍旗授予陸軍司令員李作成、政治委員劉

雷；授予火箭軍司令員魏鳳和、政治委員王家勝；

授予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高津、政治委員劉福連。

新的中央軍委機關成立	

2016.01.11	 軍委機關重組調整	

習近平接見調整組建後的軍委機關各部門負責同志	

。這次軍委機關調整組建，把總部制改為多部門制	

，由原來的 4 個總部，改為軍委辦公廳、軍委聯合

參謀部、軍委政治工作部等 15 個職能部門。(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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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01 
中共解放軍東部、南部、

西部、北部、中部五大戰

區成立	

中共解放軍戰區成立大會在北京八一大廈隆重舉

行。習近平向各戰區授予軍旗發佈訓令。(圖 4)	

	

2016.02.10 
中央軍委部署軍隊和武警

部隊全面停止有償服務工

作	

中央軍委印發《關於軍隊和武警部隊全面停止有償

服務活動的通知》，軍隊和武警部隊全面停止有償

服務工作正式啟動。中央軍委計劃用 3 年左右時間	

，分步驟停止軍隊和武警部隊一切有償服務活動。	

2016.04.20 
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亮

相	

習近平到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視察，代表黨中央

和中央軍委，向軍委和戰區兩級聯指中心全體指戰

員致以誠摯問候。	

 	 	

2016.05.03
~04 

軍委紀委派駐紀檢組幹部

集中培訓在京舉辦	

軍委紀委派駐紀檢組幹部集中培訓在京舉辦。向軍

委機關部門和戰區分別派駐紀檢組是習近平和中央

軍委在國防和軍隊改革中，重塑軍紀檢監察體系做

出的重要決策。	

2016.09.13 
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成

立	

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成立大會在北京八一大樓隆

重舉行。習近平向武漢聯勤保障基地和無錫、桂林	

、西寧、瀋陽、鄭州聯勤保障中心授予軍旗並致訓

詞。	

2017.01.22 
設立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

員會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設立中央軍民融合

發展委員會。會議決定，設立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

員會，由習近平擔任主任。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

會是中央層面軍民融合發展重大問題的決策和議事

協調機構，統一領導軍民融合深度發展，向中央政

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負責。	

	

2017.04.18 
軍隊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

改革順利推進，全軍新調

整組建 84 個軍級單位	

習近平接見新調整組建軍級單位主官，並對各單位

發佈訓令，強調要堅決貫徹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策

指示，以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為引領，貫徹新

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堅持政治建軍、改革強軍、

依法治軍。	

習近平指出，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全軍新調整

組建 84 個軍級單位。這是在實施改革強軍戰略、走

中國特色強軍之路上又邁出的重要一步，對實現黨

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建設世界一流軍隊具有重

大而深遠的意義。新調整組建的軍級單位是新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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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中使命光榮、責任重大。	

2017.04.30 
以原 18 個集團軍為基礎調

整組建 13 個集團軍 

在 4 月底的國防部例行記者會上，國防部新聞發言

人表示，中央軍委決定，以原 18 個集團軍為基礎，

調整組建 13 個集團軍，番號分別為：中共人民解放

軍陸軍第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

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

十一、八十二和八十三集團軍。	

2017.06.20 
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

第一次全體會議	

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第一次全

體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把軍民融合發展上升

為國家戰略，是長期探索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協調

發展規律的重大成果，是從國家發展和安全全局出

發作出的重大決策，是應對複雜安全威脅、贏得國

家戰略優勢的重大舉措。	

2017.11.17 
新修訂的《中國人民解放

軍文職人員條例》施行	

國務院、中央軍委日前公佈實施新修訂的《中國人

民解放軍文職人員條例》，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條例》共 11 章 62 條，內容涵蓋文職人員的職能

定位、身份屬性、崗位設置、使用管理、待遇保障

等 10 個方面。《條例》明確，文職人員是在軍民通

用、非直接參與作戰且社會化保障不宜承擔的軍隊

編制崗位從事管理工作和專業技術工作的非現役人

員，是軍隊人員的組成部分。文職人員在軍隊和社

會生活中，依法享有國家工作人員相應的權利，履

行相應的義務。軍隊建立與國家公務員和事業單位

工作人員制度相銜接、具有比較優勢的文職人員管

理和保障制度機制。	

《條例》規定，文職人員崗位分為管理和專業技術

兩種類別。管理崗位由高到低設置部級副職、局級

正職、局級副職、處級正職、處級副職、科級正

職、科級副職、科員、辦事員 9 個等級；專業技術

崗位分為高級、中級、初級崗位，由高到低設置一

級至十三級。	

2017.07.19 軍隊院校、科研機構改革 

重構重塑後的人民軍隊，對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的

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這輪改革以重

塑國防大學、國防科技大學為牽引，全軍和武警部

隊院校由 77 所減至 43 所，構建起以聯合作戰院校

為核心、以軍兵種專業院校為基礎、以軍民融合為

補充的院校佈局。與此同時，重新調整組建的軍事

科學院宣告成立，以軍事科學院為龍頭、軍兵種研

究院為骨幹、院校和部隊科研力量為輔助，軍事科

研力量“航母編隊”正式起航。	

新調整組建的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國防科技大

學成立大會暨軍隊院校、科研機構、訓練機構主要

領導座談會在北京八一大樓舉行。習近平向軍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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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國防大學、國防科技大學授軍旗、致訓詞，

出席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忠實履行黨和

人民賦予的使命，以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為引

領，貫徹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推進政治建軍、

改革強軍、依法治軍，全面實施科技興軍戰略，堅

持面向戰場、面向部隊、面向未來，建設世界一流

的軍事科研機構、綜合性聯合指揮大學、高等教育

院校，努力開創軍事人才培養和軍事科研工作新局

面，為實現中國夢強軍夢不斷作出新的貢獻。	

2017.05.10 
國防生制度改革:不再從普

通高中畢業生中定向招收

國防生 

從 2017 年起，不再從普通高中畢業生中定向招收國

防生，也不再從在校大學生中考核選拔國防生。 
中共國防部新聞局稱，根據軍隊改革有關部署，將

對國防生製度進行改革，由定向招錄、全程培養逐

步調整為面向地方院校畢業生直接選拔招錄，建立

健全相關配套政策。從 2017 年起，不再從普通高中

畢業生中定向招收國防生，也不再從在校大學生中

考核選拔國防生。這樣調整，主要是進一步拓展軍

民融合培養軍事人才的路子，更加廣泛地利用國家

教育資源，同時為更多地方優秀人才進入軍隊提供

寬闊平台。 

2017.07.24 
中央軍委軍事科學研究指

導委員會誕生 

大型政論專題片《將改革進行到底》第八集《強軍

之路》(下)在央視播出。片中披露，2017 年，中共

軍隊中一個嶄新的機構─中央軍委軍事科學研究指

導委員會誕生。連同此前成立的軍委科技委，中共

國防和軍隊科技創新有了全新的頂層架構。 
資料來源：1、盤點 2017：這一年，軍改出了哪些大招《新華社》，2017 年 12	

													月 22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17/1222/c1011-29723  
                          929.html>。											

										2、這五年，習近平強軍大事記《中華兒女報刊社》，2017 年 8 月 3	

													日，<https://weiwenku.net/d/101803633>。																					

										3、作者摘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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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共強軍政策下的軍隊實際發展現況	

				隨著中共國力的崛起，有關中共軍力發展與強軍政策的討論資訊，便不斷的在

新聞媒體曝光。尤其在習近平主政後，他明白中共未來若要躋身強國之林，不能

是只能靠高來高去的空談與華麗的包裝，這樣只會讓中共停滯不前。因此，習近

平大刀闊斧分階段擬訂國安戰略目標，預計在建黨百年與建國百年間的 30 年

(2021 年-2049 年)，促進國內維穩發展環境，主動塑造國際安全氛圍，增加對國際

安全正面貢獻，實現內外安全良性互動。此外，還以務實態度推動國防與軍隊建

設，大聲疾呼「強軍夢就是中國夢」，不難看出習近平對於國防與軍隊建設改革

係以實現「強軍夢」、「中國夢」為其目標。	

				在 2015 年九三閱兵時，習近平宣佈裁軍 30 萬，準備將部隊人數維持在 200 萬

人。十八次五中會後的 11 月 26 日宣佈啟動體制編制的變革，並要求 2020 年完

成。145另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在北京八一大樓，習近平主持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

、戰略支援部隊等 3 個軍事單位成立大會，向陸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授予

軍旗並致訓詞，強調要堅持以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為引領，深入貫徹新形勢

下軍事戰略方針，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要部

隊時刻聽從黨和人民召喚，忠實履行黨和人民賦予的神聖使命，為實現中國夢強

軍夢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146此即習近平進一步宣告另一階段重要軍事改革工作

正式啟動。而有關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要點，即把握「軍委管總、戰區主戰、

軍種主建」之原則，置重改革領導管理體制、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推進軍隊規模

結構、政策制度與軍民融合發展改革等，俾 2020 年前在改革領導管理體制、聯

合作戰指揮體制上取得進展，並在優化規模結構、完善政策制度、推動軍民融合

發展等方面有所成效，構建能打贏資訊化戰爭、有效履行任務的現代軍事力量體

系，完善軍事制度。上述作為不僅給了國際間許多想像空間，實質上即是習近平

                                                        
145	中國要在 2020 年前「努力構建能夠打贏信息化戰爭、有效履行使命任務的中國特色現代軍事

力量體系」（bbc 中文網，2015）。 
146 解放軍“五大軍種”《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7 年 9 月 6 日，<http://theory.people.com. 
cn/n1/2017/0906/c413700-29519611.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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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強軍政策的各項重要指標。本章僅就習近平主政後，針對其推動陸軍、火箭

軍及戰略支援部隊等發展現況予以摘要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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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陸軍發展方面	

壹、指揮體系轉型：	

				2015 年 11 月 24 日，習近平在軍委改革會議上表示，軍改的重點要由原來「

垂直、多層次」指揮模式，調整為「扁平、直接」模式，目的是要使軍隊最高領

導權和指揮權集中於「黨中央」、「中央軍委」，進而優化軍委機關職能，充實

協調職能，使軍委成為軍委的參謀、執行與服務機關，以利於黨對軍隊的絕對領

導及軍委的統一指揮。147因此，習近平首先進行了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改組(稱為「

脖子以上」的改革)，中共中央軍委於 1 月 11 日公布了軍委機關部門調整方案，

原軍委四總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被改組為 15 個軍

委直屬職能部門。這 15 個職能部門包括：一廳（軍委辦公廳）、六部（軍委聯

合參謀部、軍委政治工作部、軍委後勤保障部、軍委裝備發展部、軍委訓練管理

部、軍委國防動員部）、三委（軍委紀委、軍委政法委、軍委科技委）、三辦（

軍委戰略規劃辦公室、軍委改革和編制辦公室、軍委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一

署（軍委審計署）、一局（軍委機關事務管理總局）。148完成了重新建構軍委總

部體制、實行軍委多部門制，係強化中央軍委領導權之必然安排，將現今集中於

各總部之指揮及領導權切割，將軍隊之最高指揮權及軍隊各層級之最高領導權轉

移至中央軍委，由中央軍委直接指揮領導，不再由各總部及軍種司令部集最高指

揮權和領導權於一身，可以說是習近平集中中央軍委領導指揮權之具體展現。	

				接續不到一個月，習近平隨即進行下一波的改革，就是破除「大陸軍」體制，

單獨組建陸軍領導機構，與其它軍種對等平行、戰時能相互構聯協調，才能跟上

現今演變快速、科技新穎的作戰形態。因此，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陸軍領導

機構正式成立。習近平親自向陸軍授予軍旗並致訓詞，陸軍領導機構司令員由李

                                                        
147 軍委機關要著力實現“三個轉變”《解放軍報》，2016 年 4 月 28 日，<http://www.mod.gov.cn/big5 
/topnews/2016-04/28/content_4651318.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48 中國推進軍隊改革 四總部改為 15 部門《端傳媒》，2016 年 1 月 12 日，<https://theinitium. 
com/a 
rt icle/20160112-dailynews-china-military/>（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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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政治委員由劉雷升任(在十九大前夕，中共中央軍委人事動作不斷，將原中

