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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解放軍協助防控疫情行動觀察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林穎佑主稿 

 

 解放軍參與防疫任務表現可觀察其軍事作戰後勤與衛勤能力。 

 當前解放軍後勤體系仍有問題，可能與軍改後仍需時間磨合有關。 

 軍改後省軍區在支援作戰與地方民兵管理上發揮樞紐的作用。 

 中共官方宣稱解放軍在協助防疫上展現高效率，但在出動時機、以

及疫情對解放軍戰力影響上，都還有觀察的空間。 

 

2019 年底，中國大陸遭遇了非傳統安全的強力威脅，此對中國

大陸的影響，已經涵蓋經濟、外交、人民安全甚至對中共最在意的人

民對政府的支持與信任也造成相當的影響。這些都是當前中共所顧慮

的面向。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對此危機時，解放軍所扮演的角色與抗

疫過程中的表現和運作，這些都與軍事作戰時的後勤能力息息相關，

特別是在戰場的緊急救傷與軍陣醫學的能力，都可以從此次解放軍參

與防控疫情的行動中，窺看其實力，進一步了解軍改後的解放軍在後

勤的變化與實力。 

 

（一）任務性質的差異 

在 2008 年的汶川地震後，中共對於出動解放軍協助地方救災，

已有相當的規範，無論在出動部隊、民兵調度、地方與軍隊的協定都

有透過法規制定出動的原則。特別是在調動解放軍的過程中，軍隊是

由中共中央軍委指揮，面對天災時，國務院的文官政府體系若不能有

效面對危機，何時下令軍隊出動？都是北京高層必須思考的問題，這

些雖在過去的應急處突任務中逐漸確定規範（以大軍區、省軍區作為與

地方政府互動支援的主體），但在此次危機中卻無法完全適用。 

有別於一般天災與其他應急處突任務，此次的疫情危機對解放軍

而言，能發揮作用的兵力實則有限。這並非解放軍的素質問題，而是

在面對疫病時最能發揮作用的是醫療衛勤、軍陣醫學系統、防化部隊，

其他非醫護專業人員頂多只能發揮後勤管理與運補的能力，與過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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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量從事第一線勞動人力的天災有相當大的差異，自然限制了解放

軍參與的角色。 

 

（二）軍改的衝擊 

軍改後對於解放軍的制度與條令都有大幅度的改變，後勤與地方

互動的條令是否跟得上軍改的腳步？便是值得觀察的角度。2015 年

底解放軍進行了極大幅度的改革，在這五年間解放軍的發展重點在於

如何避免出現戰力真空，特別是從七大軍區轉變成為五大戰區時，對

於解放軍的指揮體系進行了當大的衝擊，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與各

軍兵種之間的互動都需要透過實兵操演來磨合體系。雖在這數年間，

中共透過反覆的軍演來訓練官兵與磨合指管體系，但在後勤與醫療體

系上的運作，卻可能是忽略的一環。由於過去的總後勤部在軍地關係

互動、軍隊與地方的有償服務以及在後勤體系的軍民合作上，有許多

的灰色地帶，自然成為打貪的頭號目標，也是在軍改過程中所受到高

度關注的單位。中共雖期望透過組織改革打破過去貪腐系統所形成的

陋規，但在改組的同時也代表必須重新界定互動關係與運作體系，這

些都是軍改帶來的影響。 

軍改後，總後勤部改制為後勤保障部並調降級別（現為正戰區級別），

部長更不在中央軍委會的名單之中，且在 2016 年 9 月解放軍又成立

聯勤保障部隊（副戰區級）與陸、海、空、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並列

的新軍種，徹底改變了過去解放軍的後勤體系以及醫療系統。這些新

單位的關係與運作，依然需要時間整合。 

 

（三）軍改後的軍醫院管理 

在解放軍的醫療管理體系中，過去解放軍軍醫院是由中央軍委會

軍委委員級別的總後勤部來負責管理。但在軍改後新成立的軍委後勤

保障部不再有領導指揮權，雖然其對軍醫系統仍能做出政策規劃研究、

標準制定、檢查監督等功能，但實際的行政管理權卻在聯勤保障部隊

之中。故後勤保障部雖然依然有衛生局的設置，但真正能發揮作用的

各軍醫大學則轉成軍種總醫院，解放軍總醫院（俗稱軍總醫的 301 醫院）

則隸屬於聯勤保障部隊，除了整編其他軍醫院系統形成八大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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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更類似集團軍重定番號一樣，軍醫院單位都有重編的情形發生。

