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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共整肅火箭軍事件觀察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陳育正主稿1 

 

 火箭軍高層人事調動可能不僅涉及政治層面的問題，還可能反映中

共對於核武力量的現代化和專業性整合的重視，包括：打破從火箭

軍內部遴選司令員、加強核武和常規彈道導彈的能力，以應對國際

局勢的變化和美國的威脅。 

 這次人員異動，長遠而言並不會改變習近平對於「打造強大戰略威

懾力量體系」的建設要求；對我國與區域安全來說，則產生嚴重的

威脅。 

 

（一）前言 

8月 1日是中共人民解放軍（以下簡稱共軍）的建軍紀念日，也被

稱為建軍節，通常會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和儀式，同樣，今年的建軍

節亦不例外。只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於 7月 31日出席中央軍委的晉

升儀式，宣布王厚斌和徐西盛 2名中將成為新任火箭軍司令員和火箭

軍政治委員（以下稱政委），並晉升為上將，確定原任火箭軍司令員李

玉超、政委徐忠波同時遭到更換，這項人事異動可能間接證實香港《南

華早報》日前報導稱火箭軍前後任司令員等重要幹部遭中央軍委紀律

檢查委員會調查等傳聞。特別是從習近平這次拔擢來自中共海軍副司

令員王厚斌和南部戰區空軍政委徐西盛兩人分別擔任中共火箭軍司

令員和政治委員，也就是跨軍種調整火箭軍司令員與政委，無論是在

時機點與人事任命方式等部分，自然引起外界的關注和猜測。 

筆者除了從這次火箭軍高層人員異動的意義做論述，並且提供個

人有關火箭軍可能對臺海與區域影響的觀察。 

 

（二）火箭軍司令員與政委同時更換創下先例 

這次中共火箭軍司令員與政委同時的換人，已經引發外界相當大

的關注。就目前的資料消息來看，仍然不清楚李玉超與徐忠波實際被

                                                 
1 本文為作者個人見解，不代表作者單位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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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職原因究竟為何，以及為什麼是現在被換掉、不清楚李或徐兩人是

否有被重新分配到不同的職位。目前部分分析提到習近平本質上對於

軍隊高層仍有不信任，可能涉及包括貪腐問題、其他不正當行為，只

是對於中共當局沒有公布官方的正式消息，筆者個人觀察認為在這次

火箭軍領導高層異動，除了包括涉及政治層面的問題，還有意圖朝向

火箭軍軍事專業化的可能性，都不應被排除。前者是指這次人事異動

涉及上述的各種原因，使得習近平必須徹底更換軍隊高層幹部，後者

則是強調共軍火箭軍須有「核常兼備、全域懾戰」的戰略要求，整合

「三位一體」（陸、海、空核武力量）的核反擊與核威懾能力。因此，打

破傳統由火箭軍內部拔擢幹部晉升司令員的標準。 

首先，在政治層面來說，習近平持續強化軍事治理，確保「反腐

正軍」仍是「強軍」目標的首要工作。從歷史上看，如果中共領導人

認為武裝力量若偏離共產主義教條、變質變色，理所當然地盡一切努

力重新掌控，包括從習近平上任後對軍隊的「反腐正軍」可以看出如

同毛澤東對他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和林彪等大規模清洗，一定程度反映

對軍隊高層不信任。中共國防大學退休教授劉明福，也是《新時代中

國強軍夢》的作者認為，習近平主政時期共軍的頭號敵人之一就是「腐

敗」，因此，過去透過籌組新的「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

軍委政法委員會」，以及「中央軍委審計署」等監督機制，象徵有關

反腐鬥爭問題是堅持打持久戰。 

除了在媒體的報導中提到李玉超等人遭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

會調查，以及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 2023年 7月下旬開始多次參加公

開會議，期間都不約而同強調對軍事治理的重視，包括在 7月 20至

21 日舉行的「全軍黨的建設會議」提到全面從嚴治黨和全面從嚴治

軍的必要性，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也在這場會議裡重申持續整肅紀

律與反腐的決心；幾天後，習近平在 7月 2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同樣提及軍事治理的重要性，並且指示加強軍費管理和監督，深化特

定領域的治理。這些公開具有指標性的會議都反映出習近平在「軍隊

反腐」方面的堅定立場，恰巧的是，這些會議舉行時間點不免讓外界

聯想媒體報導火箭軍高層幹部遭調查的傳聞。因此，若從政治角度來

看人事調整，本文認為自然不能排除火箭軍高層真的遭到整肅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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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進一步而言，若是火箭軍高層涉及到政治層面的問題，恰好反映

