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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共軍隊反腐後的下一步 
政治大學名譽教授丁樹範主稿 

 

 2022 年 8 月中共環臺軍演中暴露出的飛彈缺陷，衍生習近平對其

他軍種裝備品質的疑慮，或為中共發起本波大規模軍隊反腐主因；

惟大規模徹查耗時耗資源，習近平另須面臨設定停損點等問題，識

人不明亦有損其領導威信。 

 中共軍隊在政治體系中為獨立山頭，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基本為空

話。習近平雖欲藉反腐強化對軍隊掌控，惟僅屬倚靠其個人權威造

成的短期效應。 

 習近平自上任後持續改變軍人待遇，提升其社會地位，吾人不應過

度高估反貪整肅對軍隊士氣衝擊，另貪腐雖影響解放軍戰力，但以

其軍隊規模之大，對我方之灰色地帶威脅仍不可小覷。 

 

（一）前言 

  中國於 2023 年最引人注目的諸多消息之一是許多的高階軍事領

導人，包括上任不久的國防部長李尚福上將可能因為貪腐而被整肅。

其他因貪腐被整肅的還有火箭軍前後任司令，裝備發展部的高階軍事

幹部，及航天和兵器工業系統的高階幹部。這引發一個嚴肅的問題：

這個整肅和可能的貪腐如何影響中共軍隊的戰力。 

戰力包含兩個要素。一是武器裝備等硬體是否先進，且製造精

良。這需要大量投資於研發、生產測試、和維護。二是訓練是否能配

合武器裝備進展而與時俱進。訓練也同樣需要大量投資。此外，也需

要諸多適宜制度的配合才能達成。因此，一個具有戰力的軍隊需要長

時期的投資和培養才能有所成。然而，貪腐卻可能在短時期破壞所有

的努力而影響戰力。 

習近平的反貪腐整肅及對其軍隊戰力有什麼影響？這涉及反貪

腐、整肅的原因何在？及反貪腐後採取什麼行動。然而，習近平的整

肅無法解決中共軍隊的貪腐問題。另一方面，作為中共專政的重要工

具，中國軍隊被賦予特殊待遇，而能維持其士氣。因此，反貪腐對軍

隊戰力將是不確定因素。 



2 
 

 

（二）習近平發起軍隊反腐主因 

  我們不知道習近平為什麼發動這一波廣泛的整肅。是因為武器裝

備有問題引起他的關注而發動反貪腐？或純粹是為給整肅找理由而

反貪腐？有限的資訊顯示是反腐而有整肅。 

  彭博社 2024 年 1 月 6 日引述美國情報報導，中國一些導彈裝滿

了水而不是燃料；在中國西部的導彈發射井區，發射井井蓋無法發揮

功能，讓導彈有效發射。我們無法確知彭博社報導的依據和真偽。然

而，發生在兩岸的真實事件或能給我們某些線索。 

2022 年 8 月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離開臺灣後，中

國發動大規模的對臺灣軍事演習。其新華社公布共軍在演習共發射

11 枚各型導彈。然而，日本防衛省公布偵測到 9 枚導彈。為什麼有

兩枚的差距？日本人偵測能力有漏洞？這個差距可能導致火箭軍和

裝備發展部及航天工業部門的政治整肅，顯示反腐可能是整肅的主

因。 

如果火箭軍、裝備發展部、和航天工業部門整肅是因為貪腐所

致，習近平很可能擔心類似問題是否也發生在其他軍種的武器裝備

上。我們不應該忘記中國船舶工業系統和中國航空工業系統也曾有高

層管理幹部被整肅。整肅反腐後，習近平可能必須普遍徹查軍隊武器

裝備的品質，特別是海、空軍及相關的作戰支援部門，因為在美中戰

略競爭環境下，海、空軍和相關作戰支援部門是在第一線和美軍接觸

的單位。武器裝備系統品質良窳涉及和美軍遭遇時的中國軍隊戰力，

及中國軍隊的對外形象。 

然而，普遍徹查並不容易處理，因為這勢必耗時耗資源。最糟糕

的情況可能涉及某些武器裝備系統必須全面更換，而這勢必影響既有

的武器裝備研製和部署的順序。普遍徹查也有相關的人事議題要處

理：是否要政治整肅？政治整肅的範圍多大和如何設定停損點？及高

調或低調處理政治整肅？對李尚福和火箭軍的政治整肅固然顯示習

近平始終強調的反腐永遠在路上，但是，其產生的副作用也必須注

意，包括為什麼越反越腐，軍隊普遍是貪腐的，及習近平識人不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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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他的領導威信。 

