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 

伍、軍事 
 

¢近期解放軍人事及組織重要異動，包含王家勝任總裝副政委，岑

旭任海軍副政委，丁海春任東海艦隊政委，陸福恩任二炮副司令

員，任海泉任軍科院副院長；以及成立總參謀部軍訓部與戰略規

劃部、軍事科學院國防政策研究中心與非戰爭軍事行動研究中心

等4個新部門。 

¢修改兵役法以吸引高素質人才，另採取完善軍校結構措施，提高

培訓能力。此外，民兵規模從3千萬減至8百萬，調整與組建支援

保障軍兵種部隊作戰的民兵分隊逾40萬人。 

¢在武器裝備方面，成功發射第10顆北斗導航衛星等衛星，但首顆

火星探測器螢火1號發射失敗，並進行神舟8號與天宮1號兩次對

接。此外，試射巨浪2潛射戰略導彈，生產殲16戰機，研發G6反

潛機，推出99式A2坦克。 

¢在演習訓練方面，舉行濟南軍區確山決勝2011演習、廣州軍區針

對南海聯合作戰演習，以及北海艦隊6艘艦艇通過沖繩與宮古島

間海域，並與巴基斯坦、韓國、澳洲、日本舉行聯合演練。 

 

一、王家勝任總裝副政委 
總裝備部政治部主任王家勝少將任總裝備部副政委。南京軍區副政委兼東海

艦隊政委岑旭中將任海軍副政委，海軍後勤部政委丁海春少將任海軍東海艦隊政

委。第二炮兵參謀長陸福恩少將任第二炮兵副司令員，遺缺副參謀長高津少將接

替。濟南軍區聯勤部部長王軍少將任軍區副司令員。國防大學副校長任海泉中將

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國防大學軍隊建設與軍隊政治工作教研部主任吳傑明少將

任國防大學政治部主任。廣東省軍區副政委黃善春少將任政委，山東省軍區副司

令員榮森之少將任司令員。空軍昆明指揮所司令員黃國顯少將任南京軍區空軍參

謀長，空軍試驗訓練基地政委余愛水少將任北京軍區空軍政治部主任（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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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3）。 

武警河北總隊總隊長王成少將任武警消防指揮部主任。武警新疆生? 建設兵

團指揮部主任李志堅任武警河北總隊總隊長。武警海南省總隊政委詹海觀少將任

河南省總隊政委，武警湖南省總隊政治部主任戴金益任海南省總隊政委。武警總

部訓練部部長宋寶善任武警青海總隊總隊長。上海公安邊防總隊總隊長高萬海少

將任西藏公安邊防總隊總隊長。福建公安邊防總隊總隊長王洪光少將任雲南公安

邊防總隊總隊長（大公網，2012.1.13）。 

 

二、解放軍成立4個新部門 
解放軍最近成立4個新部門，包括：1、12月21日成立總參謀部軍訓部。總參

軍訓部由原總參軍訓和兵種部改編而成，基本職能有4個變化：強化軍事訓練戰

略管理，加強聯合訓練宏觀管理，強化軍兵種訓練統籌指導，整合陸軍訓練和兵

種建設指導。職能配置由適應機械化條件下作戰訓練向適應信息化條件下作戰訓

練轉變。指導對象由偏重陸軍部隊向海軍、空軍、第二炮兵部隊拓展；業務領域

由以合同訓練為中心向以聯合訓練為中心跨越。2、12月20日成立軍事科學院國

防政策研究中心，該中心將參與擬製國防白皮書及相關工作；撰寫年度國家安全

環境戰略評估報告。3、12月12日成立軍事科學院非戰爭軍事行動研究中心，該

中心將為國家、軍委、總部提供決策諮詢；進行非戰爭軍事行動基礎理論研究，

建立非戰爭軍事行動理論體系。4、11月22日成立總參戰略規劃部，以協調海、

陸、空包括二炮的核導彈部隊（新華網，2011.12.23）。主要職能是：研究重大戰略問

題、組織擬制軍隊建設發展規劃計劃和改革方案、提出軍隊戰略資源總體配置和

巨集觀調控建議、協調解決跨總部跨領域有關問題、檢查評估軍隊建設規劃計劃

落實情況等（新華網，2011.12.22）。 

 

三、修改兵役法 
第11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於10月29日通過關於修改兵役法的決定。

此次兵役法修改重要內容：1、完善退役軍人安置制度，國家建立健全以扶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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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為主，自主就業、安排工作、退休、供養以及繼續完成學業等多種方式相結合

