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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軍事 
                                               

中共調整組建84個軍級單位，陸軍原有18個集團軍減為13個，空軍

空降兵部隊改編為「空降兵軍」，持續推進軍改。 

中共首艘自製航母及自主研製之新型萬噸級驅逐艦「055型」下水

；「長征5號遙2」火箭飛行任務失敗。 

導彈驅逐艦長春艦、導彈護衛艦荊州艦和綜合補給艦巢湖艦組成遠

航訪問編隊，赴亞洲、歐洲、非洲和大洋洲進行訪問。另遼寧艦

執行跨區機動訓練任務，並赴香港參加解放軍駐港20周年活動。 

美國導彈驅逐艦「斯泰雷特號」抵達湛江軍港，與解放軍海軍進行

交流。另中共與尼泊爾首次舉行聯合演訓，惟傳遭印度施壓而縮

減規模。 

 

一、軍改進展 

調整組建84個軍級單位，省軍區領導體制變化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簽發「中央軍委關於調整組建軍兵種部隊和省軍區

系統軍級單位」的命令、決定，並於今（2017）年 4月 18日接見新調整組建 84個軍

級單位主官、發佈訓令，強調要堅決貫徹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策指示，堅持政治

建軍、改革強軍、依法治軍，時刻準備打仗，聚焦能打仗、打勝仗推進各項工作，

並抓緊提升作戰能力，適應一體化聯合作戰要求，適應新體制新編成，提高部隊

科技含量，加快向質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轉變（新華網，2017.4.18）。 

媒體分析，84個單位可能包括：陸軍 13個集團軍和 2個實驗基地，共 15個；

海軍陸戰隊指揮部和北海、東海、南海 3個航空兵指揮部，加上 5個海軍基地、1

個海軍實驗基地，共 10 個；空軍有 10 個基地，加上空降軍以及鼎新實驗訓練基

地共 12個；火箭軍則有 7個戰略導彈基地、1個訓練基地和 1個工程基地共 9個；

戰略支援部隊則包括 7支軍事航天部隊、3支網路和信息戰部隊共 10個單位；省

軍區最多，共 28個，即除新疆、西藏和北京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區（新疆、西藏兩軍區

和北京衛戍區都屬副戰區級，不在此列），包括上海、重慶、天津 3個警備區（明報新聞網，201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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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國防部稱，調整組建 84個軍級單位，是軍隊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改革的

重要組成部分；調整後新型作戰力量得到加強，部隊編成更加充實，更有利於融

入聯合作戰體系（中共國防部網站，2017.4.27）。 

在84個軍級單位中，省軍區系統數量最多。28個省軍區歸屬國防動員系統，

佔軍級單位的1/3。省軍區變化主要包括：1、領導體制變化，由大軍區領導改為中

央軍委國防動員部領導。2、工作對象變化，由面向陸軍改為面向所有軍兵種，省

軍區主官也不再由陸軍將領包攬。3、職能更為集中，各省軍區所轄作戰部隊轉隸

陸軍，省軍區職能聚焦動員兵役、軍民融合、保障協調等工作。4、領導結構變化，

省軍區黨委由9名常委（包括1名司令員、1名政委、2名副司令員、1名副政委以及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後勤部

部長、裝備部部長各1人）改為7名（1名司令員、1名政委、2名副司令員、1名副政委等5人，副政委兼任紀委書記，不

再專設參、政、後、裝負責人）（大公網，2017.4.24）。 

 

陸軍原有18個集團軍減為13個，空軍空降兵部隊改編為「空降兵軍」 

中共國防部發言人4月27日稱，中央軍委決定，陸軍以原18個集團軍為基礎，

調整組建13個集團軍（番號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七十一至第八十三集團軍），是對陸軍機動作戰

