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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習近平上任後，反腐一直都是其執政的重心，從薄熙來、周永康一

直到共軍高層，不斷有人中箭落馬。甚至是現任在職，直接在任內被帶走。

事實上，共軍的反貪腐行動從未間斷，從胡錦濤時期開始，就不斷有消息傳

出，如 2005年遭到雙規的王守業、2012年谷俊山，類似的案例都一直層出

不窮。這也是外界在評估共軍戰力時，會對其能力始終抱持懷疑之處，畢竟

若是一國軍隊其非專注在作戰與訓練之上，而是整天只想著鑽營關係與經營

副業，甚至是否能晉升居然不是論其領導能力與演訓表現，卻是取決於該

位軍官與高層的私人關係，以及是否有送禮與「進貢」。在此般的晉升途徑

下所出現的高級軍官，自然在軍事素養上有所欠缺，且在其為升官而付出大

筆資金，便會在晉升後無所不用其極的找尋生財之道，又將貪腐系統延續下

去，讓軍隊無法形成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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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貪腐體系與戰力的關係

即便到習近平時期，與地方勾結的龐大貪腐集團，除與軍方的正常生意

外，更經常利用軍方的資源進行私人企業的買賣，其盤根錯節的關係，已深

根於共軍的系統之中。因此，中共過去所進行的打貪行動，外界都質疑只是

冰山一角，真正的貪腐高層仍然安全的隱身幕後，實際貪污的程度與金額可

能遠高於當前所披露的部分，中共黨政軍系統都可能存在貪腐的問題，甚至

是在中國大陸（下稱：大陸）國家機關中經常出現的標語：「為人民服務」，

經常被外媒戲稱為「為人民幣服務」，可見其影響程度與貪腐規模的龐大。

雖說如此，但在習近平進入到第 3任期時，居然還是出現大規模的反腐

行動，除之前的房峰輝、張陽到近期的劉亞洲，都一再的說明即便是當年媒

體所說的未來之星，也不代表日後能安全下莊，很有可能成為反貪權力鬥爭

中的犧牲品。這也讓外界對於習近平對軍隊掌握上有個更多的疑問。固然權

力的穩固沒有問題（畢竟可以多次輕易地換將），但換將的背後是否也凸顯

新人專業性的問題？或是在高層人事異動頻繁之時，是否軍心浮動會衍生出

更多內部問題？這也可能是為何習近平多次在媒體上重申「聽黨指揮、能打

勝仗、作風優良」的原因。

參、當前共軍的戰力問題：貪腐

2022年對軍事研究而言，最大的議題應在於俄烏戰爭的經驗與教訓。

事實上值得注意的是，俄軍在經過 90年代的兩次車臣戰爭後，以及在敘利

亞戰爭中的表現都讓外界感到經過軍改後的俄軍實力不一定能與蘇聯時代一

樣強盛，但依然是具有一定作戰能力的勁旅。殊不知在 2022年的俄烏戰爭

中，俄軍的表現卻無法與上述的軍事行動相比，甚至不少研究報告中都有指

出，俄軍的表現有相當大的改進空間。這些都讓人不禁開始思考過去俄軍的

軍改是否出現問題？在烏克蘭中的俄軍與過去的軍事行動之間相較出現了哪

些問題？都是外界相當感興趣之處。特別是對共軍而言，無論在裝備、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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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戰術戰法上都與俄軍有相當的關連，此次俄烏戰爭自然也是共軍觀察的重