的士兵退出現役安置制度。2、軍人服役年限計算為工作工齡，退出現役後與所

在單位工作年限計算。3、應徵最低年齡由18歲改為17歲，4、軍隊徵兵優先國家

機關團體招聘，徵集期間應徵公民被徵集服役，同時被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

位招聘，應優先履行服兵役義務。5、國家保障現役軍人享有與其履行職責相適

應待遇，現役軍人待遇應當與國民經濟發展相協調，與社會進步相適應。6、規

定國家實行兵役登記制度。每年12月31日以前年滿18歲男性公民都應進行兵役登

記，經登記並初步審查合格稱應徵公民（新華網，2011.10.29）。 

修改後的兵役法推出優惠政策吸引高校生和放寬新兵入伍條件，如面部和頸

部紋身不超過2釐米者可參軍，耳洞不明顯者不再受限等，展現注重素質和務實

開放並重的治軍思路。但軍中增加高素質新兵與隨之帶來的網路文化，對保守的

軍營管理帶來衝擊和影響（明報新聞網，2011.11.10）。 

 

四、完善軍事院校結構 
過去解放軍軍校劃分為指揮院校和工程技術院校兩大類別，指揮院校實行

初、中、高3級培訓，專業技術院校實行中等、高等兩級培訓體制。2003年第15

次全軍院校會議，打破這種施行50多年的軍校體系結構。新型院校體系與過去最

大不同是將指揮和工程技術兩類院校調整為學歷教育和任職教育兩類院校。2011

年解放軍四總部聯合召開第16次全軍院校會議，進一步完善軍事院校結構：1、

整合軍校數量。軍校絕對數比2003年第15次院校調整時減少4所。對部分重複建

設、規模小的任職教育院校，進行資源整合。如空軍6所飛行學院整合組建空軍

哈爾濱、石家莊、西安3所飛行學院；炮兵指揮學院和炮兵學院南京分院合並組

建為南京炮兵學院等。2、調整學歷與任職教育院校比例。按照學歷教育院校高

度集中，崗位任職教育院校高度細化原則，減少6所學歷教育院校，增加兩所任

職教育院校。3、重新劃分任職教育院校類型。為解決新型作戰力量建設和完成

多樣化任務急需人才培訓能力不足，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培訓體系不夠合理等問

題，這次院校調整將任職教育院校劃分為聯合指揮院校、軍種指揮（系統）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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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種（專業）院校和士官學校4類院校。4、重構任職教育院校層次結構。為適應指

揮軍官逐級培訓制度改革和聯合作戰指揮人才培養要求，這次院校調整在培訓層

次上，把過去培養指揮軍官的初、中、高3個培訓層次，調整為初級指揮、兵種

（專業）指揮、合同作戰指揮、聯合作戰指揮4個培訓層次（新華網，2012.1.6）。 

 

五、民兵從3千萬減至8百萬人 
大陸全國民兵工作會議12月15-17日在北京舉行。民兵將由改革開放初期的

3,000萬人減至800萬人。調整組建支援保障軍兵種部隊作戰的民兵分隊逾40萬

人。民兵是中共領導下的群眾武裝，屬於武裝力量組成部分，也是解放軍的助手

和後備力量。目前每年有近20萬民兵終年在陸海邊防線上巡邏執勤，9萬民兵守

護鐵路、橋梁和隧道，600多萬人次民兵參加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且隨著國防現

代化建設發展，民兵組織已由單一步兵發展成為包括高炮、地炮、通信、工兵、

防化、偵察以及海軍、空軍等專業技術分隊在內的基幹民兵隊伍（新華網，

2011.12.17）。 

 

六、武器裝備 
酒泉衛星發射中心11月1日使用長征2號F遙8運載火箭，成功發射神舟8號飛

船（文匯網，2011.11.1）。11月3日淩晨天宮1號和神舟8號在太空實現首次交會對接（新華

網，2011.11.3），11月14日舉行第2次交會對接（文匯網，2011.11.14）。雖然官方表示神舟8

號不直接用於軍事，惟外界認為神舟8號本身就可當作反衛星武器，利用撞擊摧

毀目標衛星。而日前的兩次對接，也是在測試反衛星攻擊能力（明報新聞網，

2011.11.19）。太原衛星發射中心則於11月9日使用長征4號乙運載火箭，成功將遙感

衛星12號送入太空，同時成功搭載發射天巡1號實驗衛星（明報新聞網，2011.11.10）。此

外，酒泉衛星發射中心11月20日使用長征2號丁運載火箭，以一箭雙星方式將創

新1號03星和試驗衛星4號等衛星送入太空（新華網，2011.11.20）。太原衛星發射中心又

於11月30日使用長征2號丙運載火箭，將遙感衛星13號送入太空（文匯網，

2011.11.30）。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也於12月2日使用長征3號甲運載火箭，成功將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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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北斗導航衛星送入太空軌道（新華網，2011.12.2）。太原衛星發射中心再於12月22日

