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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軍事 
 

n 近期大陸軍方重要人事異動，包括孫建國等 6人晉升上將。 

n 中央軍委頒布「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建設規劃」推動反恐維穩、

搶險救災、維護權益、保安警戒、國際維合、國際救援等 6 類非

戰爭軍事行動任務。 

n 在軍校改革方面，空軍雷達學院更名空軍預警學院、通信指揮學

院更名國防信息學院、炮兵學院更名為陸軍軍官學院、武警院校

27所整併為 14所。 

n 改造航母瓦雅格號進行首次海試，將成為試驗和訓練艦。在武器

裝備方面，成功發射「天宮 1 號」等目標飛行器，但「實踐 11 號

04 星」發射失敗。改建旅滬驅逐艦，以及與俄國談判新採購「Al-

31FN」及購買「Al-225」航空發動機。 

n 在演習訓練方面，南海艦隊舉行聯合登陸訓聯，另與白俄羅斯舉

行空降兵聯合訓練。海軍艦艇分訪俄羅斯、朝鮮與加勒比海4國。 

 

一、孫建國等6人晉升上將 
中央軍委7月23日在北京八一大樓舉行晉升上將軍銜儀式。這次晉升上將軍

銜的是：副總參謀長孫建國、侯樹森，總政治部副主任賈廷安，海軍政治委員劉

曉江，瀋陽軍區司令員張又俠，蘭州軍區政治委員李長才（新華網，2011.7.23）。其中

孫建國1985年以艇長身分率領403號核潛艇進行遠航訓練，為下任海軍司令員熱

門人選。長期任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秘書的賈延安，非軍人出身，是循鄧小平秘書

王瑞林模式任總政副主任（明報新聞網，2011.7.24）。 

國防科技大學校長張育林中將、中科院院士劉國治少將任總裝備部副部長，

遺缺由副校長楊學軍接任。蘭州軍區副政委劉曉榕中將任總後勤部副政委。總參

謀部情報部部長楊暉任南京軍區參謀長。軍內作家程童ㄧ任北京軍區副政委。總

政治部組織部部長柴紹良任成都軍區政治部主任。新疆司令員朱錦林中將任蘭州

軍區副司令員。總裝備部政治部副主任侯賀華任瀋陽軍區副政委。東海艦隊副司

令員劉毅任海軍副司令員。濟南空軍司令員張建平任廣州空軍司令員，濟南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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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司令員鄭群良任濟南空軍司令員。武警後勤部部長戴肅軍任武警副司令員（文匯

網，2011.8.3）。 

 

二、推動非戰爭軍事行動建設 
解放軍非戰爭軍事行動研討會總結暨成果展示9月5日在北京舉行。中央軍委

頒發「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建設規劃」後，為軍隊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提供基本

遵循。軍隊按照應急指揮體系順暢高效，專業力量規模適度，裝備器材適用管

用，針對性訓練扎實有效，綜合保障基本配套，法規制度初步健全，能滿足非戰

爭軍事任務需要目標。要求軍隊主要擔負反恐維穩、搶險救災、維護權益、保安

警戒、國際維合、國際救援等6類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從2008年到2011年6月

止，軍隊遂行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先後出動244.4萬兵力，組織民兵預備役782萬

人次，派出飛機6,700多架次（新華網，2011.9.4）。 

 

三、啟動軍校改革 

解放軍4總部7月11日在京聯合召開全軍院校會議，並展開軍校整併。空軍雷

達學院更名為空軍預警學院，通信指揮學院更名為國防信息學院，炮兵學院更名

為陸軍軍官學院。這些改革措施顯示，其科研教育方向更加全面，領域更加拓

寬，打破原有單一兵種或單一技術類型局限，符合軍隊信息化建設要求。調整改

革後，軍校將分為學歷教育和任職教育兩大類。全軍院校和訓練機構將健全以初

級指揮、兵種（專業）指揮、合同作戰指揮、聯合作戰指揮4個層次為重點的指揮軍

官逐級培訓制度（大公網，2011.8.9）。 

武警部隊在7月下旬召開院校工作會議，對現有武警院校進行改革，數量由

現有27所調整為14所。其中工程學院、成都指揮學院、醫學院分別改建為工程大

學、警官學院、後勤學院，加上特警學院，形成由4所院校組成的學歷教育體

係。其他10所則為任職教育院校（新華網，2011.7.27）。14所院校其中7所新改建：工程

大學、警官學院、後勤學院，特警學院、政治學院、石家莊士官學校、杭州士官

學校。7所保持原編制名稱：武警指揮學院、警種學院以及北京、瀋陽、福州、

廣州、烏魯木齊等5所指揮學院。14所院校全由武警總部領導管理（新華網，

20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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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造航母試航 