點，並嘗試從中學習並做為精進未來作戰的經驗。

事實上，在俄烏戰爭中，俄軍戰場上表現不佳，並不是在戰略、戰術、

戰技、戰法不如人，最大問題應出在於俄軍國防體系的貪腐，造成油彈補給

不到位、裝備偷工減料讓俄軍無法在戰場上有效發揮。相信這些經驗都讓中

共有所警惕。也因此在去（2022）年針對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

後的對臺 6區軍演中，共軍在 8月 4日開始演習時，先發射東風飛彈展開序

幕，當天根據我國媒體報導共有東風 11、東風 15、東風 16各型飛彈共 11

枚發射至我國南方、東北方以及最受注目的東方海域。而大陸官方媒體所

公布的資訊呈現有 16枚飛彈發射。而在之後日本公布的資料中呈現有 9枚

飛彈發射。這自然引起極大的討論，到底這個數目上的落差為何？首先在飛

彈數目上，臺日之間的差距有可能是因我國樂山雷達與日本自衛隊的陸基神

盾系統之間的觀測基準與方位不一樣的緣故，而大陸官方媒體所稱的 16枚

飛彈與其他各界所公布不符，最大的可能就是大陸的新聞公布時是配合原先

的紙上計畫，但在火箭軍發射時可能因為彈體老舊，或是發射時所出現的意

外，導致彈道飛彈無法順利發射，或是在導引上可能有問題而無法飛到預定

目標。這都是在現實戰場上可能出現的「戰場摩擦」，也可以是觀察共軍裝

備妥善率的指標，更是外界推估共軍戰力的可能因素。

這是否也凸顯火箭軍裝備的問題，或是背後有其他的貪腐問題導致戰力

不如高層預期？這些都有可能導致共軍高層開始對內部進行調查，在經過近

一年的調查報告後，開始對有關人員進行調查與懲處。這些具體的人事調動

都在今（2023）年中逐漸看到。

肆、火箭軍高層變化

每年 8月 1日都是共軍晉升上將之時，在 2023年 7月 31日大陸官媒

披露新任火箭軍司令員、政治委員分別由王厚斌、徐西盛接任，並在當日



33

從火箭軍高層人事異動看共軍戰力 時　　評

晉升為上將。需注意的是無論是王厚斌或是徐西盛，兩人都不是火箭軍出

身，也沒有在過去的二砲體系歷練過的經驗，這次意外的人事調動是否也

間接證實過去這段時間火箭軍的傳聞？無論如何這都代表原火箭軍司令與

政委遭到去職。

除原火箭軍司令李玉超以及火箭軍副司令員劉光斌、中共中央軍委聯

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張振中（前火箭軍副司令員），都已離職，可能都與貪腐

有關。另一名火箭軍前副司令員吳國華媒體稱在 7月「因病醫治無效」在北

京逝世，有媒體認為其為被輕生，這都讓外界對此事件更加關注。畢竟號稱

「核常兼備、全域懾戰」的火箭軍其擁有的核子武器更是做為核子威懾的

「大國重器」，而各型中短程彈道飛彈也是對我國以及印太國家甚至美軍前

進基地的重要威脅，如此講求專業性質的科技軍種，居然由從未在火箭軍歷

練過的海軍軍官出任司令員：一樣具有指揮權的政治委員，也是由長期在空

軍單位服務的政委轉任，一樣與火箭軍沒有太多互動。讓這次的人事調動又

有更多的想像空間。

在新任的火箭軍高層中出乎意料的是，新任火箭軍司令員王厚斌為海軍

黨委常委，曾任總參謀部辦公廳綜合研究室主任、東海艦隊副參謀長兼舟山

基地副司令員，2018年升任正軍級海軍副參謀長，並在同年出任副戰區級海

軍副司令，於 2019年 12月晉升中將。從資歷看，王厚斌有在中央單位歷練

的機會，也有在東海與南海服務過，但缺乏在實戰部隊的指揮經歷。需注意

的是其過去應該是在水面艦服務，不會有接觸核子武器與核子潛艦的機會，

這次能出任要職應該是與其在黨的表現有關。這也凸顯出當前火箭軍高層可

能有嚴重的內部紀律問題，讓習近平必須借由其他軍種將領同時深受習近平

信任的將領來進行穩定或重整的任務。

類似的模式也可能是徐西盛能出線的主因。其過去在福州指揮所擔任過

要職，這裡也是前空軍司令員丁來杭以及前副軍委主席許其亮的老單位，丁

來杭 90年代時在福建空 24師擔任團長時，許其亮就是駐紮在福州的空軍第

8軍軍長，時任福建省福州市委書記、福州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的正是習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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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這層關係可能正是徐西盛這次出任的關鍵。