出習近平長期以來推動的反腐工作，實際上並未能根本解決軍隊腐敗

的問題。共軍仍然是一個自我管理的官僚組織體系，即使習近平擔任

軍委主席一職，然而共軍軍官幹部負責包括反腐敗機構、軍事法庭和

政委的運作，形成一種結構性的關係，同時在其國內也沒有司法、民

意機關，以及媒體等機制來監督，使得反腐問題持續存在。 

其次，這次火箭軍高層將領的調整，可能反映習近平強化火箭軍

「核常兼備、全域懾戰」的整合能力。儘管過去共軍將領或軍官跨軍

種任職主官、政委的情況以前就有發生過，但這是習近平時期以來，

首次一個軍種的 2 名最高領導職務同時間被其他軍種的將領所取

代。新任火箭軍司令員王厚斌是從海軍所遴選出來，打破過去第二炮

兵（以下稱二炮）、火箭軍的司令員從內部資深幹部所拔擢的做法。一

般來說，一個軍種的最高領導階層通常由該軍種內部出身的幹部從中

遴選出來，這些高級將領經過多年職務歷練和準備後，才能擔任高級

領導職務。若與被免去司令員職務的李玉超作為比較，他在 2022 年

1月接任火箭部隊指揮官職務之前，他的軍旅生涯大多在二炮與火箭

軍服務，時間可能長達 40 年之久，期間先後歷練多個重要軍職，包

括火箭軍基地司令員和參謀長。王厚斌則是海軍出身的幹部，主要的

部隊歷練是在海軍部隊與水面艦。根據公開資料來看，他先後擔任過

東海艦隊副參謀長兼舟山基地副司令員、南海艦隊參謀長，其中，任

職南海艦隊參謀長期間，有可能負責監督核動力戰略導彈潛艦的經

驗。就實務上來說，王厚斌或許與海軍核打擊能力有些微的關聯性，

但是他對陸基火箭部隊來說幾乎沒有經驗，筆者認為王厚斌可能需要

花費一定時間來瞭解火箭部隊的組織結構、任務、運作方式以及運用

軍事力量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有關中共核武打擊能力當中，如何

管控「三位一體」的聯合運作問題一直備受外界質疑，包括火箭軍如

何與海軍核動力戰略導彈潛艦與空軍轟炸機等核武器攻擊平臺進行

相互指揮與控制。因此，透過海軍出身的王厚斌接掌火箭軍可能亦符

合目前建軍的需要，提升「三位一體」的聯合運作。 

至於政委徐西盛來說，情況則有所不同。火箭軍新任政委徐西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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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空軍幹部，部隊經歷則是擔任政委為主，同時過去也有政委跨軍種

擔任要職；另外，在共軍體制當中，政委的職責實際上是管理人員和

黨的工作，這些專業職能在不同軍種之間更容易轉移。綜合來說，火

箭軍領導階層的同時更換，長遠而言並不會調整習近平對於「打造強

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的建設要求，也就是火箭軍高層人事異動，並

不會改變火箭軍發展方向。 

 

（三）中共火箭軍的發展仍對我國安全挑戰帶來影響 

毋庸置疑，中共在過去幾年時間裡已經快速擴展核導彈數量，嚴

重衝擊我國國防安全與區域和平與穩定。在公開的研究資料當中，中

共 2017至 2020年之間導彈發射旅數量從原本 29個成長到 40個，並

且隨著新型導彈的部署，這些導彈發射旅的數量還會持續增加，北京

政府也努力發展「三位一體」的核武能力。 

從中共的觀點來看，快速擴充核武能力和常規彈道導彈能力對共

軍而言，是可以起到穩定的作用。習近平「二十大」報告中提到「打

造強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顯然指示火箭軍未來建設的方向，筆者

認為部分原因在於是要對美國發展現代化核武力所做出的回應，特別

是看到美國正在制定新的核戰略，以及快速提升彈道導彈防禦系統等

方面能力。因此，透過快速擴大「核常兼備、全域懾戰」能力，應是

回應與美國的核武現代化所帶來的威脅。 

然而，中共火箭軍的快速發展對我國與區域國家來說，同樣會引

起嚴重的影響與擔憂。由於俄烏戰爭的爆發，美國與北約成員國忌憚

於俄羅斯可能動用核武所帶來的後果，明確表明無意出兵參戰，一定

程度給予共軍提高建設核武威懾力重要啟示，尤其未來有必要留意中

共當局是否還堅守過去「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畢竟要提高戰

略威懾能力，調整「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有助於日後如果在第

一島鏈內與我國、日本、菲律賓等國家發生軍事衝突時，提高核武能

量將可作為嚇阻美國或美國盟友介入。這些發展無疑會對印太地區的

安全局勢產生重大影響，還可能導致緊張局勢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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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中共火箭軍司令員和政委同時的職務異動引起了外界廣泛關注。

目前仍然不清楚李玉超和徐忠波被調職的具體原因，以及他們是否被

重新分派到其他職位。這種不確定性導致有各種猜測，包括可能與貪

污和其他不當行為有關，但尚未有官方消息確認。筆者認為，這次人

事調整可能涉及政治層面的問題，並且也反映出習近平對軍隊持續反

腐的要求，效果仍然有限。 

此外，新任火箭軍司令員王厚斌和政委徐西盛受到習近平提拔，

或許意味著中共對火箭軍的發展方向和能力有新的做法，包括：打破

從火箭軍內部遴選司令員、加強核武和常規彈道導彈的能力，以應對

國際局勢的變化和美國的威脅。然而，這種發展將對亞太地區的安全

局勢產生影響，以及導致緊張局勢升級。整體來看，火箭軍的高層人

事調整和發展方向都值得密切關注，因為這會對區域和國際安全產生

重大影響。與此同時，外界亦需要持續留意中共的軍事行動和核武政

策，以更好地理解其行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