經過多年改造，共軍購自烏克蘭的廢舊航母瓦雅格號（Varyag），2011 年 8 月

10-14 日在黃海北部遼東灣海域進行首次海上動力試驗，改造後的航母將成為共

軍海軍的 1 艘試驗和訓練艦（大公網，2011.8.15）。共軍航母的作用包括：1.與目前潛

艇為主的艦隊互補。航母可協助潛艇保護戰略核潛艇，在渤海、黃海與南海建立

戰略核潛艇堡壘。2.威望。航母是大國的象徵，擁有航母才能與崛起的大國地位

匹配。3.區域競爭。共軍認為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日向級（Hyuga）直升機驅逐艦

（DDH）就是變相的航母，共軍不甘落後於日本自衛隊。4.人道救援與搶險救災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 HA/DR）。2004 年南亞發生大海嘯，美軍航母大顯身

手，共軍卻因沒有航母而黯然失色。5.集體海上安全（collective maritime security）。包括

反海盜、非戰鬥員撤退行動（non-combatant evacuation operations, NEOs）、保護海上交通線等

（Andrew Erickson and Andrew Wilson, p. 20）。6.力量投射作戰（power-projection operations）。航母對台

作戰有其價值，但不應高估其重要性，因為臺灣早在共軍陸基戰機與東風導彈攻

擊範圍。南海是另一力量投射地點，在航母戰力仍未成熟，戰時共軍應不敢讓航

母跑太遠。短期而言，共軍擁有航母是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提醒周邊國家

「中國」崛起的事實。一旦共軍航母到處進行親善訪問，更能有效打擊美國威望

（Ronald O’Rourke, p. 30）。 

 

五、武器裝備 
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9 月 29 日使用長征 2 號 FT1 運載火箭，成功發射首個目

標飛行器天宮 1 號（新華網，2011.9.29）。天宮 1 號與神舟 8 號交會對接任務，是大陸

首次空間交會對接實驗。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9 月 19 日使用長征 3 號乙運載火

箭，將中星 1A 衛星送入太空軌道，該衛星是中國衛星通信集團公司所屬的 1 顆

通信廣播衛星（大公網，2011.9.19）。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8 月 19 日使用長征 2 號丙運載

火箭，發射實踐 11 號 04 星，火箭發生故障未能將衛星送入預定軌道（新華網，

2011.8.19）。太原衛星發射中心 8 月 16 日使用長征 4 號乙運載火箭，將首顆海洋動

力環境監測衛星海洋 2 號送入太空，這是第 3 顆海洋衛星（新華網，2011.8.16）。酒泉

衛星發射中心 7 月 29 日使用長征 2 號丙運載火箭，將實踐 11 號 02 星送入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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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該衛星將用於空間科學與技術試驗（文匯網，2011.7.29）。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7

