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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軍開訓暨近期演訓觀察及周邊軍事動

態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所長荊元宙主稿 

 

 2023 年中共並未如同過往大肆宣傳 1 號訓令之發布事宜，判為政

工宣傳部門考量近期中國戰狼風格造成其對外關係緊張，刻意壓低

訓令所帶來強軍之威脅氛圍。 

 中俄聯合演習能夠經年持續辦理，有助於雙方在軍事上的信任及默

契之建立。中共在俄烏戰爭中秉持中立地位，其重要目的在維持與

俄國軍事關係，俟將來臺海戰爭中，換得俄國投桃報李。 

 八月軍演與 1995/6 年演習的主要目之一為演練攻臺方案，美議長

麥卡錫訪臺一旦成行，解放軍定將利用此一機會採取軍演，以收威

嚇臺灣及實戰化訓練的雙重效果。 

 

（一）前言 

自從 2022年 2月俄烏戰爭發生以來，對解放軍而言有多重意義。

俄烏戰爭提供了解放軍學習實戰經驗的機會，在戰爭啟示上，共軍看

到戰爭隨時爆發的可能性，且俄軍的表現亦未達外界原先對俄軍戰力

的評價，解放軍將藉此自省本身的作戰實力，是否真能達到軍委主席

習近平提出「能打仗、打勝仗」的要求，此將激起其強化建軍備戰的

警覺意識。 

同時，在美中競爭日趨激烈的格局下，俄羅斯亦因俄烏戰爭成為

以美國為首西方國家的集體制裁對象，中俄雙方在抗美上因而具有共

同利益，便在既有「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基礎上，

繼續強化雙方關係，特別是在軍事合作上的緊密程度明顯提升，直接

影響了地緣戰略格局，區域國家對此深具戒心。 

另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2022年 8月訪臺，

此行雖然不畏中共壓力，具體表現對臺灣的支持，但也導致中共的強

力反彈，其報復行動為對臺舉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臺海

局勢遂成為全球關注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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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進入 2023 年，依照慣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皆會於新年度開始不數日內即簽署中央軍委當年

的「1 號命令」，向全軍發布開訓動員令。然而在今 2023 年開春，1

號訓令雖仍已頒布至各部隊，各部隊也陸續依照訓綱開訓，但並未如

同過往透過宣傳渠道向外大肆傳播，起手式規模明顯縮小，其考量理

由值得推敲。 

 

（二）近期解放軍的主要軍演活動 

基於以上背景，近期解放軍的軍事演訓活動，主要為對臺軍演及

與俄羅斯的聯合軍演，依時間序分別為 2022 年針對裴洛西訪臺的八

月軍演、赴俄參與「東方－2022」演習、中俄聯合空中戰略巡航及中

俄「海上聯合－2022」聯合軍事演習等四項，演習內容分述如下。 

1. 臺海周邊軍演。2022 年 8月 4至 8日，為表達對美議長裴洛

西訪臺的抗議，中共解放軍在臺灣周邊海域執行了包括實彈射

擊等一系列的聯合軍事演訓，一般稱為「八月軍演」。東部戰

區之海空軍部隊與火箭軍，於涵蓋臺灣本島的西北、北部、東

北、東部、東南、以及西南部等處設立了 6或 7個演習區域，

進行海空聯合操演與遠程火箭、短程彈道飛彈之射擊演習。另

外，解放軍在 2023年 1月 8日深夜突然宣佈解放軍東部戰區

於臺灣周邊海空域展開多軍兵種聯合戰備警巡和實戰化演練，

重點演練對陸打擊、對海突擊等，以檢驗部隊聯合作戰能力。 

2. 赴俄參與「東方－2022」演習。俄羅斯「東方 2022」聯合軍

事演習於 2022年 9月 1至 7日，在俄羅斯東部軍區、日本海、

鄂霍次克海和南千島群島（即日方所稱「北方四島」）舉行，演習

國家除地主國外，還包括中共、印度等多個國家，演習兵力超

過 50,000 人。本次演習模擬假想敵從太平洋方向對俄羅斯的

濱海區發起兩棲登陸攻擊行動，以中俄為主的多國聯合部隊於

短時間內完成跨區域集結反擊。另中俄海軍組成之聯合艦隊則

從日本海方向對敵登陸船團發起攻擊，炮擊敵岸灘支撐點。 

3. 中俄聯合空中戰略巡航。中俄兩國空軍根據中俄年度軍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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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於 2022年 11月 30日在日本海、東海、西太平洋海域上

