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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期解放軍演習及將領調動之觀察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林穎佑主稿 

 

近期共軍演習目的除威懾臺灣外，更需對內部民意交待，而利用空

中武力與新聞發佈是最好的「文攻武嚇」。 

南海的水下戰場經營，關係共軍是否擁有二次核打擊的實力。 

共軍人事的變化也代表領導人對於軍隊的控制力度，未來需注意

「二十大」前夕將領異動。 

 

自 2020 年開始之時，全球都遭受到肺炎疫情的衝擊，造成經濟

與國際交流之間的停滯，但各國在外交經濟上的角力卻從未停止，特

別是美中在南海的較勁，更隨著美國大選時日的逼進而逐漸升溫。也

有外媒在 5月時披露共軍可能會在 8月進行模擬進攻東沙島的演習，

引起許多討論；且美軍也多次的利用 P-8反潛機以及 RC-135電偵機

刺探中國大陸在南海的佈署，這些事件都讓美中軍事衝突成為當前國

際熱門話題。 

（一）共軍軍演的目的 

事實上，歷年的夏季都是共軍軍演的高峰期，特別是在涉及到海

空聯合演訓的科目，自然是需要天候的配合。且從政治上的解讀，自

2019 年開始，中國大陸便面對了許多天災人禍（美中貿易戰、香港問題、非

洲豬瘟、新冠疫情、長江水災），這些都會讓中國大陸民眾質疑北京的執政能

力。且在此時，美國在中國大陸海岸附近的飛行、美國衛生部長訪臺、

以及我國多次出現在國際媒體，這些都是北京政府所不樂見之事。若

北京政府無對此有所反應，是否會造成反對勢力對習近平的質疑與中

國大陸民眾對政府的不滿？這些都是北京政府必須要對美臺密切互

動進行反應的原因。除了自身的訓練外，也需要透過軍事行動來對中

國大陸民眾「交代」，更能證明在 2016年以來一直推動的軍事改革是

成功有效的措施。 

因此，從上述的角度來看，如何有效且快速的回應國際事件，便

是中共在這段時間演訓中希望能達到的效果。但軍事演習並非能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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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籌劃，許多的軍演雖然都在年度例行計畫之中，但是能否即時回

應國際時事？便是問題。這也導致，中共大多會採用空中武力作為傳

達訊息的工具，畢竟戰機的飛行路線是有可能在短時間內部署行動，

可作為立即表態的工具。此外，許多已經正在進行的年度例行演習（如

在舟山群島、南海的軍演）其最初演練目的雖不是在對當前事件反應，

但在事件發生當下，中共開始利用發布新聞的機會，將這些演習口頭

包裝成為針對臺海的軍事行動。這可能就是 8月 13日解放軍東部戰

區發言人張春暉在媒體發布近日演習的目的。 

（二）四海聯動 

雖說如此，但從軍事上的角度來看，這些演訓的背後是有可能有

共軍對臺作戰的想定，特別是近期共軍的演習都包含了北部、中部、

東部、南部四個戰區，這代表中共也了解在可能的對臺作戰中，不會

只有東部戰區的兵力，南部戰區在南海必須要作到拒止美軍的目標，

並同時封鎖臺灣；而北部戰區的海空兵力也會投入封鎖與拒止駐紮在

日本的美軍行動，特別是中共海軍的航空母艦都在北部戰區，在進行

臺海作戰時，勢必會投入戰場，形成四海聯動（黃海、東海、臺海、南海）

的戰略，而共軍航艦也必然會是各國海軍的攻擊目標，這些都代表戰

火不會只有在臺海。 

（三）南海的水下戰場經營 

日前美國公佈的衛星照片中明確的指出中共海軍在南海的地下

潛艦基地，這也是目前美軍積極派出 P-8反潛機與 RC-135電偵機在

南海飛行的目的，其目的就是在對共軍南部戰區的雷達與電偵系統進

行偵搜，而反潛機與美國多次在南海派出的海洋偵測船都是為了要能

掌握南海的水文資料（海偵船使用拖曳式感應監視聽音系統被動及主動低頻聲納陣列收

集水下聲學資料，並透過電子設備處理數據提供未來反潛作戰），經營南海水下戰場，

以利未來的南海水下作戰。共軍在南海的核子潛艦基地會引起美軍的

注意主要與「二次核打擊」有關。過去共軍核子彈道飛彈潛艦基地位

於北海艦隊的渤海，但美韓聯軍在黃海的演習，基本上完全封鎖了共

軍核子彈道飛彈潛艦進入太平洋的可能，自然無法發揮二次核打擊的

作用。相較之下，南海海象較為複雜且中共已經在該處擁有許多島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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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基地，核子彈道飛彈潛艦進入太平洋的機會較北海艦隊來的大。

對美國而言，印太國家的安危可能尚有協商空間，但美國本土所面臨

的核子威脅卻是不容妥協的存亡問題。這些都是當前美中在南海行動

的目的，為的就是能有效經營水下戰場取得先機。 

而在美國海軍學院 8月的《議事錄》雜誌期刊（Proceedings）中，

由美國前中情局官員與退役上將的文章中指出共軍可能在 2021 年利

用美國總統大選後的時間發動對臺攻擊，也引起許多的討論。文中提

醒美軍未來可能發生的衝突，也在說明共軍是有可能發動突擊戰術。

但就對臺作戰而言，冬季並不適合跨海作戰，最大的原因在於強大的

東北季風會限制作戰的環境，該文最大意義應該在於「警示」。這也

說明了「忘戰必危」的重要性，雖然當前的共軍演習，主要目的在於

訓練與驗證共軍自身的實力，但也透過軍演作為安撫中國大陸民眾以

及對外表態的工具。只是這些狼來了的方式，若讓民眾習以為常反而

失去戒心，等到真的狀況發生，便喪失了作戰的彈性。這些都是在面

對共軍文攻武嚇下，我國必須注意的狀況。 

（四）2020年中的共軍人事變化 

而在 2020年的 8月 1日將領晉升名單中，出乎意料的只有一位

上將，原後勤保障部隊政委徐忠波晉升上將，也披露任職火箭軍政委

的新聞，這也證實了原火箭軍政委王家勝的退役。徐忠波從士兵開始

其軍旅生涯，早期多半在陸軍歷練，擔任過 54集團軍政委，2016年

2月，升任西部戰區陸軍政治委員。2017年 10月當選中共十九屆中

央候補委員。2017年 12月，任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政委。2020年

7月，任火箭軍政委。從這些資歷來看，其有許多軍種經歷，未來是

否有機會可以擔任共軍政治工作部主任，可再持續觀察。而在 2020

年年中只有晉升一名上將的最大原因，應與 2019 年年底的晉升有

關。2019 年晉升大批上將，也讓可能名單減少，甚至就未來發展而

言，習近平有可能會將大批將領的晉升集中於年底，甚至會集中在明

年，除了藉此吸引有可能出現的將領力求表現以及效忠之外，更重要

的是在 2022下半年的「二十大」（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取消

任期制後的中國共產黨是否依然會由習近平擔任三項職務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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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其有可能類似胡錦濤的「裸退」（幹部退休後

不再擔任官方、半官方或群眾組織中的任何職務）？或是會像江澤民一樣繼續掌握

軍委會，並趁機培植年輕將官以利未來繼續貫徹槍桿子出政權？都可

以從未來的共軍人事變化中再進一步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