這是否與之前對於陸軍集團軍進行番號重編一樣：打破固有軍隊勢力，

特別是在軍醫院體系與藥商以及醫療器材產業所形成的「紅色巨塔」

中，貪腐的問題更為嚴重，自然也會是軍改欲打破的情形。 

 

（四）聯勤保障部隊的級別限制 

新成立的聯勤保障部隊是中央軍委直屬負責聯勤保障與戰略戰

役支援保障的主體力量。由位於武漢的聯勤保障基地帶領其下轄的聯

勤保障中心（東部戰區無錫、南部戰區桂林、西部戰區西寧、北部戰區瀋陽、

中部戰區鄭州）所組成。雖說位於武漢的聯勤保障部隊主基地設有各局

來分管過去總後勤部的各項業務，但其無法指揮隸屬於各軍種的所屬

醫院。畢竟相較於正戰區級別的各軍種司令，只有副戰區級別的聯勤

保障部隊很難動員各軍種的醫療體系。且其雖然為副戰區級別，理應

可以指揮只有正軍級的解放軍總醫院。位於北京的解放軍總醫院，雖

然只有正軍級，但其直接負責許多高層領導的身體健康，遠在武漢的

聯勤保障部隊是否也能有效指揮位於北京的總醫院自然就是問題。對

照此次疫情中解放軍的表現，也披露出了解放軍軍陣醫療體系在軍改

後的整合與指揮上可能仍有改進的地方。 

 

（五）省軍區的角色觀察 

除了軍陣醫療外，解放軍在此次抗疫過程中最重要的角色應在後

勤動員上，特別是民兵的支援。身為三大武裝力量之一的民兵在建立

初期，便接受國務院與中央軍委的雙重領導，由總參謀部主管；在中

共軍事的定位中，民兵是國家不脫離生產的群眾武裝組織，是解放軍

的助手與國家後備武裝力量，除了協助作戰之外，更需協助維護社會

秩序和搶險救災。人民武裝部為民兵的直接領導組織，接受各大軍區

底下的省軍區或軍分區所聯合指揮。軍改後的國防動員部，為直屬於

中央軍委的副大軍區級機構。 

軍改後的省軍區相較於過去的任務，已有調整。除動員民兵支援

小區封閉管理（地方維安）、物資配送與生產（物流與通路）外，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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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了物資跨省運輸的協調與籌畫工作。此外，省軍區是地方省委的

軍事機關，軍政主官同時兼任省級黨委常委（俗稱戎裝常委），並負責

該地的國防動員、徵兵、維穩救災等應急處突相關事宜，並負擔起與

中央國防動員部、戰區與省政府間的協調溝通事宜。這都是在此次解

放軍動員「戰疫」中可觀察的方向。 

 

（六）小結 

解放軍在這次戰疫中的表現也可作為觀察軍改後解放軍實力的

指標，特別是在方艙醫院與前線醫院的趕工，都可以作為解放軍在面

對戰場大量傷患時的緊急救助能力。而在後勤投送上，透過聯勤保障

部隊的運作也有仿效美軍在波斯灣戰爭後所實施後勤改革的樣貌，這

些指標都可作為觀察解放軍戰力的參考。而在面對疫情的威脅下，解

放軍是否也有因確診影響戰力的問題？從 2月起，戰機墜機、駐港部

隊的直昇機墜機、075兩棲攻擊艦的失火等，是否與疫情影響後勤整

備有關？這些都是需觀察的方向。 

此外，需注意的是，中共軍方雖在協助救災中展現相當的效率，

但在對照疫情的演變時，可以注意到何時出動軍方救災是一個關鍵的

問題。這固然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有關，但在防疫之初便出現了缺

乏軍方支援導致疫情逐漸失控的狀況，而在防疫期間也有出現各省市

之間的政策矛盾或對物資分配的問題。固然這些問題都隨著軍隊對救

災的主導而逐漸消失，但這是否也代表地方政府與中央之間在政策執

行上的落差？以及官僚體系在與北京高層的運作與互動上可能出現

問題？導致習近平只能信賴由自己主導的軍方體系？這些都會是中

共體制中的隱憂，值得持續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