空實施聯合空中戰略巡航；中俄空軍首度實施降落在彼此機

場，參與機種包括共軍轟－6K 機及俄羅斯圖－95MC 戰略轟

炸機等。 

4. 中俄「海上聯合-2022」聯合軍事演習。解放軍海軍與俄羅斯

海軍從2022年12月21至27日在舟山至臺州以東之東海海域，

進行代名為「海上聯合 2022」聯合軍演，旨在展示雙方加強

共同應對海上安全威脅的能力，進一步深化中俄戰略協作夥伴

關係。本次演習所劃設之演習區距離臺灣本島、釣魚臺海域以

及琉球群島不足 400公里，因而受到地區國家重視。 

 

（三）分析 

1. 共軍壓低強軍威脅的氛圍。目前抖音上已陸續出現部份個別部

隊開訓的短片，但多為集團軍、旅級，其中又以武警跟陸軍最

多，少見海、空、火箭軍及戰略支援部隊。回顧過去 1號訓令

相關新聞內，用字都相當具有針對性及挑釁意味，如「開訓即

開戰」、「聚焦備戰打仗」、「緊盯強敵對手」等，今年訓令中發

布動作轉趨低調，判為政工宣傳部門考量近期中共戰狼風格造

成其對外關係緊張，刻意壓低訓令所帶來強軍之威脅氛圍。 

2. 中俄軍事合作關係更上一層樓。以上所述及中俄的各項演習，

其實皆都行之有年，例如「海上聯合」自 2012 以來已經連續

舉行 10 年。中俄聯合演習能夠經年持續辦理，有助於雙方在

軍事上的信任及默契之建立，為戰略夥伴關係奠定良好基礎。

今年各項演習未受俄烏戰爭影響正常舉行，代表中共在戰爭中

秉持中立地位，其重要目的在維持與俄國軍事關係，俟將來臺

海戰爭中，換得俄國投桃報李。俄雖不至於介入臺海戰爭，但

可協助牽制駐日美軍之行動，將使中共可專心應付臺海情勢。

在中俄演習的性質上，包括了陸上、海上及空中各個領域，顯

示中俄的軍事合作層面，是屬於全方位的合作，但目前演習仍

多屬個別軍種的聯合演習，在抗美共同需求下，雙方均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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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層次的意願，未來可能進一步朝海空聯合作戰方向發展。 

3. 聯合軍演引起區域國家危機感。日本在俄烏戰爭中所展現對烏

克蘭的支持，使日俄關係每況愈下。而日方所持「臺灣有事即

日本有事」，亦使中日關係跌入冰點。中俄海軍於 2021 年 10

月完成「海上聯合－2021」演習後，進行了聯合戰略巡航，而

在「東方 2022」演習中又在日本海演練「保衛海上運輸、海

上經濟活動以及在濱海地區對陸支援的聯合行動」。中俄雙方

聯合對日本展現嚇阻威脅的態度不言而喻，已造成日本不安。

日本近期所提出增加國防預算及發布「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

3份安保相關文件宣告將擁有反擊能力等動作，均是對中俄所

帶來的威脅所做出的回應。 

4. 中共利用時機驗證攻臺計畫。中共八月軍演為一場包括環島封

控、火力打擊、登島作戰及拒止外軍的實兵模擬操演。共軍在

短時間內即完成演習準備，顯示其各種想定下的攻臺計畫早已

備便，只需待機給予實戰化驗證。本次軍演造成兩岸長久以來

以海峽中線為活動分界的默契不復存在，戰略縱深遭到大幅擠

壓，對我防衛作戰造成重大挑戰。八月軍演與 1995/6 年演習

的主要目之一為演練攻臺方案，目前已傳聞美國新任眾議院議

長麥卡錫近期可能訪臺，雖然消息尚未確定，惟一旦成行，解

放軍定將利用此一機會採取軍演，以收威嚇臺灣及實戰化訓練

的雙重效果。 

 

（四）結語 

中俄持續進行聯合軍演，雖並不意謂兩國此刻已具實際從事聯合

作戰的能力與意願，但已展現兩國戰略立場一致的形象。彼等所塑造

之合作形象，在未來可能的臺海戰爭爆發時，將使美日無法僅針對中

共採取行動，亦即須將俄羅斯所可能扮演牽制或藉機謀利的行動亦列

入考慮，此將使美軍的作戰計畫變得複雜化，作戰行動因而變得遲

滯。另外，俄烏戰爭讓中共瞭解到其若發動臺海戰爭，將不可避免受

到來自國際的經濟制裁及禁運。然而此刻在對作戰後勤最重要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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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卻可不受阻礙由陸上直接獲得俄國支援，對維持戰力有實質重大

助益。簡言之，中共採取與俄親善友好的策略，當然是為團結反美勢

力來抗衡反中勢力，而中俄合作將為中共在臺海戰爭時塑造有利態

勢，亦是其主要考慮因素之一。與此同時，根據媒體報導，北韓表示

日後也將參加俄國軍演，東北亞地區反美勢力再次強化合作關係，此

等情勢發展將不利於美軍介入臺海安全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