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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共近期軍演概況觀察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戰略研究所副教授沈明室主稿 

 

 習近平發布開訓動員令，加強黨對軍訓工作領導，突顯習對軍隊

指揮。另中央軍委印發「聯合作戰綱要」，不同軍種的聯合演習

將成常態。 

 解放軍年來演習旨在強化各戰區與集團軍作戰能力，順帶製造威

懾和嚇阻政治效應；未來觀察重點包括山東號是否繞至臺灣東部

海域或西太平洋演訓、抑或聯合遼寧號舉行雙航母演練，陸軍是

否舉行跨戰區對抗演練，或提升為集團軍層級的戰役對抗演習。 

 

(一)演訓主軸 

    從今年初以來，在習近平的訓練動員下，解放軍展開一連串的軍

事訓練，包含五大軍種、武警及五大戰區的部隊，分別舉行訓練動員

集會，展開年度訓練工作。事實上，從習近平上任中央軍委主席以來，

每年 1月中央軍委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發佈訓練大綱內容，以及開啟訓

練動員的命令，各軍種、戰區及部隊在公布訓練命令後，亦會應訓在

各戰區主要部隊舉行訓練動員，開啟年度部隊訓練，呼應中央軍委在

訓練大綱會議的要求。 

    特別是習近平在 2021 年的開訓動員令強調，全軍要堅持以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貫徹

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貫徹中央軍委軍事訓練會議精神，加強黨對軍

事訓練工作的領導，聚焦備戰打仗，深入推進軍事訓練轉型，構建新

型軍事訓練體系，全面提高訓練實戰化水平和打贏能力。目的在突顯

習近平對軍隊的指揮，確實依照習的戰略方針，強化作戰準備。 

    中共另強調今年訓練要深化「實戰實訓、聯戰聯訓、科技強訓、

依法治訓」，反映出過去解放軍訓練不能切合實戰要求、聯合作戰程

度不佳、沿襲舊方法訓練以及不遵守訓練紀律等缺點。例如，以中共

在今年初公布的「聯合作戰綱要」（簡稱「綱要」）來看，過去中共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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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主要的表現在戰役層次的訓練，在陸海空軍全面改編合成旅級的部

隊後，聯合作戰部隊編成與指揮，在不同作戰想定與階段如何作戰，

都需要更明確的指揮程序及要領。中共修改「綱要」的目的就是依據

新的部隊編裝、可能作戰景況與環境、敵軍能力特點，進行調整與修

正。尤其在指揮管制、部隊運動、聯合特遣部隊編組、不同型態聯合

作戰任務（陸海空天、陸空、陸海、海空）都要加以律定，並且在熟練之後，

才能發揮聯合作戰的效果。 

 

(二)各軍種演訓情形 

    除了「綱要」內容的調整，最重要的是透過部隊訓練，落實與驗

證聯合作戰的效能。以年來公布的演習而言，主要是各戰區集團軍或

武警總隊象徵性訓練，意即部隊的基本訓練，著重在單位基本能力的

提升與強化，跨軍種、跨戰區的大型訓練尚未發現。惟 3月起陸續在

南海、渤海及東海的聯合訓練，強調有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

戰略支援部隊等參與，由綜合登陸艦五指山艦、驅逐艦銀川艦等組成

的遠海訓練編隊，艦艇進行主砲對海射擊、防空反飛彈等多課目實彈

射擊演練。 

    另外，海軍陸戰隊於空軍戰機掩護下，在西沙中建島舉行搶灘登

陸訓練，搭氣墊船及坦克進攻，摧毀敵方工事。這些課目演練較像是

艦隊或海軍陸戰隊對自己的任務與行動能力的驗證，非針對某一區域

衝突的想定。五指山號及銀川號都屬於南海艦隊，並未遠程航行至其

他戰區海域，或由其他艦隊的軍艦航行至雷州半島進行遠程航訓。 

    空軍比較特殊，除了在其戰區內進行飛行訓練外，從去年以來對

於海峽中線、臺灣防空識別區西南空域的襲擾持續不斷。由東部戰

區、南部戰區空軍藉例行飛行訓練，破壞臺灣防空識別區的合法性與

正當性，疲憊及麻痺臺灣空軍戰力亦為其主要目的。更證明現階段仍

是各戰區、各集團軍的駐地訓練，多數選擇在駐地的訓練場地實施。

這種訓練規模及方式很難說是針對臺灣或美國的大規模演習，只能說

中共解放軍以例行軍演強化各戰區與集團軍本身的作戰能力，延伸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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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威懾或嚇阻的政治效應，並非針對某一區域情勢升高，可能爆發戰

爭的臨戰訓練。 

    最後的例子是東部戰區位於福建的解放軍第 73 集團軍，近期出

動兩棲重型合成旅，在福建閩南山區進行演習，考核官兵跨晝夜作戰

能力。這應是合成旅本身的駐地訓練，看不出有對抗部隊。另位於浙

江第 72 集團軍某中型旅進行夜間對抗演練，強調該旅裝步九連官兵

發揮新型單兵夜視器材的技術優勢，隱蔽機動，對敵重要目標實施精

準打擊。從這些描述可以看出可能只是合成旅的兩個營或連的夜間對

抗演練，仍著重在部隊本身專業能力的提升。 

 

(三)結語 

    根據中共解放軍「綱要」規範，今後不同軍種間聯合演習將常態

化。相較過去只注重單一軍種作戰，很難在統一的指揮體系與數據鏈

之下協調完成任務。隨著解放軍資訊化程度的提高，聯合作戰能力已

經大為提高。但是一些相配套的法令與準則，必須依照部隊編組改變

與資訊科技融入而調整。這也就是為何陸媒會說「綱要」著眼建構聯

合作戰法規體系，建立基本概念，確立基本制度，明確基本權責，從

制度面回答未來打什麼仗、怎麼打仗的重大問題。如果依照解放軍說

法，修訂「綱要」有如此重要的意義，那很難想像過去中共聯合作戰

的準則與依據，到底是如何形成。 

    觀察解放軍今年訓練及演習的重點有下列幾項：首先，已經移訓

到南海艦隊的山東號，會否舉行航空母艦戰鬥群的遠航訓練，是否繞

越至臺灣東部海域或西太平洋進行航訓，或者聯合遼寧號舉行雙航母

的作戰演練；在陸軍方面，解放軍是否會如 2015、2016 年舉行合成

旅級對抗演練，甚至是在內蒙古朱日和基地的對抗演練，或是跨戰區

對抗演練，抑或進一步舉行集團軍層級的戰役對抗演習。上述這些海

上及地上的演習，有無配合空軍戰機及轟炸機、火箭軍彈道飛彈、戰

略支援部隊的電子對抗旅，進行完整的聯合作戰演練。 

    習近平曾經批評解放軍有「五個不會」、「兩個能力不夠」、「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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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適應」、「三個能不能」、「兩個差距很大」，對共軍表達不滿。但

是除了針對部隊與人事派系整頓之外，如何建構一個可長可久制度，

規範共軍未來作戰訓練制度非常重要。過去共軍最大問題在於人事升

遷毫無章法，除了賣官問題之外，基層部隊升遷掌握在政工手上，較

偏重政治表現與忠誠，具專業能力者亦必須要在政治上求表現，才能

獲得青睞。在發布訓練動員令後，許多部隊發布遵守習近平訓練指

示，強化部隊實戰化訓練的新聞，某種程度仍在「講政治」，而非尋

求軍事專業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