有觀察認為這些人事調動是為了統一陸海空三軍的核子武力，期望走向

如美國一樣的核子武器管理體系。但在過去核子武器對共軍而言是直接掌握

在中央軍委會中的重要武器，對於核子武器的管控上，與其讓火箭軍統整，

不如讓各軍種都可以擁有核子武器，達到權力分散的目的。同樣在傳統的彈

道飛彈的軍事使用上，若是回歸到「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原

則，可以知道火箭軍司令與政委的工作不會是在作戰指揮上，而是在內部管

理與裝備研發。特別是對於集權國家而言，適當利用各軍種之間的競爭與牽

制，可能也是權力平衡的模式。對火箭軍而言，是高度專業軍種，許多火箭

軍的基地裝備與戰具研發，不會是過去總後勤部或是軍改後的後勤保障部與

聯勤保障部隊可以干涉的。2016年軍改後，火箭軍從過去二炮部隊升格成為

火箭軍，伴隨而來的基地擴建與組織膨脹，都給予火箭軍這一個軍種有許多

新的貪腐契機。這些都可能是導致日後進行整肅的原因。讓習近平只能從其

他軍種調任其他能得到習近平信任的將領，來對火箭軍內部進行整頓。但需

要高度專業的火箭軍且是臨時轉調來的其他軍種將領可以勝任？這是否又會

讓共軍又回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先求紅再求專」的老路上，這對戰力有如何

的影響？這都需要再觀察。

有分析認為，這些人事變化會牽連到當前國防部長李尚福，但機率應

不大。從資歷上觀察，李尚福能持續在仕途上發展應與現任軍委副主席張又

俠有關，兩人過去在總裝備部共事（張又俠曾擔任總裝備部與軍改後的裝備

發展部部長）。對於習慣傳統陸軍作戰，且在科技發展較為陌生的張又俠而

言，要擔任負責航天科技發展重任的總裝備部難免有些吃力，因此非常需要

具有科技背景的李尚福協助。如今在現代化作戰上，北斗衛星應用與太空航

天的相關事務絕對會是共軍在戰場上的致勝關鍵，擁有前述科技背景知識的

李尚福在本職學能上，能補足其他軍委會將領的不足。除此之外，李尚福的

父親李紹珠在國共內戰期間，他在西北野戰軍中擔任團長，西北野戰軍其後

又改名叫第 1野戰軍，司令兼政委彭德懷，副司令員張宗遜、副政治委員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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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勛。因此，從太子軍的角度來看，李尚福也是一野的子弟兵，在這些關係

之下，未來的反腐行動應該不至於會牽連至李尚福。

伍、結語

理論上在中共 20大後，習近平應該是對中共人事有更完全的掌握，但

近期卻可以看到共軍高層依然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況。無論是私德問題、洩漏

機密甚至是貪腐都有將領中箭落馬的新聞。這也凸顯縱然在軍改後習近平除

打貪外更進行多項改革，但到第 3任期卻又出現此種外行領導內行，「先求

紅才求專」的人事安排，讓共軍的實力更是讓人起疑？即便共軍在理論思

維、科技研發與組織調整後有大幅進步，但只求忠誠表態而忽略本質學能專

業的軍隊與行政團隊能否經歷實戰的考驗？這些都是疑問，畢竟戰爭還是人

在打的。

相較於中共 18大的中央軍委會是一個人事換代與權力平衡的結果、中

共 19大的中央軍委會則是對習近平軍改的再確認、中共 20大則是澈底呈

現習近平對於軍隊的掌控與願景。至於中共 20大的新任軍委會是否代表共

軍會有更多的軍事行動？仍然取決於習近平的決心，以及習近平是否信任共

軍的作戰能力？特別是在 2022年俄烏戰爭之後，俄羅斯並未能在短期內獲

勝。共軍在作戰概念上雖大多以美軍作為學習標竿，但共軍在裝備與組織體

系上仍然脫離不了與俄羅斯的關係。過去毛澤東曾說：「不打無把握的仗」，

2022年 8月、2023年 4月與 8月的對臺軍演，是否讓習近平對於共軍的作

戰能力有更多的信任？還是在軍演的過程中，暴露了共軍在後勤整備上的問

題？這些都會影響習近平的動武決心。

另一方面，在年初普遍認為對於大權在握的習近平而言，相對穩定的中

共內政局勢，是否會讓北京不需要將過多的注意力投注在外界，不必再藉由

對外的強硬態度來做為對內表態的工具，而是有可能會將目光聚焦回到大陸

內部的發展問題？值得觀察。但從 2023年的聯合利劍軍演以及在 2023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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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針對賴副總統出訪所進行的軍演，都可看出共軍的對外行動並無明顯的減

少，是否北京依然打算利用對外強硬的軍演來做為穩定軍隊的工具？畢竟在

高層軍方人事變化之時，透過操演來做為掌握軍權的作法是中共一直以來屢

試不爽的方法。

無論如何，對於中共 20大中央軍委會成員與新晉任上將而言，如同一

百多年前的袁世凱在建立新軍時，幾乎全部都為他的嫡系人馬，雖然這些被

委與重任的將領未必皆是棟樑之材，但對於當時的袁世凱以及現今的習近平

而言，最重要的是對自己的絕對效忠。聽「習」指揮，這絕對是雷打不動的

唯一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