部戰區司令員韓衛國升任陸軍司令員149)。	

				習近平在主持陸軍領導機構成立場合時，鮮明提出努力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

新型陸軍，並特別強調以下幾點：150	

		一、陸軍建設開啟了新的篇章，踏上了新的征程。一年來，在個人一系列重要

講話精神的指引下，陸軍百萬官兵眾志成城，以高度的歷史自覺和強烈的

使命擔當奮力開創陸軍建設發展新局面。堅決聽黨指揮，鑄造絕對忠誠之

師。堅決聽黨指揮、絕對忠誠可靠，是陸軍從小到大、由弱到強、不斷勝

利的根本所在。陸軍百萬官兵牢牢把握維護核心、聽從指揮這個根本政治

要求，強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更加堅定自覺地

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核心、維護和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確保絕對忠誠

、絕對純潔、絕對可靠。大力加強黨史軍史和光榮傳統教育，實施“紅色

基因代代傳”工程，有的放矢做好意識形態工作，持續培養“四有”新一

代革命軍人，鍛造了具有鐵一般信仰、鐵一般信念、鐵一般紀律、鐵一般

擔當的過硬部隊。	

		二、堅持真打實備，鍛造敢打善戰之師。軍隊是要打仗的，在黨和人民需要的

時候必須上得去、打得贏。陸軍部隊素以能征善戰著稱於世。一年來，陸

軍黨委堅持以戰領建、抓建為戰，百萬官兵更加堅定自覺地抓備戰謀打贏

，確保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強化隨時準備打仗思想，全部心

思向打仗聚焦，各項工作向打仗用勁。牢固樹立戰鬥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

標準，形成有利於戰鬥力建設的用人導向、工作導向、評價導向、激勵導

向。緊而又緊抓好練兵備戰，從實戰需要出發從難從嚴訓練部隊，鍛造過

硬戰鬥力。牢固樹立戰鬥隊思想，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戰鬥精神，

培養英勇頑強的戰鬥作風，時刻準備為祖國和人民去戰鬥。	

                                                        
149 黨媒證實 周亞寧掌火箭軍《中時電子報》，2017 年 9 月 17 日，<http://www.chinatimes. com/new 
spapers/20170917000312-260108>（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50 陸軍轉型開啟新篇章《新華網-人民日報》，2017 年 4 月 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 
17-04/09/c_129528041.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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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推進依法治軍，打造作風過硬之師。厲行法治、嚴肅軍紀，是治軍帶兵的

鐵律。陸軍各級堅定自覺地推進依法治軍，不斷提高部隊建設法治化、正

規化、科學化水平。強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維，把法治內化為政治信念和

道德修養，外化為行為準則和自覺行動，做到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按照法

治要求轉變治軍方式，加快實現“三個根本性轉變”，嚴格按照法定職責

權限抓好工作，黨委依法決策、機關依法指導、部隊依法行動、官兵依法

履職。自覺踐行“三嚴三實”要求，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提高法規制

度執行力，讓鐵規生威、鐵紀發力。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層，加大經常性基

礎性工作落實，千方百計解決基層建設的矛盾問題，推動基層建設全面進

步全面過硬，確保部隊高度集中統一和安全穩定。	

				綜上所述，陸軍領導機構的成立，乃是習近平透過各機構職能之調整，按「軍

委-戰區-部隊」的作戰指揮體系與「軍委-軍種-部隊」的領導管理體系之原則，所

產生的軍事戰略設計，是因應前述四大總部裁撤與軍委重組的延續。為的不僅是

破除中共積習已久的「大陸軍主義」，改善「軍政」、「軍令」長期磨合不佳、

協調不順的窒礙，著眼於健全軍兵種領導管理體制。除了使原本七大軍區各轄屬

之地面部隊，有一個統一專責領導機構，摒除領導管理能量被分散的問題，並且

讓陸軍指揮層次趨向扁平、壓縮，減少陸軍指揮效能低落的問題；另一重點則是

緊抓「平戰一體」的具體實踐，讓陸軍逐步轉型，與其他軍種地位平行，有利於

聯合作戰指揮功能之提升。惟按習近平的軍改期程才剛起步，至 2020 年始可能

獲得成效，在這樣軍隊指揮領導體制的重大變革之下，是否能完善轉型運作未造

成落差罅隙，進而重塑厚植堅實戰鬥力收到正向效果，值得持續關注。	

貳、軍區改為戰區：	

				中共向來重視「一體化」之聯合作戰，尤其在 2003 年伊拉克戰爭後，更深刻

體認到聯合作戰已逐漸成為現今作戰型態的趨勢。然因為地理位置與地緣關係，

從建政以來卻一直是以「大陸軍主義」、「大軍區思維」掛帥，長期以來中共軍

隊仍奉行「陸軍獨大」的概念，也造就了之後「七大軍區」的制度。但因應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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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的場景，中共依這樣軍區的作戰態勢，最終形成與高層缺乏聯戰思維的默契

，產生疊床架屋、指揮鍊過長，甚至難以指揮的矛盾問題。尤其中共過去以大軍

區作為作戰目標的分野，軍區內仍是以地面部隊(陸軍)為主，甚至總參謀部就是

實質上的陸軍司令員，151軍區內不僅統管集團軍所屬人事、作戰、訓練、後勤、

財務、政工、裝備等所有事項，還負責管轄至省級軍區，權力很大，軍區司令員

過去多半由陸軍將領出身，就思維上、作風上較不易與其他軍種協調配合，如同

一方諸侯，容易形成獨霸一方、各據山頭之局面，在指揮調度上難以掌握；且現

今的作戰形態，跨軍種緊密協同的聯合作戰，才是真正作戰的主流與主宰戰爭勝

負的關鍵。因此，2016 年 2 月 1 日，中共人民解放軍戰區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

習近平向五大戰區授予軍旗並發布訓令，宣布廢除軍區，同步建立中共人民解放

軍東部、南部、西部、北部及中部等五個戰區。152習近平除了將中共整體國家安

全環境及軍隊任務納入規劃考量，以「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戰略

思維出發、以「聯合作戰」為樞紐推手，將「聯合指揮」、「聯合訓練」與「聯

合保障」(三聯)串接構聯，帶動新一波中共解放軍的軍事體制創新；實質上更要

求各戰區要毫不動搖聽黨指揮，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

規矩，不折不扣執行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命令指示，隨時做好領兵打仗的準備。	

                                                        
151 平可夫，〈中國軍隊改革降低陸軍作用〉，《漢和防務評論》（加拿大），總 136 期，2016 年 2 月 
，頁 59。 
152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區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習近平主席向五大戰區授予軍旗並發布訓令，宣布

建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南部戰區西部戰區北部戰區中部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網》，

2016 年 2 月 1 日，<http://www.mod.gov.cn/big5/power/2016-02/01/content_4640972.htm>（檢索日

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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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中共軍改前七⼤軍區示意圖 

資料來源：1、新浪網，《中共七大軍區示意圖》<http://history.sina.com.cn/bk/ggk  
                          fs/2014-06-20/151493582.shtml>。											

										2、作者整理。	

	

 

圖 4 - 2 中共軍改後五⼤戰區示意圖 

資料來源：1、維基百科，《中共人民解放軍戰區》<https://zh.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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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A7              
                         %A3%E6%94%BE%E5%86%9B%E6%88%98%E5%8C%BA>。											

										2、作者整理。	

	

表 4 - 1 中共軍改後五⼤戰區現任司令員暨政委(重要幹部)⼀覽表 

中 共 軍 改 後 五 大 戰 區 現 任 司 令 員 暨 政 委 ( 重 要 幹 部 ) 一 覽 表	

戰 區	 職 務	 姓 名	 軍 階	 任 職 日 期	 前 職	 出 生 日 期	 籍 貫	

東 部	

戰 區	

司 令 員	 劉 粵 軍	 上將	 2 0 1 6 . 0 2 
蘭州軍區參謀長→蘭	

州軍區司令員	
1954.09 山東榮成	

政 委	 何 平	 中將	 2 0 1 7 . 0 9 西部戰區副政委	 1957.11 四川南充	

南 部	

戰 區	

司 令 員	 袁 譽 柏	 中將	 2 0 1 7 . 0 1 
北海艦隊司令員→北	

部戰區海軍司令員	
1956 湖北公安	

政 委	 魏 亮	 上將	 2 0 1 6 . 0 2 
總政治部主任助理→		

廣州軍區政治委員	
1953.02 江蘇高淳	

西 部	

戰 區	

司 令 員	 趙 宗 岐	 上將	 2 0 1 6 . 0 2 
濟南軍區參謀長→濟	

南軍區司令員	
1955 黑龍江賓縣	

政 委	 吳 社 洲	 中將	 2 0 1 7 . 0 1 
濟南軍區政治部主任	

→中部戰區陸軍政委	
1955.07 浙江臨海	

北 部	

戰 區	

司 令 員	 李 橋 銘	 中將	 2 0 1 7 . 0 9 北部戰區陸軍司令員	 1961.04 河南偃師	

政 委	 范 驍 駿	 中將	 2 0 1 7 . 0 1 
濟南軍區空軍政委→

空軍政治部主任	
1958.06 江蘇如皋	

中 部	

戰 區	

司 令 員	 乙 曉 光	 上將	 2 0 1 7 . 0 8 
南京軍區副司令員→

副總參謀長	
1956.01 江蘇沭陽	

政 委	 殷 方 龍	 上將	 2 0 1 6 . 0 2 
第二炮兵政治部主任	

→總政治部副主任	
1953.11 江蘇揚中	

資料來源：1、維基百科，《中共人民解放軍戰區主官》<https://zh.wikipedia.org/ 
                          wiki/%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 

%A 7%A3%E6%94%BE%E5%86%9B%E6%88%98%E5%8C%BA>

。											

										2、作者整理。	

					

				然根據中共戰區調整後的劃分研析，東部戰區主要著眼於東海、台海方面問題

；南部戰區著眼於南海、東南亞國家方面問題；西部戰區著眼於南亞、中亞國家

方面問題；北部戰區著眼於朝鮮半島、俄羅斯、蒙古國問題；中部戰區則首要任

務在戍衛首都北京的安全。就近期國際氛圍狀況，五大戰區中，東部戰區戰略方

向直指台灣、釣魚台列嶼，南部戰區含括南海諸島，攸關當前中共國家安全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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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利益，北部戰區亦有北朝鮮核武、南、北韓統一問題等。前述這幾大戰區未來

若發生主權爭議或利益爭奪問題，勢必牽動美、中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角力，所面

臨的局勢複雜程度更甚其他戰區，對於中共軍事動態、軍備提升、武器提升與軍

隊部署等，均殊值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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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火箭軍(二炮)發展方面	

				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人民解放軍成立陸軍領導機構的同時，中共人民

解放軍火箭軍同步成立，大會在北京八一大樓隆重舉行。由習近平向火箭軍授予

軍旗並致訓詞，火箭軍司令員暨政治委員分由魏鳳和王家勝任職。習近平強調：

火箭軍是中共戰略威懾的核心力量，是大國地位的戰略支撐，是維護國家安全的

重要基石。火箭軍全體官兵要把握火箭軍的職能定位和使命任務，按照「核常兼

備」、「全域懾戰」的戰略要求，增強可信可靠的核威懾和核反擊能力，加強中

遠程精確打擊力量建設，增強戰略制衡能力，努力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火箭軍

。153此次火箭軍首任司令員，仍由原二炮司令員魏鳳和繼續擔任，而原本二炮的

基地、導彈部隊與醫院等所屬單位，經目前羅搜網路相關資料顯示，均僅先將單

位銜稱名稱改為「火箭軍」，餘仍以「二炮」前身基礎上持續建設(附記：在十九

大前夕，火箭軍副司令周亞寧「坐正」升任司令員，是四大軍種司令員中最年輕

的一位，而前火箭軍司令員魏鳳和則被認為是新軍委副主席的熱門人選154)。	

壹、簡介：	

	一、沿革與任務：	

				中共火箭軍，前身係「第二炮兵部隊」(簡稱二炮)，是以地對地戰略飛彈為主

要裝備、擔負核反擊戰略作戰任務的獨立兵種。武器主要為核彈頭或常規彈頭的

戰略飛彈，包括短程、中程、洲際彈道飛彈，遠程巡弋飛彈。155在《中國武裝力

量的多樣化運用》白皮書已明白揭示：第二炮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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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精幹有效的原則，第二炮

兵加快推進信息化轉型，依靠科技進步推動武器裝備自主創新，利用成熟技術有

                                                        
153 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成立大會在京舉行，習近平向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火箭軍戰