使用長征4號乙運載火箭，將資源1號02C衛星送入太空。總計，大陸2011年共實

施19次航太發射任務（文匯網，2011.12.22）。惟大陸首顆火星探測器螢火1號與俄羅斯

福布斯－土壤（Phobos-Grunt）探測器11月9日在哈薩克斯坦境內的拜科努爾（Baikonur）發

射場搭乘俄運載火箭發射升空，但未能按計劃實現變軌（新華網，2011.11.9）。 

2012年1月9日太原衛星發射中心使用長征4號乙運載火箭，將資源3號衛星送

入太空，同時搭載1顆盧森堡小衛星（新華網，2012.1.9）。1月13日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使

用長征3號甲運載火箭，成功將風雲2號07星送入太空（新華網，2012.1.13）。 

解放軍12月30-31日試射數枚巨浪-2潛射戰略導彈，我軍方則證實新年前解放

軍至少試射2枚巨浪戰略導彈（Washington Times, 2012.1.11）。瀋陽飛機工業有限公司成功

仿製俄製Su-30MK2戰機，稱為殲-16。軍方還要求仿製機型能夠發射國產反艦導

彈，強化對水面目標的打擊能力，並訂購24架殲-16（新華網，2011.11.25）。陝西飛機工

業有限公司推出以運-8運輸機為基礎的新型反潛機。這種被稱為G-6的新型裝備，

利用部分得自美國EP-3E電子偵察機探測技術。如果這項報導獲得證實，這將是

大陸首次製造大型反潛機（文匯網，2011.11.26）。2011年俄國交付大陸9架Ka-31艦載預

警直升機，2010年交付9架Ka-28反潛直升機（新華網，2011.12.18）。2007年大陸從烏克

蘭獲得1架Su-25UTG艦載教練機，可用於研究和仿製國產艦載教練機。雙方還進

行在艦載航空兵訓練領域合作，烏方允許大陸使用克裏米亞半島（Crimean Peninsula）尼

特卡海軍飛行員訓練中心（Nitka Naval Pilot Training Center），培訓大陸海軍艦載機飛行員

（新華網，2011.10.17）。99式坦克存在引擎功率和對抗系統不足等問題，因而推出99A2

坦克（新華網，2011.10.14）。俄國軍事專家估計，解放軍陸軍約有500輛88C、2,500-

3,000輛96式、500輛99式坦克（新華網，2011.10.16）。 

 

七、演習訓練 
代號確山決勝-2011的濟南軍區實兵對抗演練11月11日在確山合同戰術訓練基

地全面展開。濟南軍區出動兩個師同場演練，首次以機動支援作戰為背景全過程

推演，突出戰略預備力量使命任務準備。這次演練為年度例行性演練。演練中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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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師同時受領情況、籌劃決策，採取紅紅對抗與紅藍對抗相結合，整體紅紅對