未來幾年中國軍隊各單位武器裝備的部署狀況，或可作為觀察上

述的習近平在反貪腐整肅後的後續作為。 

 

（三）習近平推動軍隊反貪腐不會成功 

  另一個問題是怎麼有效推動反貪腐。坦言之，習近平的反貪腐不

會成功。這主要和中國的政治體制有關。 

  中共軍隊在中國政治體系中是獨立的山頭，這使黨對軍隊的絕對

領導基本上是空話。在實務上，唯一代表黨對軍隊進行絕對領導的只

有習近平，軍隊其他層級「黨幹部」都是由穿軍服的軍隊幹部擔任，

而不是由黨中央部門派任。換言之，中共軍隊根本是個自我管理的機

構，任何其他非軍事部門絕無法以任何形式介入軍隊事務，也不准介

入。因為中共軍隊是獨立山頭下的絕對封閉自我管理體系，這勢必產

生官官相護的後果。 

  此外，中共領導下的中國政治體制是官本位的絕對菁英制，把中

國傳統政治文化裡的官本位制度發揮到極致。在此制度下，單位的「領

導」擁有絕對的權力。中共黨章中的黨委員會，或鄧小平推動的集體

領導，都是聊備一格。而且，中國的政治體制不提倡透明化。同時，

敬老尊賢的傳統文化對前任老幹部的貪腐儘量掩飾。獨立山頭衍生的

官官相護，單位領導絕對的權力相互作用注定造就貪腐。 

習近平的反貪腐無意處理軍隊的山頭現象。他或許藉反腐收回單

位領導絕對的權力。但是，這都是靠他個人權威而或有短期效應。 

 

（四）結語：對軍隊士氣的影響 

  某種程度而言，政治整肅的後果是幾家歡樂幾家愁。固然有人被

整肅掉了而有整體寒蟬效應，政治氣氛可能更肅殺，但是，政治整肅

加速了人事流動，為部分幹部開啟了向上晉升的機會。這些新被提拔

者會賣力表現。 

另一方面，中共軍隊固然是獨立山頭，在反貪腐下受到諸多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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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但是，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其軍隊和政法和國安/公安部

門一樣享有特權，再加上習近平執政十年持續給軍隊加薪，使軍隊和

軍人的社會地位逐漸上升。因此，即使社會和一般官僚體系因中國整

體經濟遲滯和習近平高度集權而呈現躺平狀態，我們不應該高估反貪

整肅對軍隊士氣的負面影響。 

我們也需仔細評估習近平時期中國軍隊訓練狀況。「解放軍報」

曾報導，中國軍隊擔心演訓造成意外事故而影響升遷，或為了美化演

訓效果，以致演訓常出現舞弊造假現象。現在已沒有類似報導，這固

然和習近平要求呈現中國光明面的宣傳有關，但是，我們仍需實事求

是了解分析中國軍隊訓練發展和相關制度變化，因為這直接涉及戰力

的變化。 

關於中國軍隊訓練的一個觀察指標是他們在空中和海上和外軍

遭遇的狀況。過去兩、三年，中國軍機和軍艦和美軍為主的外軍面臨

幾次近距離遭遇，但都沒有發生實際擦撞而有實際損傷。這和 2000

年發生在海南島外和美軍撞機事件迥然不同。這相當顯示，經過那次

事件後，中國海、空軍有嚴格訓練。 

另外，即使中國軍隊有貪腐，或影響他們整體的武器裝備能力。

但是，只要不發生實際大規模聯合空戰，以中國軍隊規模之大，在臺

海對我們實施短期臨時的灰色地帶脅迫任務仍是足足有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