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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軍事 
                                            

■ 解放軍及武警高階將領續調整，陸空及火箭軍司令員異動；新調

整組建的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國防科技大學授旗成立。 

■ 慶祝建軍90周年，舉行朱日和閱兵，展示多項新型國防武器；習

近平並在慶祝大會上發表談話。 

■ 陸軍展開年度9場基地化訓練；空軍頻執行遠洋演訓，實現遠海訓

練常態化。 

■ 完成維和待命部隊在聯合國註冊工作，落實習近平支持聯合國維

和行動承諾。 

■ 中俄進行第二階段海上聯合演習，強調反潛戰。中澳軍演首次在

中國大陸境內舉行。遠航訪問編隊完成20國訪問。 

 

一、軍改動態 

解放軍及武警高階將領續調整 

中央軍委7月28日舉行晉升上將軍銜儀式，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晉升上將軍

銜的軍官頒發命令狀，包括中部戰區司令員韓衛國（轉任陸軍司令員）、陸軍政治委員

劉雷、空軍政治委員于忠福、火箭軍政治委員王家勝、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高津（新

華網，2017.7.28）。 

繼陸軍司令員李作成接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後，其遺缺由韓衛國接

任（原中部戰區司令員，中央社，2017.9.1）。苗華上將任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原海軍政委，明

報新聞網，2017.9.8）。聯參部政治工作局主任楊傳松、情報局長陳光軍、海軍北海艦隊

參謀長姜國平等3少將任參謀長助理（大公網，2017.7.29）。李尚福接任中央軍委裝備發

展部長（原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中央社，2017.9.18）。周亞寧任火箭軍司令員(原副司令員)。

宋普選任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部長(原北部戰區司令員)，李橋銘接任北部戰區司令員(原北

部戰區陸軍司令員)。秦生祥任海軍政委(原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遺缺由軍委辦公廳副主任兼軍

委主席辦公室主任鍾紹軍接任。秦天任武警部隊副司令員(原武警部隊參謀長)，遺缺由北

部戰區陸軍參謀長鄭家概接任（明報新聞網，2017.9.13）。丁來杭任空軍司令員（原北部戰區空

軍司令員，星島日報，2017.8.29）。馮丹宇任海軍副司令員(原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副部長)，劉訓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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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副政委（原中央軍委政法委專職副書記，多維新聞網，2017.9.26）。陳劍飛任中央軍委機關事務

管理總局政委（原軍械工程學院政委，多維新聞網，2017.9.19）。 

劉小午任西部戰區副司令員(原南部戰區陸軍司令員)。張踐任南部戰區陸軍司令員(原中

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作戰局長)。吳社洲任西部戰區政委(原中部戰區陸軍政委)。中部戰區陸軍司

令員及政委分由張旭東和周皖擔任（中央社，2017.10.2）。駐香港部隊政治部主任周吳剛

少將任駐澳門部隊政委（自由時報，2017.8.16）。國防科大副教育長王懷民任該校副校長

兼教育長，科研部長劉澤金任國防科大副校長，另一名副校長由副教育長凌仕明

擔任。該校政治部主任劉文軍、濟南軍區聯勤部副政委史衍良分任國防科大副政

委（大公網，2017.7.24）。 

 

直屬軍委三軍校授旗成立 

新調整組建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國防科技大學成立大會暨軍隊院校、科

研機構、訓練機構領導座談會7月19日舉行。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將軍旗授予軍事

科學院院長楊學軍、政委方向，國防大學校長鄭和、政委吳傑明，國防科技大學

校長鄧小剛、政委劉念光。按照新定位和分工，軍事科學院是全軍軍事科學研究

拳頭力量，主要從事軍事理論和軍事科技研究。國防大學是培養聯合作戰人才和

高中級幹部重要基地，培養對象側重聯合指揮人才和參謀人才。國防科技大學是

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培養和國防科技自主創新高地，注重通用專業人才和聯合作

戰保障人才培養，及核心關鍵科技攻關（新華網，2017.7.19）。 

軍改前各軍校分屬 4總部、7大軍區及各軍兵種。軍改後由新組建中央軍委訓

練管理部領導。軍校改革以直屬軍委 3 大院校為龍頭，合併大量軍事院校。以國

防大學為例，成立國防大學政治學院(合併原總政治部南京政治學院、西安政治學院，與原武警部隊武警

政治學院)。原解放軍藝術學院改為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國防科技大學以本校及相

關學院為基礎合併重組(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國防信息學院、西安通信學院、電子工程學院、解放軍理工大學