部隊的整體性重塑，由數量規模型向品質效能型轉變（中共國防部網站，2017.4.27）。 

13個新番號排序主要按照兩個步驟進行：第一步按照東南西北中5大戰區來排

序，因此第71、72、73集團軍番號歸屬東部戰區陸軍；第二步在戰區內按照軍部

駐地從北到南來排序，所以東部戰區3個集團軍，由北自南駐江蘇徐州第12集團軍、

駐浙江湖州第1集團軍、駐廈門第31集團軍，番號依次為第71、72、73集團軍（大公

網，2017.4.28）。另撤銷5個集團軍（包括駐遼寧錦州40集團軍、駐昆明14集團軍、駐山西臨潼47集團軍，及駐

開封20集團軍由石家莊移駐太原27集團軍、原駐陝西寶雞21集團軍移駐西寧），以中部戰區裁軍力度最大（大

公網，2017.4.28）。改番號原因一說是解放軍歷史上曾有過70個軍，隨着多年整編改隸，

各軍番號已不相連，乾脆另起爐灶從71編起；一說是為削平山頭，現在各集團軍

都有輝煌歷史，裁撤與否都有爭議。而裁撤集團軍並非整軍裁撤，只是撤銷軍部，

作戰部隊或改為陸戰隊，或併入其他集團軍，重編番號也為消除歷史恩怨（明報新聞

網，2017.4.11）。 

中國大陸軍媒「國防時空」5月初刊載「北部戰區空軍空降兵軍某旅」，即解

放軍空降兵第15軍（簡稱空15軍）已調整為空降兵軍、取消番號，說明空降兵部隊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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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制改為旅營制。空15軍原先下轄三個師（43、44、45），師下轄團，軍改後部分團整

改為旅（多維新聞網，2017.5.3）。15軍原有3個師、1個航空旅，組建為6個空降兵旅、1個

特戰旅、1個支援旅與1個航空旅。80年代末期空降兵勉強可空運一整師到中國大

陸全域，2008年四川地震為首次試驗。2006年空運一整旅、營成為常態化。2009

年獲得更多直升機後，機降攻擊訓練成一重點。冷戰後美軍組建為旅成為世界潮

流，俄羅斯、北約、中共繼之。15軍是快速反應部隊主力之一，裝備「Il-76」、

「運-8」、「運-7」等運輸機，可在24小時內將1個師1萬多人運至中國大陸任何地

方。2009年部分空降兵訓練成特戰部隊，可執行直升機機降或西藏高原高空跳傘

（Strategy Page, 2017.5.26）。 

 

改革軍隊院校共43所 

軍隊院校調整改革基本形成以聯合作戰院校為核心、以兵種專業院校為基礎、

以軍民融合培養為補充的布局；其中軍委直屬院校 2所，軍兵種院校 35所，武警

部隊院校 6所，總共 43所（新華網，2017.6.29）。習近平 7月 19日出席新調整組建的軍

事科學院、國防大學、國防科技大學成立大會並授軍旗，後於座談會強調要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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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及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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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軍夢不斷作出貢獻（新華網，2017.7.19）。 

 

附表  調整改革後軍隊武警院校名稱 

序號 院校名稱 

一、軍委直屬院校 

1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 

2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 

二、軍兵種院校 

1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指揮學院 

2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工程大學 

3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步兵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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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裝甲兵學院 

5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炮兵防空兵學院 

6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航空兵學院 

7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特種作戰學院 

8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邊海防學院 

9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防化學院 

10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軍醫大學(第三軍醫大學) 

11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軍事交通學院 

12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勤務學院 

13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指揮學院 

14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工程大學 

15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大連艦艇學院 

16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潛艇學院 

17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航空大學 

18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軍醫大學(第二軍醫大學) 

19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勤務學院 

20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士官學校 

21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指揮學院 

22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工程大學 

23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航空大學 

24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預警學院 

25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哈爾濱飛行學院 

26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石家莊飛行學院 

27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西安飛行學院 

28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軍醫大學(第四軍醫大學) 

29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勤務學院 

30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通信士官學校 

31 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指揮學院 

32 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工程大學 

33 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士官學校 

34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航天工程大學 

35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信息工程大學 

三、武警部隊院校 

1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指揮學院 

2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工程大學 

3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警官學院 

4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特種警察學院 

5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後勤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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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士官學校 

資料來源：新華網，2017.6.29。 

二、武器裝備 

「長征5號遙2」火箭飛行任務失敗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4月12日使用「長征3號乙」運載火箭將「實踐13號」衛星