月 27 日使用長征 3 號甲運載火箭，將第 9 顆北斗導航衛星送入太空軌道（新華網，

2011.7.27）。 

解放軍海軍將完成兩艘旅滬級（052A）導彈驅逐艦「112哈爾濱艦」與「113青

島艦」改建工程。改建工程2010年底開始在上海進行，這是旅滬級第2次現代

化。「517型A波段」雷達取代原有的「518型」防空搜索雷達；兩座位於後機庫

「730型」7管20mm近迫武器系統取代原有的4座雙管37mm近迫武器系統；拆除

艦艉「DUBV-43」可變深度聲納。哈爾濱艦裝備新的氣渦輪機（gas turbine engine），汰

除原有的美製「LM2500」氣渦輪機。旅滬級第1次現代化在2005年，裝備匿蹤型

砲塔的雙管100mm主炮，以及16枚鷹擊「-83/C-803」反艦巡航導彈  （ Jane’s Defense 

Weekly , 2011.7.20, p. 17）。大陸公開043清級彈道導彈柴電潛艇，她擁有俄製G級潛艇的

加長型帆罩，可能是G級導彈試驗艇的接替艇。目前無法確定其用途，可能發射

「巨浪-1型」、「巨浪-2型」或長程巡航導彈（Strategy Page, 2011.8.8）。第3艘071綜合

船塢登陸艦9月26日下水（新華網，2011.9.27）。 

大陸國產「820型」高機動、全固態目標指示雷達系統在2011年第6屆世界雷

達博覽會上首次亮相。「820型」雷達系統由雷達軍工企業—081電子集團有限公

司研製生產。該系統將1部S波段三坐標中近程低空搜索雷達裝載在6×6輪式裝甲

車上，為高炮和近程防空導彈火控系統提供目標預警，其作戰使命為探測範圍內

中低空飛行目標，如固定翼飛機、直升機、隱身飛機、巡航導彈等（新華網，

2011.9.21）。 

大陸正與俄國談判再採購 140 台「Al-31FN」發動機。今年大陸已購買兩批

發動機，其中 150 台「Al-31F」裝備現役「Su-27/30」，123 台「Al-31FN」裝備

殲-10 戰機（新華網，2011.10.9）。烏克蘭西奇發動機公司（Motor Sich）宣布，未來 3 年將

為大陸「L-15」高級教練機提供 250 台「Al-222」發動機（新華網，2011.7.25）。此

外，大陸有意購進俄製「SS-N-27」俱樂部（P900 Klub）反艦導彈，裝備其「093」商

級核潛艇、「041」元級及俄製基洛級柴電潛艇（新華網，2011.8.24)。「中」俄有意投

資重型直升機聯合製造項目，使用「Mi-26」半成品，生產新式重型直升機（新華

網，201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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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演習訓練 
大陸正在修改戰機飛行員訓練計畫。現行俄式訓練計畫需要10年時間完成學

院及飛行訓練。新訓練計畫將向西方國家看齊，時間縮短為5-7年，並將飛行時間

增加40%。且新計劃強調飛行員在畢業前，擁有更多戰鬥飛行技能（ Strategy Page, 

2011.7.24）。 

近日南海艦隊開展聯合登陸訓練，探索立體登陸新訓法。在火力支援隊摧毀

敵灘頭火力點後，多艘衝鋒舟從昆崙山艦艉門衝入海中，開始平面輸送登陸兵衝

擊上陸。登陸分隊借著海上霧氣，隱蔽接近敵島。隨後搭載著多名登陸兵的大型

艦載直升機飛離昆崙山艦，向敵佔島嶼垂直輸送突擊組。接著新型氣墊艇滑出塢

艙，全力朝敵佔島嶼岸灘駛去，這是該型氣墊艇首次掠海超越輸送登陸兵（中國軍

網，2011.8.9）。 

大陸83名空降兵特戰分隊7月5日搭機前往白俄羅斯巴拉諾維奇市（Baranowitschi）

參加為期10天的聯合訓練。聯訓以聯合打擊恐怖主義為背景，分為混編聯訓和綜

合演練兩個階段。第1階段進行越障、格鬥、傘機降、偵察搜索、晝夜間戰鬥射

擊、反恐戰術等科目聯合訓練。第2階段雙方空降兵特戰隊員採取傘機降相結合

方式，混合編組、同機同降、聯合指揮、立體突擊，對恐怖分子實施圍剿（新華網，

2011.7.20）。 

由鄭和號訓練艦和洛陽號導彈護衛艦組成訓練艦編隊，7月25日從大連啟

程，7月29日抵達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進行4天訪問，慶祝俄國海軍成立315

周年。8月2日抵達朝鮮元山市進行4天訪問，慶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

定50周年（新華網，2011.8.11）。和平方舟號醫院船9月16日從舟山出發，遠航訪問古

巴、牙買加、千里達和多貝哥（Trinidad and Tobago）、哥斯達黎加等4國，並展開聯合

醫療行動，任務代號為和諧使命—2011。這是大陸海軍對加勒比海地區首次訪

問，特別是到訪哥斯達黎加，是雙方首次軍事外交活動（新華網，2011.9.16）。 

 

（歐錫富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