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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軍事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改選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習近平連

任主席，許其亮、張又俠任副主席，魏鳳和、李作成、苗華、張

升民為委員；另魏鳳和任國防部長。 

中國大陸2018年國防預算11,069.51億元，增長8.1%。 

新一輪機構改革增設退役軍人部，首任部長孫紹騁，負責退役軍人

思想政治、管理保障等業務，並具維穩作用；另公安邊防、消防

、警衛等部隊不再列武警序列，原國家海洋局領導之海警隊伍及

相關職能轉隸武警，以理順武警領導管理和指揮體系。 

中共正擴編海軍陸戰隊規模，另計劃擴建5個陸戰旅，未來兵力或

達4萬人，為海外作戰做準備。 

電磁炮上艦試驗成功，惟面臨連續發射、精確瞄準、艦上無法容納

龐大電能所需空間難題。 

中共進行陸基中段反導試射，發射吉林1號、遙感30號、張衡1號、

北斗3號、陸地勘查衛星。另部署戰略步槍，生產8架空警-500、研

發紅箭-12反坦克導彈。 

中共遠海訓練編隊至印度洋遠訓，航母遼寧艦編隊於南海演習；另

第27批護航編隊訪摩洛哥，第29批護航編隊啟航，舉行金龍中柬

反恐演習。 

 

一、習近平當選國家中央軍委主席 

    中共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3月 17日選舉習近平為國家中央軍事委員

會主席（新華網，2018.3.17）。3月 18日選舉國家軍委副主席與委員，許其亮、張又俠當

選副主席，魏鳳和、李作成、苗華、張升民當選委員，與他們在中共中央軍委職

務與排序完全相同。3月 19日選舉中央軍委委員魏鳳和為國防部長（新華社，2018.3.19）。 

 

二、國防預算11,069.51億元增長8.1% 

    中國大陸財政部 3月 5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公布 2018年中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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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預算草案報告。根據該報告，2018 年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安排中，國防預

算計 11,069.51億元人民幣，增長 8.1%；增加國防費用主要用於加大武器裝備建設

投入、改善訓練條件、保障軍隊改革和官兵福利待遇需要，為實現中共新時代強

軍目標提供有力支撐（中國大陸國防部，2018.3.5）。人大新聞發言人張業遂 3月 4日在記者

會表示，從國防預算與 GDP、國家財政支出及人均數額的占比來看，中國大陸的

國防投入水平都低於世界主要國家（明報新聞網，2018.3.5）。 

 

三、公安邊防、消防、警衛部隊不再列武警序列 

    中共中央發布「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其中第六點「深化跨軍地改革」

將列武警部隊序列、國務院部門領導管理的現役力量全部退出武警，及將國家海

洋局領導管理的海警隊伍轉隸武警部隊，將武警部隊擔負民事屬性任務的黃金、

森林、水電部隊整體移交相關職能部門並改編為非現役專業隊伍，同時撤收武警

部隊海關執勤兵力，以理順武警部隊領導管理和指揮使用關係（新華網，2018.3.21）。目

前武警部隊內衛總隊、機動總隊和院校、科研機構、訓練機構調整改革任務已基

本完成（中國大陸國防部，2018.3.29）。 

 

四、增設退役軍人部安撫老兵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 3月 13日提交「全國人大」審議，新增退役軍人事務部。

中國大陸現有退役軍人約 5,700多萬人，並以每年幾 10萬速度遞增。退役軍人事

務部主要職責包括：擬定及實施退役軍人思想政治、管理保障等政策法規與工作，

褒揚彰顯退役軍人犧牲奉獻的精神風範和價值導向，軍隊轉業、復員、退休幹部、

退役士兵移交安置工作和自主擇業退役軍人服務管理、待遇保障工作，組織教育

培訓、優待撫恤等，烈士及退役軍人榮譽獎勵、軍人公墓維護以及紀念活動等（明

報新聞網，2018.3.14）。首任部長孫紹騁，1960年生，曾任民政部副部長、國土資源部黨

組書記兼副部長（明報新聞網，2018.3.20）。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指出，要組建退役軍人管理保障機構。其在 3 月 12

日人大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再次強調，組建退役軍人管理保障機

構對於為退役軍人服務、讓軍人成為社會尊崇職業具有重要意義（新華網，2018.3.12）。

退役軍人權益保障過去由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後勤保障部、民政部、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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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會保障部各管一塊，造成政出多頭、誰都不管局面。包括許多農村軍人退役

後沒人管，有些軍人退役後分配進入企業，後來企業破產他們變成下崗工人，政

府部門又無法解決訴求，因此需要一個專門機構；設立這個機構並非完全是重視

軍人權利，最根本原因還是在於維穩（明報新聞網，2018.3.14）。 

 