發射升空，這是中共首次基於Ka頻段多波束寬頻通信的全新通信衛星（新華網，2017.4.13）。

文昌航天發射場4月20日使用「長征7號遙2」運載火箭將「天舟1號」貨運飛船，

將為「天宮2號」空間實驗室運送6噸燃料與物資補給（新華網，2017.4.20）。酒泉衛星發

射中心6月15日使用「長征4號乙」運載火箭，成功發射硬X射線調製望遠鏡衛星慧

眼，同時搭載3顆小衛星（大公網，2017.6.15）。西昌衛星發射中心6月19日使用「長征3

號乙」運載火箭將「中星9A」廣播電視衛星發射升空，衛星未進入預定軌道（大公

網，2017.6.19），靠衛星自身推進器成功入軌，但將減少衛星壽命（新華網，2017.7.6）。文

昌航天發射場7月2日進行「長征5號遙2」火箭飛行任務，火箭飛行出現異常，發

射任務失利；該火箭搭載「實踐-18」衛星（新華網，2017.7.2）。 

 

首艘自製航母及新型導彈驅逐艦「055型」下水 

解放軍「052D型」導彈驅逐艦「154廈門艦」停靠舟山軍港，將入役東海艦隊

（中央社，2017.6.9）。1艘5萬噸級半潛船「振華33號」在江蘇啟用，民船首次具備多軍

種海上中繼保障功能（新華網，2017.5.20）。中共第2艘航母、亦係首艘自製航母4月26日

在中國船舶重工大連造船廠下水，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主持儀式並致詞（新華網，

2017.4.26）。第5艘071型船塢登陸艦6月15日在上海滬東中華造船廠下水（IHS Jane’s Defense 

Weekly，2017.6.16）。另黃埔造船廠正完成可追蹤潛艦的雙眮體船，與美國海洋監測船

無暇號（USNS Impeccable T-AGOS 23）類似（The Diplomat，2017.6.28）。 

中共海軍新型導彈驅逐艦「055型」於6月28日舉行下水儀式於，該型艦是

中共自主研製的新型萬噸級驅逐艦，突破大型艦艇總體設計、資訊集成、總裝

建造等關鍵技術，裝備有新型防空、反導、反艦、反潛武器，強化資訊感知、

防空反導和對海打擊能力（艦上兩套64管導彈垂發系統，可裝128枚導彈，也是中共首次在自製艦艇裝備

長劍-10對地攻擊巡航導彈，能掠海飛行打擊1,500公里外的地面目標），是中共海軍實現戰略轉型發展

的標誌性戰艦；下一步將開展設備調試、繫泊航行試驗，預計生產12艘（解放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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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28）。 

 

「東風11AZT」導彈曝光 

「東風11」導彈出現「東風11AZT」改進型號，主要改良打擊精準和抗干擾

能力（中央社，2017.4.19）。火箭軍導彈專家已解決導彈信息遠程快速傳輸難題，意味火

箭軍可以指揮不同地方導彈同時攻擊一個目標（明報新聞網，2017.6.20）。 

 