氣象海洋學院、原總參謀部第 63 研究所)。軍事科學院則設置軍事醫學研究院、創新研究院等八

個分院以及兩個中心。3大院校合併軍事院校改變過去集中一地辦校格局，形成分

布各地院校集群網絡。然三大院校規模擴充，但其級別卻降低。軍事科學院、國

防大學由改革前正戰區級降為副戰區級，國防科技大學則由副戰區級降為正軍級

（大公網，2017.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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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建軍90周年，舉行朱日和閱兵，並在慶祝大會上發表談話 

解放軍建軍 90周年，7月 30日在內蒙古朱日和訓練基地舉行閱兵，中共軍委

主席習近平首次在野戰化、實戰化下進行沙場閱兵，也是中共解放軍首次在建軍

節舉行閱兵，出動 1萬 2000名官兵，並展示先進武器（解放軍報，2017.7.31），另一特點

是採不同兵種、軍種混合編組，顯示解放軍指揮體制已架構（大公網，2017.7.31）。此次

閱兵是以參加實戰化訓練的部隊組織實施，並按年度訓練計畫安排，與周邊局勢

沒有關聯（中共國防部網站，2017.7.30）。8月 1日，習近平在建軍 90周年大會發表談話。媒

體稱習提出推進強軍事業「六個必須」，並提出「六個任何」，意在震懾各方敵

對勢力(人民日報，2017.8.2）。 

 

二、軍事演訓 

陸軍進行年度基地化訓練 

根據 2017年陸軍軍事訓練計畫，陸軍將安排 9場基地化訓練，採取陸軍直接

組織與戰區陸軍組織相結合方式實施。由陸軍直接組織 4 場基地化訓練，代號分

別為跨越-2017朱日和、火力-2017青銅峽、火力-2017山丹和利刃-2017確山。中

部勵劍-2017確山是與中部戰區陸軍組織，應是與 5大戰區陸軍各組織 1場基地化

實兵對抗演習（超級大本營，2017.10.6）。 

目前新型合成旅轄有 4 個合成營，除了傳統 3 個裝步連，還整合突擊車連、

火力連和支援保障連等單位。旅內還轄有 1個混合炮兵營，整合 122mm榴彈炮、

122mm模組化火箭炮和 HJ-9重型反坦克飛彈等支援力量。合成旅還首次編制偵察

營和作戰支援營，強化旅級戰術兵團戰場監控能力和持續作戰能力（中央社，2017.8.24）。 

 

空軍頻執行遠洋訓練 

為實現解放軍空軍遠海訓練常態化、體系化、實戰化。8月份計有 4 次演訓(9

日、12 日、13 日、14 日)，其中 9日運-8電戰機環繞臺灣，從臺灣東部由南向北飛行，然

後穿越沖繩本島和宮古島之間宮古海峽向西返回駐地（自由時報，2017.8.10）。7 月份計

有 4次演訓(13、20、24、25 日)，其中 20日 8架轟-6及 1架運-8電戰機和 1架運 8情報

蒐集機繞行臺灣，轟-6 以 4 機編隊，兩機隊分別由南向北、由北向南自巴士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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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越，進出宮古群島空域，運-8 電戰機和情報蒐集機由南向北伴隨飛行（中央社，

2017.7.21）。 

中共國防部對媒體詢問共機自去年 520 以來頻繁繞臺之意涵，僅聲明「軍機

訓練是我空軍的例行性訓練活動」（中共國防部網站，2017.8.31）。國臺辦發言人安峰山 8

月 25日回應，有關活動是計畫內的例行性演練，不針對任何特定目標。 

 