略支援部隊授予軍旗並致訓詞《人民網-人民日報》，2016 年 1 月 2 日，<http://cpc.people.com.cn/n 
1/2016/0102/c64094-28003839.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54 黨媒證實 周亞寧掌火箭軍《中時電子報》，2017 年 9 月 17 日，<http://www.chinatimes. com/new 
spapers/20170917000312-260108>（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55 火箭軍，中共成立第四軍種《中時電子報》，2016 年 1 月 2 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 
spapers/20160102000347-260108>（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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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有選擇改進現有裝備，提高導彈武器的安全性、可靠性、有效性，完善核

常兼備的力量體系，增強快速反應、有效突防、精確打擊、綜合毀傷和生存防護

能力，戰略威懾與核反擊、常規精確打擊能力穩步提升。第二炮兵下轄導彈基地

、訓練基地、專業保障部隊、院校和科研機構等，目前裝備東風系列彈道導彈和

長劍巡航導彈。156平時任務保持適度戒備狀態，按照平戰結合、常備不懈、隨時

能戰的原則，加強戰備配套建設，構建要素集成、功能完備、靈敏高效的作戰值

班體系，確保部隊應急反應迅速，有效應對戰爭威脅和突發事件。在國家受到核

威脅時，核導彈部隊根據中央軍委命令，提升戒備狀態，做好核反擊準備，懾止

敵人對中國使用核武器；在國家遭受核襲擊時，使用導彈核武器，獨立或聯合其

他軍種核力量，對敵實施堅決反擊。常規導彈部隊能夠快速完成平戰轉換，遂行

常規中遠程精確打擊任務。157	

二、職能與特性：	

	(一)職能：									

								目前中共火箭軍除了延續過去二炮既有的組織編制，仍保持有兩個主要作

戰部隊，區分為常規導彈部隊與核導彈部隊，各個導彈部隊分別執行不同

的任務，以發揮火箭軍職能特性，分述說明如次：	

			1、常規導彈部隊：	

									是以進行結構性攻擊，爭奪制空權與制海權，實施威懾性打擊、跨海登島

攻臺作戰，與對抗軍事強國介入等，擔任遂行常規導彈突擊戰役，運用常

規導彈突擊對方重要戰略、戰役目標，以達成預定戰役目的。158	

			2、核導彈部隊：	

									以遏阻敵方對中國大陸使用核武，擔任遂行核反擊戰役，運用戰略核導彈

突襲敵方政治與經濟的目標，以達成戰略目的。159	

                                                        
156《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白皮書《新華社》，2013 年 4 月 16 日，<http://big5.gov.cn/gate 
/big5/www.gov.cn/jrzg/2013-04/16/content_2379013.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57 同註 156。 
158 梅林，〈中共二炮常規導彈軍力的作戰任務與基本法〉《中共研究》第 35 卷第 4 期， 2001 年 4
月，頁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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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新成立的火箭軍，在職能上有兩個重要的特徵：一是統合中共的核常導彈

部隊東風系列、巨浪系列、戰略轟炸機部隊威懾潛在對手，有效簡化實施多層次

作戰任務的流程，極大化中共整體戰略威懾能力，打破美國對大陸的戰略封鎖島

鍊，對一個崛起的大國而言，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與客觀需求；二是由陸軍負責

近程戰術性導彈執行任務，在大戰區上更具備靈活性，使陸軍攻守，都加大、加

長了傳統戰力的覆蓋面和延長性，更符合由軍區改為戰區的特性。160顯然習近平

對於未來隨時可能發生的核子大戰，早有所心理準備及實戰因應；另評估如果要

突破美國「亞太戰略再平衡」的最佳辦法，就是將職司近、中、遠、洲際威懾打

擊責任的解放軍二炮部隊，放棄近程，轉換為專司中、遠、洲際威懾打擊責任，

所謂「不怒而威」，將轉型的火箭軍去威懾美國的島鏈包圍，可心無旁鶩專注進

行直接戰略精準打擊，這與過去二炮職能定位有顯著的不同。2016 年 10 月 11 日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表的一篇研究中亦提出：對於中共火箭軍的描

述有三點，第一是加強中長程精準打擊的建設；第二是加強可信賴和可依靠的核

威懾與核反擊；第三是加強戰略檢查與平衡能力。161這樣的研究結果可以說是對

火箭軍的職能做出最佳的呼應。	

		(二)特性：					

				2015 年 12 月 31 日，習近平在中共人民解放軍火箭軍成立大會授予軍旗，並

在致訓詞時強調：火箭軍是中共戰略威懾的核心力量，是大國地位的戰略支撐，

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火箭軍全體官兵要把握火箭軍的職能定位和使命任

務，按照「核常兼備」、「全域懾戰」的戰略要求，增強可信可靠的核威懾和核

反擊能力，加強中遠程精確打擊力量建設，增強戰略制衡能力，努力建設一支強

大的現代化火箭軍。162由此可知，在這樣一個「核常兼備」、「全域懾戰」的戰

                                                                                                                                                                   
159 王厚卿、張興業，《戰役學》，頁 367～368。 
160 中共火箭軍重構西太平洋秩序《旺報》，2016 年 1 月 6 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 
apers/20160106000946-260310>（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61 Anthong H.Corodesman,The PLA Rocket Force: Evolving Beyond the Second Artillery Corps (SAC) 
and Nuclear Dimension,(Washigton, D. C.：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mational Studies, October, 
2016)P.3. 
162 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成立大會在京舉行，習近平向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火箭軍戰

略支援部隊授予軍旗並致訓詞《人民網－人民日報》，2016 年 1 月 2 日，<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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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要求指導下，中共對於火箭軍的裝備特性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能充分運用其核

反擊與遠距導彈攻擊的能力與特性，既擁有打擊作戰能力，又兼具恫嚇威懾能量

，是有足以應付未來效能高、科技新、速度快作戰場景的可能。	

				相對而言，中共勢必結合國情實需及戰略需要，對於地對地彈道導彈的部署方

式，自然採取符合自己的戰略需求而做出調整部署，不論好壞，只有符不符合實

際現況，就是最佳的戰略選擇。以目前中共地對地導彈部署方式而言，通常分為

固定發射與機動發射兩種︰固定發射，就是指地對地導彈在固定陣地(一般指地下

井)進行發射的形式；機動發射是指利用地面道路機動至預定(或臨機)發射陣地實

施作戰的發射形式。固定發射與機動發射是陸基戰略導彈部隊作戰的兩種主要作

戰樣式。固定發射由于是在地下井進行作戰準備，具有狀態保密、隱蔽性強等特

點，但由於陣地固定，一旦被定位，生存問題就十分嚴峻。機動發射由於可利用

洞庫和地面隱蔽設施進行技術和發射前準備，且地面發射陣地數量較多，分布較

廣，生存能力較強，但缺點是在地面機動時容易暴露。163	

表 4 - 2 中共地對地彈道導彈作戰部署⽅式特性比較表 

中 共 地 對 地 彈 道 導 彈 作 戰 部 署 方 式 特 性 比 較 表	

發 射 方 式	 陣 地 形 式	 作 戰 樣 式	 優 點	 缺 點	

固定發射	 固定陣地	 地下發射井	
狀態保密	

隱蔽性強	

射擊後容易被鎖定	

生存力低	

機動發射	 預定陣地	 鐵路、公路	
機動性強	

生存力高	
機動時容易暴露	

資料來源：1、放眼世界看火箭軍建設，《中國軍網》< http://www.81.cn/big5/jmy 
                          wyl/2016-005/03/content_7031819.htm >。											

										2、作者整理。	

三、種類：	

                                                                                                                                                                   
/n1/2016/0102/ c64094-28003839.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63 放眼世界看火箭軍建設《中國軍網》，2016 年 5 月 3 日，<http://www.81.cn/big5/jmywyl/2016-0 
05/03/content_7031819.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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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火箭軍從二炮轉型後，承接其武器裝備基礎之上，不斷地加強彈道導彈

的精準打擊能力，對於所配置各類型的地對地彈道導彈，就其武器裝備性能概況

分析說明(如表 12)：		

(一)洲際核戰略彈道導彈：164	

	 1、東風-5 型：	

									該型號是第一代洲際地對地戰略彈道導彈，全長 32.6 米，彈徑 3.35 米，

起飛重量 183 噸，採用二級液體燃料火箭發動機，由固定發射井發射，最

大射程 12,000 公里。 

		2、東風-5A 型：	

									最大射程，可提升至 15,000 公里，可攜帶 1 枚 3,000 公斤、威力為 300-

400 萬噸黃色炸藥當量的核彈頭，或 4~5 枚分導核彈頭。	

		3、東風-5B 型：	

									2006 年發展出的東風-5B，具備「多重目標重返大氣層載具」能力，是第

一個可攜帶 4~6 枚分導式核彈頭的彈道導彈。在射程和命中精度方面較東

風-5A 型有所提升，在 2015 年 9 月 3 日首度於中共閱兵上公開展示。165	

		4、東風-5C 型：166	

									東風-5C 是中共自主研製的一型洲際彈道導彈。它採用固定發射井發射方

式，是東風-5 型洲際導彈的最新改進型。東風-5C 的射程超過 10,000 公里

，美國全境均在其射程覆蓋之內，是真正的大國利器，決戰型武器。 

         洲際彈道導彈剛剛問世之時，一枚導彈只能攜帶一枚彈頭打擊一個目標。

1960 年代初期，出現了集束式多彈頭技術。原來只能裝載一個彈頭的空間

中，可以放下兩三個小一些的彈頭，一次可以打擊多個目標。但是當時的

技術還不允許這些分彈頭過多調整最後的攻擊方向，打擊範圍通常是半徑

                                                        
164 洲際彈道飛彈《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B2%E9%9A%9B%E5%BD 
%88%E9%81%93%E9%A3%9B%E5%BD%88>（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65 時隔 30 年「東風-5」導彈再現？原來是東風-5B 亮相了《ETtoday 新聞網》，2015 年 9 月 3
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50903/559368.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66 共軍東風-5C 導彈如何先進？《中時電子報》，2017 年 2 月 5 日，<http://www.chinatimes.com/re 
altimenews/20170205000005-260417>（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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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公里的圓圈。1960 年代末期，出現了最早的分導式多彈頭技術。相較

之前，這時的每一個彈頭都具有自己的推動系統，可以調整末端的飛行姿

態、軌跡，打擊的半徑大大加大。並且在技術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可以攜

帶的分彈頭的數量不斷提高。	

		5、東風-31 型：	

									該型是第二代洲際地對地彈道導彈，全長 13.4 米，彈徑 2.2 米，起飛重量

17 噸，是首先採用三級固體燃料的火箭發動機，可以公路機動發射和發射

井發射，最大射程 8,000 公里，能攜帶 1 枚 700 公斤、威力為 100 萬噸黃色

炸藥當量的熱核彈頭或 3 枚威力為 9 萬噸黃色炸藥當量分導熱核彈頭。	

		6、東風-31A 型：167	

									該型是東風-31 的改良型，採用固體火箭發動機，主要鐵公路運載方式進

行機動，估算東風 31A 組態特殊動力裝置，能在離地約八萬公尺高空靠向

量噴射技術變軌，避開攔截導彈。能攜帶 3 枚以上彈頭，射程提升至

11,200 公里，射程所涵蓋範圍對美國與俄羅斯兩國有一定的威懾能力。	

		7、東風-41 型：168	

									屬於三節固體燃料，最大射程達 15,000 公里，射程範圍足以涵蓋威懾美國

本土，採用車載式機動發射，是第二個可以攜帶約 10 枚分導式核彈頭。於

2014 年進入研發試射階段，估算與東風-5B 型彈道飛彈升壓階段的衍生型

，被放置固體燃料發動機上，其運載方式分別有公路與鐵路設計。再配合

「北斗」誘導衛星，更加提高了打擊精準度。據 2016 年 6 月解放軍報報導

「為使長劍嘯九天」內容中，研判火箭軍已為東風 41 機動式洲際彈道導彈

部署準備。	

(二)中、長程核戰略/戰術/常規彈道導彈：169	

                                                        
167 東風-31 洲際彈道飛彈《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9%A2%A8-
31%E6%B4%B2%E9%9A%9B%E5%BD%88%E9%81%93%E5%B0%8E%E5%BD%88>（檢索日