抗、局部紅藍對抗形式。即兩個師整體為紅紅對抗，突出指揮員戰術素養、謀略

水準、組織能力和部隊訓練素質對抗；具體到每一個師為紅藍對抗，突出偵察與

反偵察、襲擾與反襲擾、合成營鐳射模擬交戰對抗（新華網，2011.11.11）。 

負責東南沿海防務的廣州軍區近日組織一場異地同步、多場聯動聯合演練，

同時在廣東、廣西等5省區13個演練場舉行。演習內容包括空中突擊、海灘登

陸、陸上攻擊等作戰項目，規模之大為近年來罕見。觀察人士從演習內容、地

點、時機等聯想到大陸在南海面臨的形勢。隨著美國加速重返亞洲，日本、印度

等國趁機介入，大陸與東南亞國家間的南海紛爭日趨複雜，解放軍此次演習被認

為具有現實針對性（明報新聞網，2011.11.11）。 

解放軍北海艦隊6艘軍艦11月22日、23日先後穿過日本沖繩主島與宮古島間的公

海，駛向太平洋，受到日方嚴密監視。海上自衛隊P-3C反潛機22日上午11時發現大

陸電子偵察艦北調900艦通過宮古島東北約100公里海域，當晚約10時海上自衛隊護

衛艦發現大陸補給艦881洪澤湖號。23日淩晨1時左右又發現113青島號、116石家莊

號兩艘導彈驅逐艦和538煙臺號、527洛陽號或528綿陽號兩艘導彈護衛艦在同一海域

航行。同年6月東海艦隊11艘軍艦經同一海域往西太平洋演習，為歷來最大規模。近

年來解放軍海軍活動日漸活躍，此次是在太平洋海域實施燃料補給訓練，並對日本

自衛隊加強西南海域防禦而實施的警戒監視進行確認（明報新聞網，2011.11.24）。 

解放軍與外國軍隊進行聯合演訓部分，包括大陸與巴基斯坦進行「友誼

（Friendship）-2011反恐聯合訓練」，於11月14-27日在巴國曼格拉（Jhelum）舉行，該聯

訓為旅級聯合軍演，分情報資訊交流、遠程機動、建立聯合指揮機構、適應性訓

練、綜合演練、理論研討6個階段進行。大陸參訓兵力計260人，包括特種部隊和

部分陸航直升機。巴方參訓兵力共230人，包括特種部隊和部分直升機和戰鬥

機。這是「中」巴陸軍展開的第4次反恐聯合訓練（新華網，2011.11.14）。另外，

「中」韓海軍於11月22-25日在寧波和上海沿海舉行第4次聯合搜救演習。韓國派

遣4,500噸級王建號驅逐艦，大陸派遣1艘護衛艦參加。兩國先前分別在2005年、

2007年、2008年舉行3次海上聯合搜救演習（新華網，2011.11.22）。大陸也與澳洲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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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合作精神（Cooperation Spirit）-2011人道主義救援減災聯合演練」，於11月29日

在四川崇義綜合緊急應對訓練基地一個模擬地震災區展開救援操練。澳洲派出15

名緊急救援人員與成都軍區總部20名官兵一起演練（新華網，2011.11.29）。至於日本海

上自衛隊104霧雨號導彈驅逐艦則於12月19-23日訪問青島，訪問結束後與大陸瀋

陽號導彈驅逐艦舉行通信和編隊運動等聯合演練（中國軍網，201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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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軍隊武警院校改革情形表 

軍隊/武警新名稱  舊名稱  備註  

解放軍工程兵學院 解放軍工程兵指揮學院  

解放軍南京炮兵學院  合併炮兵指揮學院與炮兵學

院南京分院而成 

解放軍裝甲兵學院 解放軍蚌埠坦克學院  

解放軍陸軍軍官學院 解放軍炮兵學院  

解放軍防化學院 解放軍防化指揮工程學院  

解放軍裝備學院 解放軍裝備指揮技術學院  

解放軍後勤學院 解放軍後勤指揮學院  

解放軍國防信息學院 解放軍通信指揮學院  

解放軍特種作戰學院  體育學院復校更名而成 

解放軍邊防學院 解放軍西安陸軍學院  

白求恩醫務士官學校 第四軍醫大學  

解放軍蚌埠汽車士官學校 解放軍汽車管理學院  

公安邊防部隊士官學校 公安邊防部隊昆明指揮學校  

解放軍烏魯木齊民族幹部學

院 

解放軍西安陸軍學院烏魯木齊

邊防幹部訓練大隊 

 

解放軍海軍陸戰學院 解放軍海軍兵種指揮學院  

解放軍海軍航空兵學院 解放軍海軍飛行學院  

解放軍空軍預警學院 解放軍空軍雷達學院  

解放軍空軍勤務學院 解放軍徐州空軍學院  

解放軍空軍哈爾濱飛行學院  空軍第一飛行學院參與併入 

解放軍空軍石家莊飛行學院  空軍第三、四、六飛行學院

參與併入 

解放軍空軍西安飛行學院  空軍第二、五飛行學院參與

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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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空降兵學院 解放軍桂林空軍學院  

解放軍第二炮兵工程大學 解放軍第二炮兵工程學院  

武警工程大學 武警工程學院 合併武警西安指揮學院 

武警警官學院 武警成都指揮學院  

武警後勤學院 武警醫學院 合併武警工程學院 

武警警種學院 武警警種指揮學院  

武警政治學院 武警上海政治學院  

武警石家莊士官學校 武警石家莊指揮學院  

武警杭州士官學校 武警杭州指揮學院  

資料來源：「軍校改革淬火八年」，新浪網，2011.11.22；「高校設置與歷史沿革-軍校」，天涯社區網站，2012.1.13。  

 

(歐錫富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