三、完成維和待命部隊在聯合國註冊工作 

中共解放軍完成 8,000 人規模維和待命部隊在聯合國註冊工作，落實習近平

2015年 9月在紐約出席聯合國維和峰會，作出支持聯合國維和行動 6項承諾。按

計劃為各國培訓維和人員和開展掃雷援助專案。常備維和警隊組建完畢，向聯合

國蘇丹達爾富爾維和行動派遣首支直升機分隊已經到位，並與非盟協商制定無償

軍事援助實施方案，與聯合國協商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運營安排。解放軍自 1990

年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以來，先後參與 24項聯合國維和行動，派出維和軍事人員

累計 3.6萬餘人次。目前解放軍有 2,506名官兵在聯合國 8個任務區和維和部執行

任務。其中在聯合國馬里、蘇丹達爾富爾、南蘇丹、黎巴嫩、剛果（金）5個任務區

派有 13支維和部（分）隊共 2,419人，執行巡邏警戒、安全護衛、工程保障、空中

巡邏、人員搜救、空運補給和衛勤救護等任務。在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西撒哈

拉等 8個任務區及維和部派有 87名軍事觀察員和參謀軍官，執行巡邏觀察、隔離

衝突、監督停火和聯絡談判等任務（新華網，2017.9.28）。 

 

 

四、中俄進行「海上聯合-2017」聯演第二階段演習 

海軍艦艇編隊9月13日參加中俄「海上聯合-2017」聯演第二階段演習，從青島

起航，18日抵達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陸方參演艦艇編隊由北海艦隊

導彈驅逐艦石家莊艦、導彈護衛艦大慶艦、綜合補給艦東平湖艦和援潛救生船長

島船組成（新華網，2017.9.13）。俄方參演艦艇包括特里布茨海軍上將號大型反潛艦、瓦

良格號巡洋艦、完美號護衛艦、R-11導彈艇、伊戈爾別洛烏索夫號救生船攜帶1艘

深潛救生艇、2艘潛艦以及數艘支援船隻（RT, 2017.9.17）。 

第二階段演習以聯合救援和保護海上交通線為題，強調反潛戰，兩棲艦不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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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演練，兩軍陸戰隊僅在岸上舉行反恐比賽，沒有登陸演練。海上階段9月22至25

日在日本海及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南部海域展開（新華網，2017.9.27）。10月3日參演

艦艇編隊返回青島（新華網，2017.10.3）。 

 

五、殲-20證實已服役，鷹擊-18反艦導彈首曝光 

酒泉衛星發射中心7月23日發射1枚動能-3反衛星導彈失敗（Washington Free Beacon, 

2017.8.2）。西昌衛星發射中心9月29日使用長征2號丙火箭將遙感30號01組3顆衛星成

功送入軌道（明報新聞網，2017.9.30）。 

國防部發言人吳謙證實殲-20已服役，另有媒體報導殲-20裝備太行國產發動機

（渦扇-10）（明報新聞網，2017.10.2）。霹靂-15空對空導彈出現在殲-10C戰機，顯示加入空軍

現役，也將裝備殲-20（明報新聞網，2017.7.21）。中共向俄羅斯採購4架Mi-17E運輸直升

機，將在1年內交貨（Strategy Page, 2017.8.15）。彩虹-5察打一體無人機9月中旬在西北戈壁，

進行AR-1導彈實但打靶試驗（大公網，2017.9.26）。 

北海艦隊052D型驅逐艦西寧艦，日前在黃海海域發射1枚鷹擊-18反艦導彈，

為該型導彈發射首次曝光。鷹擊-18是以俄羅斯3M54E為基礎研製而成，射程高達

290海里（中央社，2017.8.15）。055型導彈驅逐艦垂直發射單元達112個，艦艏64個，艦

艉48個（中央社，2017.10.4）。新型綜合補給艦首艦965呼倫湖艦入列，9月1日舉行命名

授旗儀式，可為航母編隊、遠海機動編隊提供海上伴隨補給（大公網，2017.9.2）。上海

滬東中華造船廠9月8日下水第7艘815A型電子偵察船。該電子偵察船排水量約

6,000噸，船長130米（大公網，2017.9.14）。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在西安閰良機場測試空警-600艦載預警機，採烏克蘭西