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68 解讀東風 41 中國最神秘利器《超越新聞網》，2014 年 8 月 3 日，<http://beyondnewsnet.com/20 
140803/7740/>（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00 
 

		1、東風-4/4A 型：170	

									是第一代中長程地對地戰略彈道導彈，全長 27.5 米，彈徑 2.4 米，起飛重

量 82 噸，採用二級液體燃料火箭發動機，機動發射，而且最大射程 4,000

公里、以及 7,000 公里(東風-4A)，可攜帶 1 枚 2,200 公斤、威力為 100-300

萬噸黃色炸藥當量的熱核彈頭，或 3 枚分導熱核彈頭(東風-4A)。	

	 2、東風-16 型：171	

									為中共開發的機動式中程彈道飛彈也可作為短程導彈使用，是採用固體燃

料推進且可機動發射的飛彈，目標為取代較老式的東風-11、東風-15，其製

造年份於 2010 年後採用較新的科技，例如全數位化控制和一些突防飛彈防

禦網的技術，與解放軍早期的傳統類比式導彈有較大內涵上的不同。2016

年南海爭端白熱化後，東風 16 首次亮相證實，已經量產並大規模部屬南部

戰區。根據央視透露定位為戰術戰役級武器，擁有突防飛彈防禦能力，末

段彈頭散開後會放出大量誘餌信標，讓防禦方雷達很難解算。傳統攻擊時

能改裝填末敏子母彈頭，其散出的大批子彈頭個別又有導航飛行能力，或

是改裝填鑽地彈頭炸毀地堡和飛機堡。全數位化發射系統加上本身為固體

火箭，使得發射準備時間很短，短時間就能發起突襲進攻。外國媒體相信

其有潛在搭載小型核武或生化武器的能力。	

		3、東風-21 型：172	

									為中共開發的機動式中程彈道飛彈，是中共首款採用固態燃料推進且可機

動發射的飛彈，也是世界上首個反艦彈道飛彈，具有飛彈里程碑的意義。

                                                                                                                                                                   
169 彈道飛彈《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9%E9%81%93%E5% AF%B 
C%E5%BC%B9>（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70 東風-4 彈道導彈《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9%A3%8E-
4%E5%BC%B9%E9%81%93%E5%AF%BC%E5%BC%B9/22469120?fromtitle=%E4%B8%9C%E9%
A3%8E4&fromid=3671158>（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71 東風-16 中程彈道飛彈《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9%A3%8E-
16%E4%B8%AD%E7%A8%8B%E5%BC%B9%E9%81%93%E5%AF%BC%E5%BC%B9>（檢索日

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72 東風-21 中程彈道飛彈《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9%A3%8E-
21%E4%B8%AD%E7%A8%8B%E5%BC%B9%E9%81%93%E5%AF%BC%E5%BC%B9>（檢索日

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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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編制配屬於中共解放軍火箭軍，東風 21 型主要部署在遼寧、江西、雲

南、福建、青海等地，可對台灣、日本、韓國、東南亞、印度、中亞等地

敵目標造成威脅；美國方面研判約 50 到 100 具之間，實際數字並未公之於

世。東風 21 型是原"第二炮兵"部隊研發最為成熟的飛彈型號，陸續還會推

出更多種衍生型，以彌補現階段飛彈技術上的不足。數年前東風-21 丙型曾

完成多彈頭試射，2009 年也曾出現在「建國」60 周年的閱兵典禮上。			

4、東風-21C 型：173	

									東風 21C 型導彈是東風-21 型導彈的改進型，採用二級固體燃料火箭發動

機，公路機動發射。這種導彈能夠以高達 10 馬赫的速度，在不到 12 分鐘

的時間內，達到其最大射程 2,000 公里。據海外媒體推測，它的射程 1,600

到 2,000 公里，也有媒體稱這種導彈射程超過 2,000 公里，專門用來打擊東

亞的美軍基地，現有 20 餘枚；該型導彈擁有精密導引與主被動突防輔助裝

置，再入大氣層部有氣動翼面控制彈道，它可穿破 TMD 和 NMD 的保護傘

。其製導精度圓周偏差率 CEP 可降到 50 米左右。配合用於全球定位和追踪

目標的 C4ISR 系統，以及終端尋的製導系統，可以用做新的反艦彈道導彈

。該型導彈配備精密的光學和雷達製導系統，飛行彈道不易被偵測，因而

它能規避跟踪系統，增加擊中目標的可能性。據說，該型導彈可以根據打

擊目標情況攜帶 5 種不同類型的“終端敏感穿透型”分彈頭。	

		5、東風-21D 型：174	

									是世界第一種反艦彈道導彈，主要用於對航空母艦等執行戰略、戰術打擊

，可以直接遠距離擊沈移動中的航母。並於 2015 年 9 月 3 日抗戰勝利 70

周年閱兵中，首度對外公開展示，射程在 5,000 公里左右的核/常兼備彈的

反艦彈道導彈。	

		6、東風-26 型：175	

                                                        
173 東風-21C 型導彈《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9%A3%8E-21C% 
E5%9E%8B%E5%AF%BC%E5%BC%B9/10628594?fromtitle=%E4%B8%9C%E9%A3%8E21c&fromi
d=927948>（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74 同註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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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共航天科技集團研製的核常兼備遠程彈道飛彈，擁有對陸上重要目標

或海上大中型艦船實施遠程打擊的能力；是繼東風-21D 後世界現役第二種

大型中遠程反艦彈道飛彈。東風-26 是中共第一個射程可到達關島及關島美

軍基地的常規彈道飛彈，因此被網友冠以「關島快遞」或「關島殺手」的

稱號。它搭載在 12x12 運輸起豎發射車(TEL)上進行陸地機動發射。	

(三)短程核戰術/常規彈道導彈：	

		1、東風-11 型/11A 型：176	

									是中共研製的一種公路機動的短程彈道飛彈。它和東風-15 是目前中共解

放軍所使用的主要的短程彈道飛彈。據估計目前在中共解放軍中服役的東

風-11 飛彈為 500 到 600 枚，東風-16 服役後正逐漸被取代。	

	 2、東風-15 型/15A：177 

									是中共研製的一種公路機動的短程彈道飛彈。美國國防部宣稱目前有 315

到 355 枚東風-15 飛彈在中共人民解放軍中服役。它有東風-15、東風-15 甲

、東風-15 乙及東風-15 丙 4 種型號。2013 年 10 月中共媒體公布了該飛彈的

最新型號東風-15C，其餘舊型於東風-16 服役後正逐漸被取代。東風-15 首

次公開亮相是在 1999 年 10 月 1 日的首度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50 周年大會」上。	

		3、東風-15B 型：178	

									東風-15B 彈道導彈是東風-15 導彈的改進型。DF-15 是中共最有能力的常

規近程彈道導彈，PLA 主要依靠局部-戰略導彈力量。DF-15 是一種單級、

                                                                                                                                                                   
175 東風-26 中程彈道飛彈《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9%A3%8E-
26%E4%B8%AD%E7%A8%8B%E5%BC%B9%E9%81%93%E5%AF%BC%E5%BC%B9>（檢索日

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76 東風-11 短程彈道飛彈《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9%A3%8E-
11%E7%9F%AD%E7%A8%8B%E5%BC%B9%E9%81%93%E5%AF%BC%E5%BC%B9>（檢索日

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77 東風-15 短程彈道飛彈《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9%A3%8E-
15%E7%9F%AD%E7%A8%8B%E5%BC%B9%E9%81%93%E5%AF%BC%E5%BC%B9>（檢索日

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78 東風 DF-15B 近程地對地導彈《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DF-15B%E8% BF%91 
%E7%A8%8B%E5%9C%B0%E5%9C%B0%E5%AF%BC%E5%BC%B9>（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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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體燃料、近程彈道導彈(SRBM)，由 CASC 中共火箭發動機技術研究院（

ARMT，也即是第四航空宇宙研究院）發展的系統。它是在中共解放軍火箭

軍(前第二砲兵，戰略導彈力量)服役中唯一的非核導彈。DF-15 近程彈道導

彈系統在 1999 年中共國慶閱兵式期間展示。	

(四)陸基巡弋導彈：179	

									長劍-10 研製的最初目的為裝備中共人民解放軍海軍岸艦飛彈部隊、在可

能的台海危機中起到阻止域外國家介入的作用，曾一度命名為東海-10。之

後調整任務使命，轉而以中遠程對地精確打擊為發展方向，故改名長劍-10

。長劍-10 是由中共航天科工集團第三研究院負責研製、裝備於中共人民解

放軍的亞音速中遠程對地巡弋飛彈。長劍-10 是中共研製的第一型對地巡弋

飛彈，也是「長劍」系列中的第一種飛彈。長劍-10 的成功研製使中共成為

繼美國、蘇聯之後世界上第三個實現自主研製、生產和裝備對地巡弋飛彈

的國家。2016 年 11 月，共青團在其官網微博中發表的數據顯示：中共火箭

軍目前裝備有 3,000 枚「長劍-10」系列巡弋飛彈。	

									長劍-10 巡弋飛彈航程遠、精度高，可低空飛行、隱蔽突防、連續突擊。

服役後，長劍-10 被解放軍稱為對敵實施中遠程打擊的「殺手鐧」武器之一

。長劍-10 填補了解放軍當時中遠程精確打擊力量的空白，使解放軍戰略部

隊的打擊樣式和作戰能力得到提高。長劍-10 的射程約 1,500~2,500 公里，

由 WS-2400 豎立式運輸發射車搭載，擁有三個長發射筒、八邊形橫截面。

可利用全球導航衛星系統及全球定位系統進行制導，陸攻型號有 4 種不同

版本的彈頭可供使用。一種是重約 500 公斤的重型彈頭，另外 3 種分別是

350 公斤的高爆彈、子母彈和鑽地彈。    

表 4 - 3中共⽕箭軍裝備性能諸元表(⼀) 

中 共 火 箭 軍 裝 備 性 能 諸 元 表	

                                                        
179 長劍-10 飛彈《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5%89%91-10%E5%A 
F%BC%E5%BC%B9>（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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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東風 3/3A 型 東風 4/4A 型 東風 5/5A 型 東風 5B/5C 型 

全長(公尺)	 24 28 32.6 32.6 

服役時間	

(西元)	
1971/1988 1977/1980 1980/1992 2015/2017 

最大射程	

(公里)	
2,800/4,000 7,000/10,000 12,000/13,000 15,000/18,000 

性質	 中程彈道導彈 中長程彈道導彈 洲際彈道導彈 
洲際彈道導彈 
分導式多彈頭 

推進系統	 單節液態燃料 
單節/雙節 
液態燃料 

雙節液態燃料 雙節液態燃料 

導航系統	 慣性導航 慣性導航 慣性導航 慣性導航 

表 4 - 4中共⽕箭軍裝備性能諸元表(⼆) 

中 共 火 箭 軍 裝 備 性 能 諸 元 表	

代號	 東風 11/11A 型 東風 15/15A 型 東風 15B/15C 東風 16 型 

全長(公尺)	 9.75 9.1 10 12 

服役時間	

(西元)	
1992 1990/1998 2003/2005 2014 

最大射程	

(公里)	
300/600 600/900 800 1,500 

性質	 短程彈道導彈 短程彈道導彈 短程彈道導彈 中程彈道導彈 

推進系統	 單節固體燃料 單節固體燃料 單節固體燃料 
雙節固體燃料 
分導式多彈頭 

導航系統	 慣性導航 慣性導航 
慣性導航 
終端導引 

慣性導航 
終端導引 

表 4 - 5中共⽕箭軍裝備性能諸元表(三) 

中 共 火 箭 軍 裝 備 性 能 諸 元 表	

代號	 東風 21/21A 型 東風 21B/21C 東風 21D 型 東風 26/26C 型 

全長(公尺)	 10.7/12.3 12.3 14 14 

服役時間	

(西元)	
1986/1991 2008/2009 2010 2012/2014 

最大射程	

(公里)	
1,800/2,700 1,650/2,500 5,000 3,54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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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中程彈道導彈 中程彈道導彈 
中長程反艦 

彈道導彈 
中長程反艦 

彈道導彈 

推進系統	 雙節固體燃料 雙節固體燃料 雙節固體燃料 雙節固體燃料 

導航系統	
慣性導航/ 
終端導引 

慣性導航 
終端導引 

慣性導航 
終端導引 

慣性導航 
終端導引 

表 4 - 6中共⽕箭軍裝備性能諸元表(四) 