五、擴編海軍陸戰隊規模 

    中共正擴編海軍陸戰隊規模，2017 年第 3 個陸戰旅出現在中國大陸北部，配

屬北海艦隊。另計劃擴建 5 個陸戰旅，包括 4 個陸戰旅和 1 個特戰旅。兵力規模

將從 2016年 1.2萬人增至 2020年代初期的 4萬人。為加速擴編速度，陸戰旅都是

由陸軍師換裝而成。從西方國家標準來看，中共海軍陸戰隊不是海軍陸戰隊，而

是精英部隊。中共陸戰隊訓練和裝備以突襲為主，不是對敵方海岸進行大規模登

陸作戰，後者是由陸軍兩棲作戰師執行。中共原有兩個陸戰旅分別於 1980年、1998

年成立，配屬南海艦隊。陸戰隊擴編與兩棲艦艇擴建顯示中共準備海外作戰，包

括南海與印度洋（Strategy Page, 2018.2.20）。 

    中共海軍陸戰隊近日舉行遠程和跨區實戰化訓練，上萬名官兵遠端立體機動

兩千多公里，3 月 12 日分別抵達滇北、濰北兩個方向某訓練基地，展開跨區實戰

化訓練。這是改革調整後，陸戰隊首次組織全建制、全系統、全要素遠端投送和

跨區實戰化訓練（新華網，2018.3.16）。 

 

六、電磁炮上艦試驗成功 

    根據中國大陸網站 1月 31日傳出照片顯示，停泊在武昌船塢的大型坦克登陸

艦海洋山號，艦艏雙管 37毫米艦炮被換成一座體積龐大艦炮，極可能是最新研製

電磁軌道炮。其炮塔顯得非常不協調，而從炮塔、炮管與周邊物體對比來看，該

炮口徑至少 203毫米（明報新聞網，2018.2.2）。媒體進一步報導指出，由於發射原理改變，

電磁炮需要巨大電能供給，因此需要裝在大型艦船，才能提供充沛電能（新華網，

2018.2.6）。 

    海軍專家佛德曼（Norman Friedman）表示，研發電磁炮面臨困難包括：（一）連續發

射能力。連續發射挑戰在於不僅艦上需要有強大電源，而且炮管需要承受這種極

速炮彈高壓與高溫壓力，涉及冶金問題。美國電磁炮原型只能連續發射 20 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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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炮彈，距離可快速發射數百發還有長路要走。（二）確保精確瞄準。運動中的艦

艇要如何連精確瞄準海上、陸上、空中目標，尤其是小型極速炮彈，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全球定位系統或許可彌補這項缺失，但戰時可能被干擾而不管用。而

且小型金屬炮彈極速貫穿無裝甲艦艇舷側，可能只造成小傷害。（三）在艦艇上找

到足夠空間容納支援電磁炮所需電能。設計可以滿足這些規格的電能，在空間不

大的艦艇上，遠比想像還要困難許多（Asia Times, 2018.3.20）。這些技術難題是中共必須

解決，外界不知其是否有所突破。 

 

七、武器裝備 

    中共 2 月 5 日在其境內進行 1 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試驗達到預期

目的，中共官方表示此次試驗是防禦性的，不針對任何國家（中國大陸國防部，2018.2.6）。

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1月 19日使用長征 11號運載火箭成功將吉林 1號視頻 07、08

星發射升空（新華網，2018.1.19）。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1月 25日使用長征 2號丙運載火箭，

成功將遙感 30 號 04 組衛星發射升空，這次發射同時搭載微納-1A 衛星。遙感 30

號 04組衛星採用多星組網模式，主要用於開展電磁環境探測及相關技術試驗（新華

網，2018.1.26）。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2月 2日使用長征 2號丁運載火箭將電磁監測試驗

衛星張衡 1號發射升空，此次任務搭載發射少年星 1號等 6顆微小衛星（新華網，2018.2.2）。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2月 12日使用長征 3號乙運載火箭（及遠征 1號上面級），成功發射第

5、6顆北斗 3號全球組網衛星（新華網，2018.2.12）。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3月 17日使用

長征 2號丁運載火箭，成功將陸地勘查衛星 4號發射升空（新華網，2018.3.17）。西昌衛

星發射中心 3月 30日使用長征 3號乙運載火箭（及遠征 1號上面級），以一箭雙星方式成

功發射第 30、31顆北斗導航衛星（新華網，2018.3.30）。 

    類似美國 SpaceX公司的北京星際榮耀空間科技有限公司，4月 5日在海南發

射首枚雙曲線 1 號 S 固體驗證火箭。這是一次亞軌道飛行，主要為後續入軌飛行

任務作各方面技術驗證工作（文匯網，2018.4.6）。 

    習近平 1 月 3 日視察中部戰區陸軍某師，曾試用一支戰略步槍。這種戰略步

槍即 QTS-11 單兵綜合作戰系統，該系統將 5.8mm 口徑自動步槍和 20mm 榴彈發

射器融合一起，能夠實現對 800 米以內目標的精確點殺傷和面殺傷，重量僅約 5

公斤。士兵還配套熱像儀、光電系統、激光測距儀、定位系統和數據鏈通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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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已部署陸軍 13 個集團軍的特戰旅、空中突擊旅及空軍空降旅（明報新聞網，