三、重要演訓及軍事交流 

艦隊訪問亞洲、歐洲、大洋洲，與相關國家進行聯合演習 

由導彈驅逐艦長春艦、導彈護衛艦荊州艦和綜合補給艦巢湖艦組成之遠航訪

問編隊，4月23日從上海黃浦江畔啟航，赴亞洲、歐洲、非洲和大洋洲20餘個國家

進行為期近180天友好訪問（新華網，2017.4.23）。4月24日從東海穿越宮古島東北方海域，

向西太平洋方向航行；4月30日抵達菲律賓達沃市訪問3天；5月6日抵達越南胡志

明市訪問4天；5月12日抵達馬來西亞檳城訪問4天；5月18日抵達緬甸仰光訪問4天，

在莫塔馬灣（Gulf of Martaban）海域與緬甸海軍舉行首次海上聯合演練（新華網，2017.5.22）。

5月23日抵達孟加拉吉大港訪問4天；5月31日抵達斯里蘭卡可倫坡訪問4天；6月10

日抵達巴基斯坦喀拉蚩訪問4天，期間在阿拉伯灣北部海域與巴基斯坦海軍聯合演

習（新華網，2017.6.14）。6月15日抵達伊朗阿巴斯港訪問4天；6月19日抵達阿曼訪問4天；

6月28日抵達吉布地訪問4天；7月11日抵達義大利奇維塔韋基亞（Civitavecchia）訪問4天

（新華網，2017.7.11）。 

第25批護航編隊導彈護衛艦衡陽艦、玉林艦和遠洋綜合補給艦洪湖艦組成出

訪編隊，5月12日抵達馬達加斯加圖阿馬西納港（Toamasina）訪問5天；6月8日抵達澳

大利亞雪梨軍港訪問4天（中國海軍網，2017.5.15；新華網，2017.6.8）。6月15日抵達紐西蘭奧克

蘭港（Auckland）訪問5天；6月24日抵達瓦努阿圖（Vanuatu）維拉港（Vila）訪問，27日結

束訪問（中國新聞網，2017.6.15、2017.6.27）。 

導彈護衛艦黃山艦5月12日在南海某海域與新加坡、俄羅斯、澳大利亞等國艦

艇，參加第6屆西太平洋海軍論壇多邊海上聯合演習；5月15日參加新加坡海軍成

立50周年國際艦隊檢閱活動(新華網，2017.5.14、2017.5.16)。由導彈驅逐艦長沙艦、導彈護

衛艦運城艦、綜合補給艦駱馬湖艦組成艦艇編隊6月18日從三亞起航，赴俄羅斯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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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德堡（St. Petersburg）、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參加中俄「海上聯合2017」軍事演習。 

 

遼寧艦赴相關海域執行跨區機動訓練任務 

遼寧艦航母編隊6月25日從青島啟航，赴相關海域執行跨區機動訓練任務。編

隊由遼寧艦、導彈驅逐艦濟南艦和銀川艦、導彈護衛艦煙臺艦，以及多架「殲15」

戰機和多型直升機組成，期間赴香港參加解放軍進駐香港20周年活動（新華網，2017.6.25；

新華網，2017.6.29），7月16日返回山東青島，先後航經渤海、黃海、東海、南海等。在

遼寧艦進入臺海之際，美國海軍導彈驅逐艦史塔森號（USS Stethem DDG-63），7月2日駛

入西沙群島中建島（Triton Island）12海里範圍內，行使航行自由權。這是美國總統川普

上任以來，第2次派遣軍艦接近中共在南海聲稱擁有主權島礁（中央社，2017.7.2）。中共

國防部7月20日則表示，對當面海域的情況全程保持監控和有效處置。 

 

美軍艦今年首度訪陸交流 

6月12日，隸屬美國海軍第三艦隊的導彈驅逐艦「斯泰雷特號」（USS Sterett，近月

於南海巡航）抵達中共南海艦隊總部所在地湛江軍港，與解放軍海軍進行登艦互訪、

指揮官會談等交流活動；雙方軍艦並進行「海上意外相遇規則」演習、搜救等聯

合演練。此為繼解放軍軍艦去年12 月赴加州訪問美國海軍第3 艦隊總部以來，雙

方海軍艦艇再次互訪，也是美總統川普上任後，美軍艦首次訪陸（美國之音，2017.6.13；

中新網，2017.6.13）。 

 

中共與尼泊爾首次舉行兩軍聯合訓練 

為期10天的「珠峰友誼2017」中尼兩軍聯合訓練4月25日在尼泊爾加德滿都結

束。此次聯合訓練在中尼軍事交流合作歷史上屬首次，以城市反恐、人質營救為

主題。中方觀摩團團長、西藏軍區副參謀長張建剛表示，此次聯合訓練不針對協

力廠商，展開聯合反恐訓練表明兩國合力應對恐怖主義威脅的堅定決心（新華社，

2017.4.26）。惟據中共環球時報透露，該次演習因印度對尼泊爾施壓而縮減規模（環球

時報，2017.4.20）。 

 

（歐錫富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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