中 共 火 箭 軍 裝 備 性 能 諸 元 表	

代號	 東風 31 型 東風 31A/31B 型 東風 41 型 長劍 10 型 

全長(公尺)	 16 18 21 8.3 

服役時間	

(西元)	
2006 2006/2014 2016 2009 

最大射程	

(公里)	
8,000 11,200/12,000 14,000 2,500 

性質	 洲際彈道導彈 洲際彈道導彈 
洲際彈道導彈 
分導式多彈頭 

巡弋導彈 

推進系統	 三節固體燃料 三節固體燃料 三節固體燃料 單節固體燃料 

導航系統	 慣性導航 
慣性導航 
終端導引 

慣性導航 
終端導引 

慣性導航 
終端導引 

資料來源：1、放眼世界看火箭軍建設，《中國軍網》<http://www.81.cn/big5/jmy 
                          wyl/2016-005/03/content_7031819.htm>。  
                    2、洲際彈道飛彈《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 E6% 

  B4%B2%E9%9A%9B%E5%BD%88%E9%81%93%E9%A3%9B%E 
  5%BD%88>。 

                    3、時隔 30 年「東風-5」導彈再現？原來是東風-5B 亮相了《ETtoday    
                          新聞網》，2015 年 9 月 3 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50 
                          903/559368.htm>。 
                    4、共軍東風-5C 導彈如何先進？《中時電子報》，2017 年 2 月 5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205000005-26041 
                           7>。 
										5、東風-31 洲際彈道飛彈《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 
                           ki/%E6%9D%B1%E9%A2%A8-31%E6%B4%B2%E9%9A%9B% E 
                           5%BD%88%E9%81%93%E5%B0%8E%E5%BD%88>。 
										6、解讀東風 41 中國最神秘利器《超越新聞網》，2014 年 8 月 3 日，          
                           <http://beyondnewsnet.com/20140803/7740/>。 
										7、彈道飛彈《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 BC% 
                            B9%E9%81%93%E5% AF%BC%E5%BC%B9>。 
 									 8、東風-4 彈道導彈《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4       
                            %B8%9C%E9%A3%8E-4%E5%BC%B9%E9%81%93%E5%A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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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5%BC%B9/22469120?fromtitle=%E4%B8%9C%E9%A3%8 E 
                            4&fromid=3671158>。 
 										9、東風-16 中程彈道飛彈《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 
                            /%E4%B8%9C%E9%A3%8E-16%E4%B8%AD%E7%A8%8B%E5 
                            %BC%B9%E9%81%93%E5%AF%BC%E5%BC%B9>。 
									10、東風-21 中程彈道飛彈《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 
                           /%E4%B8%9C%E9%A3%8E-21%E4%B8%AD%E7%A8%8B%E5% 
                           BC%B9%E9%81%93%E5%AF%BC%E5%BC%B9>。 

			11、東風-21C 型導彈《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4% 
               B8%9C%E9%A3%8E-21C%E5%9E%8B%E5%AF%BC%E5%BC% 

                           B9/10628594?fromtitle=%E4%B8%9C%E9%A3%8E21c&fromid=92 
                           7948>。 
									12、東風-26 中程彈道飛彈《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 
                           %E4%B8%9C%E9%A3%8E-26%E4%B8%AD%E7%A8%8B%E5% 
                           BC%B9%E9%81%93%E5%AF%BC%E5%BC%B9>。 
                  13、東風-11 短程彈道飛彈《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 
                           %E4%B8%9C%E9%A3%8E-11%E7%9F%AD%E7%A8%8B%E5% 
                           BC%B9%E9%81%93%E5%AF%BC%E5%BC%B9>。 
                  14、東風-15 短程彈道飛彈《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 
                           /%E4%B8%9C%E9%A3%8E-15%E7%9F%AD%E7%A8%8B%E5% 
                           BC%B9%E9%81%93%E5%AF%BC%E5%BC%B9>。 
                  15、東風 DF-15B 近程地對地導彈《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 
                           m/item/DF-15B%E8% BF%91%E7%A8%8B%E5%9C%B0%E5%9C 
                           %B0%E5%AF%BC%E5%BC%B9>。 
									16、長劍-10 飛彈《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 
                          %BF%E5%89%91-10%E5%AF%BC%E5%BC%B9>。 
									17、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網站》，			

													2013 年 4 月 16 日，<http://www.mod.gov.cn/regulatory/2013-04/16/c 
                          ontent_4617811.htm>。 
									18、藍仲聖，〈習近平強軍夢~論火箭軍建軍規劃〉，《陸軍學術雙月 
                          刊》，第五十二卷第 548 期，2016 年 8 月，頁 109~110。 
									19、東風 16 共軍最新中近程飛彈性能一次看懂，《中央通訊社》，  
                           2017 年 3 月 20 日。<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03 
                           200140-1.aspx>。 
									20、、作者整理。	

	

貳、發展意涵：	

				習近平主政後，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為了落實強軍政策，實現強軍夢、中

國夢，對於國防與軍隊建設不遺餘力。尤其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

，也是國防與軍隊建設的關鍵時期。習近平在中共人大三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

體會議上強調：“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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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努力開創強軍興軍新局面，

確保如期實現「國防與軍隊現代化三步走發展戰略」第二步目標。180而二炮的更

銜與轉型成為火箭軍，實為中共推動軍隊改革規劃中重要的一環，以建設現代化

火箭軍為目標。2016 年 9 月 26 日火箭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習近平特別強調

火箭軍是按照中央和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決策部署成立的。火箭

軍要增強戰略遏制的能力，並以「十三五」規劃綱要總體部署，制定火箭軍發展

戰略與建設規劃計畫。181同時把火箭軍力量結構和部隊編成科學化，提高備戰實

戰化訓練，融入全軍聯合作戰指揮體系，堅持「抓見為戰，以用促建」，全面把

握戰略力量運用的特點與規律，確實發揮戰略作用。182可以充分得知習近平落實

二炮轉型為火箭軍的決心，同時有其以下幾個層面意涵的考量，分述如後：	

	一、國家層面意涵：	

									國家戰略利益在哪裡，軍隊就應該在哪裡，這是軍隊的神聖使命。因此，

中共基於國家戰略的重大調整，隨之調整的是中共的軍隊戰略任務，這也

是中共軍隊深改推出的時代背景。「二炮」作為中共的戰略飛彈部隊，其

形成的是對中共大國戰略支撐的作用，由「二炮」改「火箭軍」，就是在

軍隊戰略任務變革的環境下所做出的重要戰略決策。一個世界大國，需要

在世界範圍內展示自己的能力，特別是中共一再認定自己為「大國崛起」

的最佳代言，就更需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實力。而發展核武、大搞軍事改

革，將這些硬實力向世界展現，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戰略效果。然而，作

為大國戰略支撐的戰略飛彈部隊，其名稱叫做「二炮」也許在中共國內還

容易理解與被接受，但在國際間卻很難讓人明白，甚至矮他國一截。譬如

，中共戰略飛彈部隊進行演習或重大型號的飛彈試射，被稱作「二炮」部

                                                        
180 人民要論：在“四個全面”中謀劃推進強軍偉業《人民網-人民日報》，2015 年 7 月 10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5/0710/c40531-27282134.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81 習近平視察火箭軍機關並發表重要講話《中國軍網》，2016 年 9 月 26 日，<www.81.cn/big5/j 
mywyl/2016-09/26/content_7279558.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82 牢記歷史使命提升戰略能力努力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火箭軍《解放軍報》，2016 年 9 月 27
日，<http://www.81.cn/jfjbmap/content/2016-09/27/node_2.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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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其他國家看到這樣的新聞可能是霧裡看花，甚至無感，造成很多戰略

威懾效果可能將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現在，「二炮」改為「火箭軍」，中

共戰略飛彈部隊進行各項軍演或試射飛彈，不僅資訊傳達迅速，更有利於

中共大秀軍事肌肉。而且，也只有戰略飛彈部隊足夠強大的國家，才堪稱

為「火箭軍」。所以，「火箭軍」銜稱的本身就是一種戰略威懾的代名詞

，在某種定義上是中共滿足其展示大國實力雄心與虛榮心。	

	二、政治層面意涵：	

									2017 年 7 月 30 日，在朱日和聯合訓練基地舉行慶祝中共人民解放軍建軍

90 週年沙場閱兵式，火箭軍成立後首次亮相，五個方隊組成戰略打擊群，

以威武雄壯的陣容、磅礴恢弘的氣勢，光榮地接受了習近平的檢閱，也向

全世界展示了火箭軍部隊的嶄新風采；從核導彈、常規導彈到核常兼備導

彈；從中程導彈到洲際導彈，展示了中共懾戰並舉的強大戰略制衡能力。

導彈武器裝備快速發展的背後，凝聚的是科技創新的結晶。183這不僅只是依

照習近平對火箭軍“核常兼備、全域懾戰”的戰略要求，達到加快武器裝

備建設的步伐，真正實質內涵則是在政治包裝上有其指標性與目的性，尤

其是以美國為首要對象，例如 2017 年中共解放軍所屬的「火箭軍」透過「

解放軍報記者部」微信公眾號，在網路上發表火箭軍的第二支宣傳影片，

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解放軍的第一代彈道飛彈核潛艦 09II 型，舷號 406

的核潛艦，在海中發射一枚的「巨浪」洲際彈道飛彈的影像，首度此影片

中曝光。特別值得注意的就是解放軍的核潛艦發射潛射型的「巨浪」洲際

彈道飛彈曝光，其所發射的應屬於較舊型的巨浪一型導彈，其最大射程

2,150 公里，命中精度 600 公尺。而其在影片中顯示的潛艦是 092 型的唯一

一艘舷號 406 核潛艦，由於該艘潛艦是中共首度擁有海基型核攻擊潛艦，

成為繼美國、蘇聯、英國和法國之後，第五個掌握海基核力量技術能力的

                                                        
183 神劍嘯天揚軍威—火箭軍加快提升戰略能力紀事《新華社》，2017 年 9 月 25 日，<http://news. 
sina.com.cn/o/2017-09-25/doc-ifymeswc9880397.s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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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184不難了解中共這番舉動劍指美國意味濃厚，意圖運用火箭軍的威懾

力量，作為處理國與國政治關係上的籌碼和談判交涉能力，以顯示於國際

政治上的大國地位象徵，並且當作一種可以展現戰略威懾的政治宣傳；另

2017 年中共在渤海地區某海域，進行了一次「新型導彈武器作戰檢驗」的

試射任務，達到預期效果，中共國防部雖然沒有證實試射的是哪一型飛彈

，但綜合其他訊息，外界認為可能是東風 26B 型彈道飛彈。185相同透過這樣

的政治宣傳方式，不僅達到軍事戰略恫嚇威懾效果，間接直接讓國際間得

知中共在此方面有其發展技術的能力，亦將中共在國際間曝光度與能見度

再次提升，無疑是提高其國家戰略價值最好的方式。	

	三、軍事層面意涵：	

									2016 年 2 月 1 日習近平宣布將中共七大軍區改為五大戰區，明確指示各戰

區擔負著應對本戰略方向安全威脅、維護和平、遏制戰爭、打贏戰爭的使

命，對維護國家安全戰略和軍事戰略全局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要高

效指揮聯合作戰，落實軍委賦予的指揮權責，按照平戰一體、常態運行、

專司主營、精幹高效的要求，推進指揮能力建設，理順指揮關係，強化聯

合指揮、聯合行動、聯合保障，扎扎實實組織部隊完成日常戰備和軍事行

動任務。186這意味中共將軍區改為戰區，除了破除各軍區獨霸一方、不易掌

握的窘境，實質意義是中共已逐漸將軍事戰略思維調整為「由守轉攻」，

務必落實「一體化聯合作戰概念」的設計，在軍區轉型成戰區的政策指導

下，倘若仍以過去舊有「二炮」的戰略思維執行聯戰任務，實無法適應中

共解放軍未來的戰略需求。而火箭軍於聯合作戰中，具備堅實戰略打擊能

力，且兼具戰術突擊的雙重任務，如果能讓火箭軍與戰區的戰略思維相結

合，以適時因應國際複雜與多重威脅環境，捍衛不斷延伸的國家利益與對

                                                        
184 中國展軍力解放軍潛射「巨浪」型導彈《蘋果新聞網》，2017 年 2 月 13 日，<https://tw.appled 
aily.com/new/realtime/20170213/1054935/>（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85 中共試射飛彈 研判是東風 26 射程五千公里《中廣新聞網》，2017 年 5 月 10 日，<http://www.b 
cc.com.tw/newsView.3033132>（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186 習近平授旗宣布：解放軍「五大戰區」成立《ETtoday》，2016 年 2 月 1 日，<https://travel.etto 
day.net/article/641986.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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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的控制。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成立火箭軍之前，全世界僅有