奇公司（Motor Sich）生產D-27發動機，飛機探測雷達範圍達600公里。北京對烏克蘭運

輸機，飛機與火箭發動機深感興趣，希望在大陸生產（新華網，2017.7.27）。 

 

六、對外軍事交流與演練 

遠航編隊執行出訪任務 

遠航訪問編隊（長春艦、荊州艦和巢湖艦）7月18日至10月15日，陸續抵訪土耳其伊斯

坦布爾（Istanbul）（新華網，2017.7.18）、希臘筆雷埃夫斯（Piraeus）（文匯網，2017.7.24）、沙烏地

阿拉伯吉達（Jeddah）（新華網，2017.7.31）、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Dar es Salaam）（新華網，2017.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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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代夫首都馬累（Male）（新華網，2017.8.27）、印尼雅加達（Jakata）（新華網，2017.9.15）、文

萊穆阿拉港（Muara）（大公網，2017.9.26）、柬埔寨西哈努克城（Sihanouk）（新華網，2017.9.30）、

泰國梭桃邑港（Sattahip）（新華網，2017.10.4），完成亞非歐20國訪問任務（新華網，2017.10.15）。 

174艦艇編隊（合肥艦、運城艦、駱馬湖艦）自8月1日至9月25日，陸續訪抵芬蘭赫爾辛

基（Helsinki）（新華網，2017.8.1）、拉脫維亞里加（Riga）（新華網，2017.8.5），並停靠南非開普敦

（Cape Town）進行補給休整（新華網，2017.9.1）。 

和平方舟醫院船7月26日自舟山起航，赴非洲吉布地（Djibouti）、塞拉里昂（Sierra 

Leone）、加蓬（Gabon）、剛果（Congo）、安哥拉（Angola）、莫三比克（Mozambique）、坦桑尼

亞及亞洲東帝汶（East Timor），執行「和諧使命-2017」任務，預計歷時155天（新華網，

2017.7.27）。 

海軍第26批護航編隊導彈護衛艦黃岡艦、揚州艦和遠洋綜合補給艦高郵湖艦

組成出訪編隊，自9月14日出訪比利時安特衛普港（Antwerp）（新華網，2017.9.15）、丹麥哥

本哈根（Copenhagen）（新華網，2017.9.26）、英國倫敦（London）（新華網，2017.10.4）、法國土倫（Toulon）

（新華網，2017.10.16）。海軍新型訓練艦戚繼光艦9月17日從遼寧大連啟航，執行遠航實

習並訪問葡萄牙里斯本港、義大利塔蘭托港（taranto）、斯里蘭卡科倫坡港（Colombo）、

泰國梭桃邑港（大公網，2017.9.18），10月2日技術停靠阿曼塞拉萊港（salalah）（新華網，2017.10.3），

10月16日抵達葡萄牙里斯本(Lisbon)（愛讀網，2017.10.15）。 

對外軍事聯合演練 

空軍6架殲-10戰機8月17日從雲南某軍用機場起飛，飛抵泰國烏隆（Udon Thani）

空軍基地，參加8月17日至9月3日舉行中泰空軍「鷹擊-2017」聯合訓練（新華網，2017.8.17）。

「熊貓袋鼠-2017」中澳陸軍聯合訓練開訓儀式，9月11至21日在南部戰區陸軍昆明

某綜合訓練場舉行，係兩國陸軍首次在中國大陸境內舉行聯合演練，此次聯訓以

陸軍山地綜合技能為課題（解放軍報，2017.9.11）。中巴（基斯坦）空軍9月7至25日在中國大

陸境內舉行「雄鷹—VI多兵（機）種聯合訓練」（包括海軍航空兵）。聯合訓練分為空對

空作戰、近距支援作戰、空對地作戰、紅藍體系對抗演練等7個階段實施（人民日報，

2017.9.11）。21日，共軍召開兩國空軍聯合訓練記者會，強調中共空軍例行演訓，有

些國家要習慣和適應(新華社，2017.9.21)。斯里蘭卡9月3至24日舉行「2017鸕鷀打擊」聯

合軍事演習，解放軍與其他國家軍人參加模擬追蹤搜捕訓練。共有10名解放軍參

加演習4項任務（新華網，2017.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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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錫富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