2018.1.22）。 

    中共再生產 8架空警-500預警機，連同先前兩架共 10架。空警-500以運-9為

載臺，機上背著不旋轉圓盤型雷達，內裝 3個主動電子掃描陣列雷達（active electronically 

scanned array, AESA）。能管制 60架飛機，管制範圍470公里，預料將取代稍早的空警-200。

空警-200以運-8為載臺，背著平衡木型 AESA，共生產 11架。中共出口巴基斯坦

4架外銷型空警-500（ZDK-03），以運-8為載臺，使用圓盤型雷達。但因載臺較小，一

般相信雷達是空警-200衍生型（Strategy Page, 2018.2.15）。2017年底疑似改進型轟-6在南

海出現，該機被證實為原有轟-6G機翼掛載兩具電子反制艙莢，轟-6G主要為巡航

導彈提供瞄準信息。這種電子反制艙莢也出現在殲-16，作為壓制敵人防空電戰機，

稱為殲-16D（Strategy Page, 2018.2.2）。 

    99A 主戰坦克是中共首輛信息化坦克，同時研製一種複合彈芯，能貫穿世界

最先進坦克（中央社，2018.3.16）。中共研製紅箭-12反坦克導彈，可從上面坦克攻擊，射

程約 4公里，類似美國標槍反坦克導彈（National Interest, 2018.2.2）。 

 

八、演習訓練 

    南海艦隊遠海訓練編隊圓滿完成遠海訓練任務，2 月 25 日返回湛江。編隊由

導彈驅逐艦長沙艦、導彈護衛艦衡陽艦、兩棲船塢登陸艦井岡山艦、綜合補給艦

駱馬湖艦等組成，2月初分別從三亞、湛江兩地起航，在南海、東印度洋、西太平

洋等海域進行遠海訓練，歷時 25天，總航程 8千海里。編隊採取緊貼實戰臨機拉

動、多課題連貫實施、背靠背自主對抗等方式，先後完成區域聯合防空、海上聯

合維權、海空協同突擊、近距反擊、對陸縱深打擊等 20餘項課目（中國大陸國防部，2018.2.26）。

遠海訓練編隊前往印度洋，意圖阻止印度干預馬爾地夫（Maldives）憲政危機。但印度

在印度洋舉行軍演，導致中共艦隊折返。中共艦艇從巽他海峽（Sunda Strait）進入印度

洋東部，從龍目海峽（Lombok Strait）離開（中央社，2018.3.10）。 

    航母遼寧艦編隊 4月 5日在海南島附近海域舉行 6天演習。Planet Labs公司 3

月 26 日拍攝衛星圖像顯示，包括遼寧艦的 40 艘中共艦艇，在南海海南島附近海

域編隊航行。空軍神威大隊所在師近日出動 12 架轟 6K轟炸機，從陝西關中腹地

遠程機動某區域展開實戰化訓練（明報新聞網，2018.3.28）。遼寧艦 3月 20日 20時進入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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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東北防空識別區，隔日 12時 30分脫離臺灣西南防空識別區向西南航行（蘋果日報，

2018.3.21）。美國航空母艦卡爾文森號（USS Carl Vision CVN-70）3月 5日訪問越南峴港（Da Nang）

5天，3月 11日在南海與日本海上自衛隊軍艦舉行多日聯合演習（Jiji Press, 2018.3.14）。

美軍導彈驅逐艦馬斯亭號（USS Mustin DDG-89）3月 23日執行自由航行行動，進入南海

美濟礁（Mischief）12 海里以內（Reuters, 2018.3.23）。遼寧艦南下演習，應與美軍艦艇連續

在南海活動有關。美國航母羅斯福號（USS Theodore Roosevelt CVN-71）4月 3日離開新加坡

前往南海（明報新聞網，2018.4.4）。 

    第 27批護航編隊 1月 24日抵達摩洛哥（Morocco）卡薩布蘭卡港（Casablanca）訪問 5

天。這是最後一站，訪問結束後即返航（新華網，2018.1.26）。由濱州艦、徐州艦、千島

湖艦組成海軍第 29批護航編隊，4月 4日從舟山軍港啟航，赴亞丁灣接替第 28批

護航編隊（新華網，2018.4.5）。 

    金龍-2018 中柬兩軍反恐聯合訓練暨人道主義救援出征儀式 3 月 12 日在昆明

舉行。雙方參訓兵力共 496人，陸方參訓兵力由陸軍第 75集團軍 216名官兵組成；

參訓裝備有步戰車、旋翼無人偵察機、運輸直升機等裝備 40餘臺部。海上運輸梯

隊將航行 6 天抵達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空中輸送梯隊 3 架直升機將飛經寮國、泰

國抵達柬埔寨金邊機場；演習於 3月 15-31日在柬磅士卑省舉行（新華網，2018.3.14）。 

 

 

（歐錫富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