前蘇聯/俄羅斯和朝鮮，曾將戰略飛彈部隊列為獨立的軍種，作為前蘇聯的

戰略打擊力量，前蘇聯戰略火箭軍不僅下轄眾多陸基核常飛彈部隊，還擁

有戰略核潛艇和戰略空軍部隊，真正實現了陸海空三位一體的立體核威懾

力量。目前中共面臨的國際安全形勢十分險峻，又想在國際間與美國崢嶸

頭角，然以美國為首的潛在對手，對於中共戰略打擊力量尤為重視，打著

應對「朝鮮核威脅」等幌子不斷在中共周邊部署反制導彈系統，醉翁之意

不言而喻，在這種氛圍下，中共成立「火箭軍」，是否會參考過去蘇聯戰

略火箭軍的有益經驗，或是檯面上隱藏核武實力，檯面下卻「鴨子划水」

般，持續、同步的發展「核武」，值得持續關注。	

	四、經濟層面意涵：	

									在過去，中共經濟發展水平低落，其經濟主要是基於內部自身的發展，主

要是將外部的技術、資源引進來，將自己的產品推出去，中共在海外的利

益相對較小，在世界相對較為和平的時期，中共維繫本土防禦政策即可。

然而，隨著中共經濟的不斷發展，海外利益在快速增加，海外資產安全的

需求要求中共必須設法保護這些海外利益。與此同時，中共再繼續維持可

持續發展勢頭，必須在保護中共海外利益的基礎上，推出中共的大國戰略

。以中共目前的經濟規模和世界影響力，大國戰略的推動和實施，必然會

影響地區甚至是世界的發展進程。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對先前的各項國

家戰略作出重大調整，以適應可持續發展的需要。187 2013 年習近平提出建

立「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建設「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

一路」)的戰略構想，就是順應時代需求，順勢而為，亦直接驗證了以軍事

保護經濟發展、以經濟穩固軍事建設的核心意涵。因此，中共火箭軍已具

有全球打擊的能力，可確保中共於海外經濟運輸交通安全，同時提供大國

軍事實力堅強保障。	

                                                        
187 二炮改名內幕曝光：知道真相的美國也感震撼！《大時代新聞》，2016 年 2 月 14 日，<http://w 
ww.twgreatdaily.com/cat34/node896442>（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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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如此，2017 年 1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設立「中

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由習近平親自擔任委員會主任。習近平強調：

推進強軍事業，必須深入推進軍民融合發展，構建軍民一體化的國家戰略

體係和能力。把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在更廣範圍、更高層次、

更深程度上實現發展和安全兼顧、富國和強軍統一，軍與民的共鳴，劍與

犁的交響，古老命題奏出時代新曲。同時，強化頂層設計，制訂相關政策

，不斷創新機制，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發展格局加快形成

。拆壁壘、破堅冰、去門檻，“軍轉民”“民參軍”熱潮湧動，一系列軍

民通用高新技術成果不斷湧現。依托國民教育體係培養軍隊亟需人才，為

優秀人才進入軍隊打開寬廣通道。在陸軍戰車、海軍戰艦、空軍戰鷹、火

箭軍陣地上，來自國內知名高校的學子越來越多。緊盯國防科技關鍵領域

，突破戰鬥力生成瓶頸，打通科研成果走向戰場“最後一公釐”，高新技

術武器裝備建設加快推進，為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提供了有

力物質技術支撐。188舉一實證，而在習近平的政策指導下，火箭軍將軍民融

合又提升另一「增長點」的戰略能力。火箭軍部隊藉助地方科研集團科技

、人才優勢，先後與國內數十家大型軍工集團和科研單位聯手共建，與地

方科研單位先後共建了 11 個軍地協作人才培養站，與 6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建立科研成果孵化基地，採取進廠駐訓、聯合攻關、掛職培養、項目合作

等，培養 1000 多名專家型飛彈技術骨幹，連帶培養了 80 多名飛彈旅總工

程師、副總工程師，成為一線部隊作戰訓練、科技創新、技術把關、決策

諮詢等方面的「定海神針」。189由此可知，火箭軍各式東風彈道導彈類型與

數量的需求量增加，可直接帶動核軍工產業的發展，增加國內就業市場機

                                                        
188 從浴火重生到徵途如虹—寫在習近平主席提出強軍目標 5 周年之際《新華網》，2018 年 3 月 10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3/10/c_11225182 
47.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189 火箭軍部隊整體作戰能力實現歷史性飛躍《未來網新聞》，2017 年 5 月 18 日，<https://kknews. 
cc/zh-tw/military/p55gznz.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112 
 

會，有益於國家經濟。而且將民間技術與人才引進軍中領域，及軍用技術

投入民間應用，形成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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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戰略支援部隊發展方面	

				習近平曾強調：全軍要堅定不移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深入解決制約國防和軍

隊建設的體制性障礙、結構性矛盾、政策性問題，完善和發展軍事制度，加快構

建能夠打贏信息化戰爭、有效履行使命任務的中共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而推

進強軍事業，必須堅持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興軍、依法治軍，全面提高國

防和軍隊現代化水平。190而中共國防大學教授顏曉峰亦提到：在不同的戰爭形態

下，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戰鬥力的內涵、戰鬥力的標準是不一樣的。我們現在

講強軍，要建設強大軍隊，它的標準是什麼呢？就是要打贏信息化戰爭。戰爭形

態演變已經為信息化戰爭的形態。在這樣一種戰爭形態下，你能不能打贏信息化

戰爭是強軍的最根本標準。我們怎樣推進強軍事業呢？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思考

強軍方略、強軍布局，逐步形成了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興軍、依法治軍這

樣一個由四根支柱組成的強軍布局。191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人民解放軍戰略

支援部隊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由習近平親自授旗並致訓詞。習近平表示，戰略

支援部隊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新型作戰力量，是新質作戰能力的重要增長點。戰略

支援部隊全體官兵要堅持體系融合、軍民融合，努力在關鍵領域實現跨越發展，

高標準、高起點推進新型作戰力量加速發展、一體發展，努力建設一支強大的現

代化戰略支援部隊。192充分證明中共體認到資訊化是未來進行聯合作戰的必要條

件，但以中共當前體制並不能有效發揮資訊化的作用，必須進行組織體制上的調

整，亦可以了解現階段中共對於資訊化、信息化應用在軍事戰略上的重視，絕對

是這次軍改最重要的核心目標之一。	

                                                        
190 建現代軍事體系 打贏信息化戰爭《文匯報》，2017 年 8 月 2 日，<http://paper.wenweipo.com/2 
017/08/02/CH1708020003.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191 顏曉峰：新時代強軍根本標準就是打贏信息化戰爭《新華網》，2017 年 10 月 21 日，<http://big 
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1/c_129723683.htm>（檢索

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192 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成立大會在京舉行，習近平向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火箭軍戰

略支援部隊授予軍旗並致訓詞《人民網－人民日報》，2016 年 1 月 2 日，<http://cpc.people.com.cn 
/n1/2016/0102/c64094-28003839.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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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中共新組建的戰略支援部隊來說，其實帶有十分濃厚的神秘色彩，在中共刻

意的保密下，對戰鬥支援部隊的相關報導(包含其國防部網站簡介、網路查詢資料

)甚少，許多專家也未做太多說明。僅由少數蒐集的公布資料顯示：戰略支援部隊

是軍改中新組建的武裝力量，是統一掌管情報、航天、電戰、指管系統等建構一

體化聯合作戰的關鍵要素，搶占此一新的戰略制高點。193因此，以下僅就其組建

緣起、目的與任務、當前重點工作等逐一概述：	

壹、組建緣起：194	

								過去情報工作由總參下屬的情報部門負責。通常意義上的情報獲取，主要

通過分析公開資料、派遣諜報人員等方式獲取外軍信息；技術偵察工作，主

要通過電子偵察站、電子偵察衛星、電子偵察機等手段獲取敵方雷達和無線

電通訊信號，經處理分析獲取信息；電子對抗力量包括電子對抗團、電子偵

察機等，負責干擾敵方雷達和通訊；網絡攻防力量指黑客部隊；心理戰力量

包括最近服役的心理戰飛機等，可通過網絡、電視和廣播方式對敵方廣大區

域實施心理戰。電子戰這類部隊不真刀真槍地打仗，但他們對作戰的價值一

點也不亞於傳統部隊。	

								中共在技術偵察和電子對抗，電子對抗、網絡攻防和心理戰在技術層面密

不可分，因為無法截獲信號就不可能實施干擾，不能干擾也就不能傳播心理

戰信號；情報尤其是戰役戰術情報與技術偵察在分析應用方面密不可分，兩

者可以相互印證。這種多層面的緊密關係，決定了將它們捏合成整體可以取

得更好效果。這些部隊的共同特點，首先是都不直接參戰，而是為作戰部隊

提供信息支持和保障；其次是不適合專門隸屬某一軍種，但又無法與各軍種

脫離關係，電子偵察機、心理戰飛機等表現的尤其明顯；第三是行動具有戰

略意義，可以對國家博弈、戰爭進程等產生重大影響。	

                                                        
 19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Washington DC: US DoD, May.2017).pp.34-35.。 
194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 
9B%BD%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6%88%98%E7%9
5%A5%E6%94%AF%E6%8F%B4%E9%83%A8%E9%98%9F>（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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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進行軍改，調整軍委總部體制、實行軍委多部門製、形成軍委管總格

局過程中，出於精簡機構和人員、理順指揮關係等方面的考慮，決定將總部

直屬的情報、技偵、電子對抗、網絡攻防、心理戰、通訊等方面力量分離出

去，這就需要建立新的指揮和管理體制。將它們整合到一起時，稱“戰略支

援部隊”最為合適。	

貳、目的與任務：	

	(一)目的：195	

									中共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新型作戰力量，是新質作

戰能力的重要增長點，主要是將戰略性、基礎性、支撐性都很強的各類保

障力量進行功能整合後組建而成的。成立戰略支援部隊，有利於優化軍事

力量結構、提高綜合保障能力。其成立「戰略支援部隊」的目的，是著眼

現代作戰基本形式，已轉變成各軍兵種共同參與的「聯合作戰」。要想將

分散於陸、海、空、天和電磁網路空間的諸軍(兵)種作戰力量聯結，形成完

整的作戰體系，讓數量遠較過去為少的精銳部隊，能發揮以往數量龐大部

隊難以匹配的作戰效益，就有賴於資訊技術。換言之，就是「資訊主導、

體系支撐、精兵作戰、聯合制勝」。	

	(二)任務：196	

									中共「戰略支援部隊」的任務，就是藉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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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共軍隊在航天

、太空、網路和電磁空間等戰場上，能獲取局部優勢，並成為戰爭制勝的

關鍵力量。具體地說，其任務包括：	

					1、對目標的情蒐、探測、偵察和目標訊息的回。	

					2、傳承擔日常的導航，以及北斗衛星和太空偵察手段的管理。	

                                                        
195 同註 194。 
196 揭仲，《淺論中共「戰略支援部隊」之建置與戰力》（青年日報），2016 年 8 月 21 日，<https:// 
www.ydn.com.tw/News/114773>（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116 
 

					3、承擔電磁空間和網路空間的攻防任務。	

					另外，中共高層也要求該部隊在共軍外的「關鍵基礎設施的網路安全與維護

」等方面，扮演積極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官方相關報導中，未曾

發現中共戰略支援部隊將所屬單位撥交戰區指揮的跡象；五大戰區的聯合

作戰指揮中心值班人員中，似乎也沒有戰略支援部隊的人員參與值班。顯

示這支部隊目前應該是由「中央」軍委直轄，有需要時，再視情況將所屬

單位配屬至戰區，甚至第一線作戰部隊。	

	(三)當前工作重點：	

									中共「戰略支援部隊」的組成，另一個重點是透過正式納編或專案合作等

方式，延攬民間軍工企業與科研院校的專家，以有效運用民間先進技術進

行新裝備的開發與驗證，並協助研擬新形態作戰的戰術與準則。中共官方

媒體也提到，戰略支援部隊正在「謀劃建設多項戰略工程」，但相關內容

迄今仍如在五里霧中；只能約略得知包括大數據、雲計算、3D 列印、隱形

、奈米技術甚至生物科技等，都成為這支部隊所屬科研單位討論的重點。

特別是該部隊所屬各級、各類數據資料庫的整合與串聯，可能是為日後中

共「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甚至各一

級作戰部隊的「指揮決策自動化」進行準備。此外，在軍工企業和民間科

技院校研究能量的支援下，原本若干束之高閣的裝備與技術，又重新敗部

復活，進入實驗階段。197	

				綜上所述，中共戰略支援部隊不僅把原本分散的單位集中，還希望將這些單位

按照未來聯合作戰的需求模式，進行軍事準備的整合，同步賦予各單位在聯合作

戰中的角色定位與任務，並依據這些任務來持續進行裝備的研製，與戰術戰法想

定的研擬和驗證。此一構想不難看出中共對於聯合作戰的邏輯與思維，惟畢竟其

為一個新興編成軍事戰略單位，仍處於實驗編裝調整階段，加上下轄單位來自多

個不同的組織，且原本都有高度之專業性及獨特性，能否能有效整合、運用與指

                                                        
197 同註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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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相關聯合運作的機制能否有效建立與發揮?亦或經過整合後，原單位的專業性

是否能持續保有?未來能否有效支援各戰區遂行聯合作戰任務?前述這些問題，均

有待進一步的釐清。另從中共軍事活動跡象與蒐集資料顯示，戰略支援部隊迄今

雖尚未撥交納管至各戰區，然其所轄的若干單位，已開始參與戰區部隊聯合演練

，或是在聯合演練中擔任某種技術指導的工作，各項具體軍事活動仍有待掌握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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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十八大習近平上任後，對中共軍隊的發展形勢與矛盾問題已一目了然。2012

年 12 月 10 日，習近平在廣州戰區視察原第 42 集團軍時提出「強軍夢」，強調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要實現「強軍夢」。2013 年 3 月 11

日，習近平在十二屆中共人大一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軍會議上大談富國強兵願

景，特別強調軍隊的作用：務必要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

的人民軍隊，提高履行使命能力，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中共

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2015 年“九三閱兵”時，習近平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裁

軍 30 萬，揭開了中共國防和軍隊改革的序幕。之後陸續將軍委機關調整為 15 個

部門、成立 3 個新型力量：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7 大軍區調

整為 5 大戰區、陸軍 18 個集團軍調整為 13 個等。被稱為中共解放軍“史上最牛”

的軍改。2018 年 3 月 12 日，習近平出席全國人大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

會議時指出：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是構建一體化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的必然

選擇，也是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的必然選擇，要加強戰略引領、加強改革

創新、加強軍地協同、加強任務落實，要努力開創新時代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新局

面，為實現「中國夢」、「強軍夢」提供強大動力和戰略支撐。因此，針對本次

的研究，提出以下幾點研究發現與建議。	

壹、研究發現：	

				綜觀習近平提出「強軍夢」的諸般理念與作為，可以發現中共確實存在若干其

所謂內、外部之間的矛盾問題，習近平「強軍夢」在某些方面就是置重點於解決

這些矛盾問題。事實上「強軍夢」的提出，勾勒出「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

孰輕孰重的爭論，提醒著習近平在追求「中國夢」的同時，主張中共必須正確把

握和處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使兩者協調發展、依存發展、兼容發展，

等於是為「經濟」和「軍事」的併行發展做出定調。但「強軍夢」也帶來一些值

得思考的問題，特別是中共的強軍政策到底有沒有發展落實?解放軍隊到底強不強

？誠如習近平所能不能打仗?打勝仗?照邏輯推論，中共解放軍的能力應該是「不



 

120 
 

夠強」或是「還不強」，所以習近平主政後才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推動實踐所

謂的「強軍夢」，而造成現在解放軍「不夠強」或「還不強」的實質因素是什麼

？這些長期存在的矛盾問題攸關強軍政策的落實，如果不予重視、善加解決，「

強軍夢」、「中國夢」恐怕最後淪為一個華麗的口號或幻想。茲將以下幾項觀察

分述如後：			

一、中共強軍政策欲落實在「以黨領軍」的理念方面仍背道而馳：	

				「黨指揮槍」、「槍桿子出政權」一直是中共建政以來治理軍隊的基本法則，

很多人可能認為這是無庸置疑，不太需用討論的問題。但習近平推動「強軍夢」

的同時，提出治軍原則的第一要務就是軍隊要「聽黨指揮」。習近平在闡述治軍

理念時，強調軍隊要高舉旗幟、聽黨指揮，這是黨和人民對軍隊的根本政治要求

，在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上，在事關軍隊性質、宗旨、本色的重大

政治問題上，必須頭腦特別清醒，態度特別鮮明，行動特別堅決；對黨絕對忠誠

，堅決聽從指揮，確保政令軍令暢通，確保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策指示有效貫

徹落實。198而在 2012 年 11 月 16 日中央軍委會擴大會議上，習近平再次明白指出

：從這些年思想政治領域的鬥爭形勢看來，要不要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始

終是我們同各種敵對勢力鬥爭的一個焦點。他們權力鼓吹”軍隊非黨化”、”非

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妄圖想改變軍隊性質，把軍隊從黨的旗幟下拉出去

。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面前，我們必須頭腦清醒、態度鮮明、立場堅定；另外一

些年輕同志缺乏對黨優良傳統的深入了解，缺乏艱苦環境與複雜鬥爭的鍛鍊，對

於黨指揮槍的極端重要性往往認識不足、認識不透。另外，軍隊所處的社會環境

、我軍使命任務、官兵成分結構等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於這種情況，我們

要有清醒認識，要始終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軍隊各項建設首位，加強理論武裝，

強化軍魂教育，持續深入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以確保全軍在任何時候任

何情況下，都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指揮。199這樣強烈、密集而大聲疾呼要

                                                        
198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習近平關於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重要論述摘編》（北京：解放

軍出版社，2014 年），頁 14。 
199 同註 198，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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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軍隊必須「聽黨指揮」，代表中共目前的軍隊氛圍可能還不太聽指揮，亦或是

主政後在軍隊指揮與調度上，似乎出現難以施展的窒礙。這很有可能就是清除徐

才厚、郭伯雄的動機。所以，從中共的權力運作機制來看，軍隊理應服從黨的領

導。而習近平從小耳濡目染，從其父親習仲勳身上學習到許多為官、為政之道，

主政後積極與軍隊互動，拉攏軍隊關係，形塑優質領導人的完美形象，並施予恩

威並濟的手段策略，看似與前幾代領導人的風格迥異，惟習近平畢竟是文人背景

出生，對於軍隊文化、軍人習性著墨未深，在領導上所指派的軍事將領常能把持

軍務、自成派閥，甚至不把文人領導人放在眼裡，結果出現文人領導人或黨的命

令無法傳達與貫徹，甚至出現陽奉陰違的敷衍形式主義，要完全做到「聽黨指揮

」的要求，消弭上述那些鼓吹”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

，妄圖想改變軍隊性質，把解放軍從黨的旗幟下拉出去的雜音，確實是習近平在

強軍政策推動上的一大隱憂。另外，現階段中共組建推動的是聯合作戰指揮體系

，朝向專業職能、科技建軍發展，但「以黨領軍」的既有思維仍掌握於政治幹部

，主導人事升遷大權，若無法適才適所，知人善用，綿密連結駕御聯合作戰與科

技專業軍事幹部，恐難發揮現代化聯合作戰能量，殊值深入觀察探究。	

二、中共強軍政策仍未將軍隊長期貪腐陋習完全根除：	

				中共軍隊積習已久的陋習弊病眾所皆知，因此習近平主政後，推動部隊改革的

另一重中之重，在於要求部隊「作風優良」。即能否始終如一保持光榮傳統和優

良作風，是關係軍隊建設的重大問題；要堅持以紀律建設為核心，著力增強法規

制度執行力，堅決杜絕有法不一、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200而在「學習習

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一書曾提到：習近平認為反腐倡廉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

，需要多管齊下，綜合施策，而思想道德建設具有基礎性作用，這就是堅持從教

育抓起，引導廣大黨員、幹部堅守黨的精神家園，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權力

觀、事業觀，模範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樹立良好道德風尚，不斷落實黨員幹部

廉潔從政的思想道德根基，鑄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反腐倡廉，核心是制

                                                        
200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習近平關於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重要論述摘編》（北京：解放

軍出版社，2014 年），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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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和監督權力，關鍵是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繼續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做

到有腐必懲、有案必查，不管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堅持”老虎””蒼蠅”一

起打。另外，強調對作風之弊、行為之垢來一次大排查、大檢修、大掃除，切實

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當前，黨內脫離群眾現象大量存在，集中表

現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及奢靡之風四風之上，是違背我們黨的性質

與宗旨，是當前群眾深惡痛絕、反應最為強烈的問題，是損害群眾幹部關係的重

要根源。要解決這”四風”，要對準聚焦、找準穴位、抓住要害，以”照鏡子、

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為總要求，隨著工作深入推進，黨風政風一定會有新

的轉變。201甚至為了改革部隊的風氣，在習近平 2012 年 12 月主政後，立即提出

《中央軍委加強自身作風建設十項規定》，202隨後又成立 5 個新的領導小組，包

括：全軍基本建設項目與房地產資源普查工作領導小組、全軍黨的群眾路線教育

實踐活動領導小組、中央軍委巡視工作領導小組、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

領導小組，以及全軍軍事訓練監察領導小組等。203不僅可以看出習近平在這樣的

背景氛圍之下，深刻體認「打貪反腐」是救黨救國的必要措施，同時對於打貪反

腐展現出具體執行的堅定決心。	

				習近平其實不是第一個想要改革部隊風氣的領導人，只是過去改革過程中，常

因軍隊主事幹部自恃軍事專業，加上把持武裝力量，形成一股對抗改革的反動群

體效應，導致最後改革聲浪是雷聲大、雨點小，甚至鄉愿、不了了之，無疾而終

。在這樣普遍存在陋習及貪腐問題的環境下，幾任領導人想要在軍中推動改革，

又能獨善其身，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而習近平主政後，明白瞭解接掌黨機器不

等於能完全控制軍隊，如果不徹底將無法聽從黨指揮、官員貪腐等問題破除、連

根拔起，對於個人政權鞏固，甚至國家發展都會遭受危害。	

                                                        
201 何毅亭，《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 8 月），頁 87-90。 
202 中央軍委印發關於加強自身作風建設十項規定《新華網-新華新聞》，2012 年 12 月 21 日，<ht 
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21/c_114116965.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203 徐斯儉、董立文、王占璽、蔡明彥、邱俊榮、盧俊偉、張國城、賴宇恩、黃怡安合著，《習近

平大棋局：後極權轉型的極限》（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左岸文化出版社， 2016 年 7 月 6 日），頁

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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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習近平主政後，大刀闊斧的在黨、政、軍推動全面打貪反腐，確實為深

化中共軍隊改革帶來新的契機。舉以實證為例，在胡錦濤時期就曾傳出其手下兩

位前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等將領架空其軍權、不聽從指揮，甚至大

搞個人貪腐行為的情形。儘管胡錦濤的「裸退」給了習近平一個較好的領導統治

基礎，但當時中共軍隊的主要勢力，仍由親近江澤民的前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徐

才厚、郭伯雄所把持，解放軍已成典型「利益集團」，而不是戰鬥部隊；此外，

習近平還要面臨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左右

政權威脅，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習近平的政權形勢是非常險惡的。之後當習近

平主政後，隨即大動作執行掃蕩貪腐行動，尤其習近平懂得運用群眾和媒體力量

，塑造出社會要求改革的呼聲，做為促使軍隊改革的動力，最後將徐才厚、郭伯

雄等人開除黨籍查辦，不僅試圖重建文人領導人的威望，亦朝軍隊作風優良、邁

向軍改之路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惟中共能否全面落實改革軍隊陋習、打造一支現代化部隊，似乎還需要觀察兩

方面的變化：首先，習近平本人是否具備改革的政治決心，是否真的能持恆推動

軍隊結構性的徹底改革，還是目的僅只是在拔除可能影響其政權穩定地位的異己?

在改革過後，看似取得人民的讚賞、軍隊的信任後，關於軍隊陋習的「江山易改

，本性難移」，甚至轉為「檯面上檯面下」，最後仍重回原有的「積弊常態」？

其次，想要徹底改造中共軍隊的陋習弊病，維持軍隊純淨風氣，不是單靠力案查

辦貪腐官員、訂定深化改革學習讀本、高喊肅貪改革口號或成立幹部監督領導小

組就能達成，還要看中共未來能否在法令規章上著墨，充分建立完善法治制度、

獨立司法體系和現代化治軍理念的全面配套，以法治支撐改革，以規範引領蛻變

，軍隊陋習使得以全數根除，軍隊發展才能有長足的進步。	

三、中共強軍政策目前仍無法使其軍隊能打仗、打勝仗：	

				習近平治軍理念，除了前述提到的「聽黨指揮、作風優良」外，第三個重點則

在於軍隊要「能打勝仗」。習近平指出：要扭住「能打仗、打勝仗」這個強軍之

要，堅持一切建設和工作向能打勝仗聚焦。這一重要指示，反映了軍隊的根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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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軍隊建設的根本指向，闡明了能打勝仗在強軍興軍中的核心牽引作用，對新

形勢下履行使命提出了更高要求。能打勝仗是強軍目標的核心，強軍說到底要強

在戰鬥力上。黨的十八大以來，全軍官兵牢固樹立戰鬥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準

，紮紮實實推進練兵備戰，努力鍛造一支堅不可摧、銳不可當的精兵勁旅，確保

部隊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204	

				習近平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建軍思維，可從兩個角度來解讀：首先，中共預判未

來有可能打仗，也就是習近平不排除對外動武的可能性。學者端木雲表示：習近

平之所以做好打仗的準備，實際上是因應川普的前任歐巴馬在其第二任內，精心

在亞太地區打造「亞太再平衡」(Re-balance)大戰略，其核心思考在於將美國海外

軍力部署的重心，逐步由中東的泥沼抽離「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另一方面

也是為了抗衡中共這個區域霸權的崛起，因此，歐巴馬政府強化與亞太盟邦的安

全合作，推動「泛太平洋夥伴協議」(TPP)作為經貿之外，制衡中共的安全戰略方

針。同時，面對中共在東海與南海的軍力擴張，歐巴馬政府更是深化與東協關係

，將觸角深入中南半島，並聯合主要國家在南海維持自由通行與行為準則。但歐

巴馬外交政績最念茲在茲的「亞太再平衡」，卻被川普打掉重練。川普宣布美國

退出 TPP，欲重新啟動美國與日、韓的雙邊自由貿易協議。205這個觀點算是對解

放軍能打仗做出最好的回應了。雖然現階段川普迄今尚未提出完整的亞太大戰略

，但習近平有了上次的經驗後，面對東亞、南亞的複雜形勢環境，以川普多變的

商人性格，難保會對亞太這塊區域做出意想不到的戰略指導方針。因此，自稱自

己是「大國崛起」的中共，為了捍衛國家核心利益，防範區域衝突與周邊領土主

權爭端、大國地緣競爭等，必須持續整軍經武，提升軍隊整體戰力，以應對未來

各種可能的突發狀況。	

				其次，習近平應該已看出現階段的中共軍事水準不太能打仗，甚至對於打勝仗

似乎多少有些存疑。因此，才會堅持在”四個全面”的戰略指導，“按照全面建

                                                        
204 季明：能打勝仗是核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7 年 8 月 4 日，<https://www.wxyjs. 
org.cn/j j90_1167/201708/t20170804_226127.htm>（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205 端木雲觀點：從亞太再平衡到亞太再失衡《新頭殼 newtalk》，2017 年 8 月 3 日，<https://newtal 
k.tw/news/view/2017-08-03/94053>（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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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加快推

進國防和軍隊建設”，把握“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原則，以領導

管理體制、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為重點，協調推進規模結構、政策制度和軍民

融合深度發展改革，進行一系列的軍隊改革。若再細分，習近平軍改政策方向大

致還區分為「脖子以上」和「脖子以下」兩個部分：206	

(一)「脖子以上」改革重點：	

							 2015 年 12 月中共中央軍委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在軍委機關調整組建層

面上，撤銷原來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等 4 個總部，

改為 7 個部(廳)、3 個委員會、5 個直屬機構共 15 個職能部門，使之更具決

策機制，此部分已經完成。2016 年 1 月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

隊成軍，並成立指揮控制系統(C4KISR)。目前中國已有五類軍種：陸軍、海

軍、空軍、導彈部隊及戰略支援部隊。2016 年 2 月起七大軍區調整為五大戰

區(東、南、西，北、中)係為健全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目前已開始運行。	

(二)2017 年「脖子以下」重點在於人力配置，以及優化結構、調整規模： 

        精簡人力資源部分，2015 年習近平宣示裁減軍 30 萬，從 230 萬人降至 200

萬人，針對非戰鬥部門與人員，汰舊老舊軍備，優化武器裝備規模結構以提

升作戰能力。2016 年 9 月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成立，這是解放軍推動後勤

建設與改革的重要舉措。此外，軍事教育體制也是組織改革重點，近年來解

放軍成立不少數高等軍事院校：國防大學、陸軍指揮研究所、軍事教育研究

所、軍事經濟研究所、軍事國際關係學院等，所有軍官都要接受高等教育，

以利推動軍事教育專業化之目的。	

(三)2018 年 3 月 5 日，中共全國人大會議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發表工作報告

，提到國防與軍事時指出：面對國家安全環境的深刻變化，要以黨在新時代

的強軍目標為引領，牢固確立習近平強軍思想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的指導地

位，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全面推進練兵備戰工作，堅決有力維護

                                                        
206 習近平力推強軍改革：對台武統能力不容忽視《自由時報網》，2017 年 11 月 1 日，<http://talk. 
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239736>（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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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報告中強調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

則和制度，全面深入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繼續推進國防和軍隊改革，建設

強大穩固的現代邊海空防。完善國防動員體系，加強全民國防教育。深入實

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深化國防科技工業改革。各級政府要採取更有力的舉

措，支持國防和軍隊建設改革，使軍政軍民團結始終堅如磐石、始終根深葉

茂。預算報告中另一個亮點，就是中共 2018 年今年國防預算增加 8.1%，達

到 1.1 兆元人民幣(約 4.95 兆台幣)，比去年增加 7%還高，被稱為「維穩費」

的公共安全支出則高達 1991 億元人民幣(約 8,960 億台幣)，增長 5.5%。2017

年，中國國防支出預算增長 7%，2016 年，增長 7.6%。去年，中國國防支出

預算增長速度為 29 年以來最低，預算總額首度突破一兆元。而今年 8.1%的

國防支出增長速度，也是自 2013 年以來，第 3 度降至個位數。而中共十三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發言人張業遂在記者會上提及，中共軍費增加，其中「

相當一部分」是為了彌補過去投入的不足，主要用於更新裝備、改善軍人生

活待遇與基層部隊的生活條件。從國防預算占國內生產總值、國家財政支出

的比重看，還是從人均數額看，中共的國防投入水準都低於世界主要國家。

另中共媒體報導指稱，目前國防支出規模次於美國軍費總量，在全球排名第

二，比排名第三的俄羅斯多一倍。207	

				上述這些大動作的軍改與軍費的增加，其實習近平深刻明白中共軍隊與國防發

展的矛盾突出問題，以目前中共整體軍力，是沒有辦法兌現所謂「能打仗、打勝

仗」的強軍保證；如何讓軍方持續支持戰區調整改革計畫、如何重新定位陸軍角

色、如何建立聯戰指揮體制、如何加強「訓練與實戰一體化」模式、如何讓各軍

兵種在聯戰體制下順利磨合、如何以經濟帶動國防，讓軍工融合進而升級武器效

能等，都是影響未來中共軍隊能否提升戰力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共軍隊由內而外

、由上而下、由思想到人員、由組織到裝備等各方面，再不轉型，不求新求變，

                                                        
207 李克強：堅定強軍之路，軍費增 8.1%《蘋果即時新聞》，2018 年 3 月 5 日，<https://tw.appledail 
y.com/new/realtime/20180305/1308540/>（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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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無法適應現今快速、多變的聯合作戰形態，那麼稱自己為「大國崛起」，也

只是空談和幻想罷了。	

貳、研究建議：	

	一、強軍政策是否發生變化或做出調整，值得持續觀察：	

								2018 年 3 月 17 日，習近平在中共全國人大會議中，以百分之百得票率連任

國家主席跟軍委主席，展開他第二個黨政軍三位一體任期，由於中共憲法中

，國家主席任期規定已經刪除，大陸修憲取消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

，讓習近平可以「無限期」擔任國家領導人，再度黨政軍集於一身。國際間

各大媒體甚至還挖苦唱衰，大幅報導習近平採取這樣的方式鞏固自己的政權

，要實現的根本不是「強軍夢」、「中國夢」，而是「皇帝夢」了。姑且不

論習近平的內心是否真的想要當中國的皇帝，然這可從中共幾個面向來檢視

，對中共外在來說，有國家代表的象徵意義，因為習近平有了「國家主席」

這個頭銜，可以出國訪問，進行國際外交，不可能用「中共中央總書記」的

頭銜進行出訪，在身分地位感覺是矮了一截，無法與其他大國平起平坐，也

因為任期的取消，未來在大國崛起中，能與美國相互競爭，甚至超越美國成

為世界霸權；對內而言，因為沒有任期限制，讓習近平相對掌握其他政府部

門，有更大的操控力與權力，因為在他底下的其他單位，都有任期限制，這

點有利於習近平繼續鞏固權力和政治威望，對其任內政策推動有充裕、完整

的時間。另外，從兩岸角度與對台策略來看，習近平在十九時的講話就能看

出一些端倪，報告書內容隱含著對台統一思想。習近平所提出兩個十五年，

就是在 2020 年到 2035 年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 2050 年要將中國建成

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習近平在十八大時，還提出兩個 100 年的奮鬥目標

，就是在中共建黨 100 周年的 2021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他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這個偉大復興，其實就涉及了國家主權的統一，

讓台灣重回「祖國」的懷抱之中。因此，之後習近平的強軍政策是否會因為

任期的無限延續、政權組織改組更迭等，加上當前國內、外政治局勢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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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變，而有所調整？上述所提出的各個時間點，要實踐的目標是否能一一兌

現?因為任期的「無限延續」，對台的思維與策略是否有所變化？是否將加速

處理兩岸事務與解決對台問題的時間？對於台海安全的維護，執政蔡總統與

我政府相關部會，是否已做好了因應對策?殊值持續關注。	

二、中共科技興軍的強軍政策，我政府須盡早因應：	

								習近平曾強調要科技興軍、科技強軍，因此才成立了中共戰略支援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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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共軍隊在航天、太空、網路和電磁空間等戰場上，能獲取局部

優勢，並成為戰爭制勝的關鍵力量。另外，透過正式納編或專案合作等方式

，延攬民間軍工企業與科研院校的專家，以有效運用民間先進技術進行新裝

備的開發與驗證，並協助研擬新形態作戰的戰術與準則。相關內容包括大數

據、互聯網、雲計算、3D 列印、隱形、奈米技術甚至生物科技等，都成為這

支部隊所屬科研單位討論的重點，最終能與研製武器在科技運用上相結合。

上述中共以科技整合軍隊、以資訊鏈結軍隊、各類數據資料庫的整合與串聯

等作為，可能是為日後中共「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各戰區聯合作

戰指揮中心，甚至各一級作戰部隊的「指揮決策自動化」進行準備。而就國

軍而言，目前雖已編成資通電軍指揮部(第四軍種)，能與其相互對應；惟其

戰術戰法、本職學能、裝備效能、技術水平、系統建構等，國軍皆有待精進

提升。可想而知，未來是以「科技養戰、系統備戰、資訊作戰」掛帥的戰場

環境，不僅就資訊專業部隊而言，政府與相關單位，對於國軍及國防建設上

，不論在武器籌獲、系統強化、裝備更新、效能提升、經費挹注、師資延攬

、科技研發、甚至人才培育等，都必須予以重視，而且要有中、長期的配套

規劃，方能因應及面對未來中共在強軍政策下的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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