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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提出「中國夢」，希望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同時，習近平強調「強國必先強軍」，
要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就必須堅持「富國」
與「強軍」，努力建設國防和強大軍隊。[1]很明顯地，「強軍夢」
是種「由上而下」提出的軍事主張，可能基於習近平想掌控軍隊的政治盤算，或是來自習近平為
中國軍隊擘劃未來藍圖的理性思考，當然也可能是習近平為了對外用兵預做的軍事準備。

習近平提出「強軍夢」
，解決了若干爭議，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強軍夢」的提出，解決了「
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熟輕孰重的可能辯論。習近平在追求「中國夢」的
同時，主張中國必須「
正確把握和
處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
設的關係，使兩者協調發展、平衡發展、相容
發展」，等於是為「經濟」和「軍事」的並行發展做出定調。

但「強軍夢」也
帶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特別是中國軍隊到底強不強？照理來說，中國軍隊應該是「還不強」
或是「不夠強」，才需要大張旗鼓地推動所謂「強軍夢」？而造成現在軍隊「還不強」或「不夠
強」的原因是什麼？假如不能解決這些長期存在的問題，「強軍夢」恐怕淪為一個華麗的口號。
本文要討論的是中國追求「強軍夢」所面臨的障礙，而這些障礙能否順利清除將會直接關係到「
強軍夢」的未來。

  

軍隊是否聽從文人領導人指揮？

「黨指揮軍」是中國共產黨治理軍隊的基本法則，很多人可能認為這是個不用討論的問題。但習
近平推動「強軍夢」
的同時，提出治軍原則的第一要務就是軍隊要「聽黨指揮」。
習近平在闡述治軍理念時，強調軍隊要「
對黨絕對忠誠，堅決聽從指揮，確保政令軍令暢通，確保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策指示有效貫徹
落實」。[2]

習近平要求軍隊必須「聽黨指揮」
，代表現在的軍隊可能還不太聽指揮。從中國共產黨的權力運作機制來看，軍隊理應服從黨的領
導；但問題是文人領導人通常不熟悉軍事事務，因此由文人領導人指派的軍事將領常能把持軍務
、自成派閥，甚至不把文人領導人放在眼裡，結果出現文人領導人或黨的上令無法下達，或是出
現陽奉陰違的形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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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前領導人胡錦濤在位期間，傳出軍權遭前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等將領架空的情
形。習近平瞭解接掌黨機器不等於完全掌控軍隊，因此透過反腐行動，將徐才厚、郭伯雄等人開
除黨籍查辦，試圖重建文人領導人的威望。今(2015)年7
月，習近平在徐才厚任職過的第16
集團軍發表講話，痛斥徐才厚的貪腐行
為，認為徐才厚案「
對部隊建設的損害是全面的、深層次的」、「要
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作風上徹底肅清徐才厚案件的影響」。[3]

習近平對軍隊的公開講話中，一再強調「
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
下，都要牢牢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
本原則和制度」。根據《人民日報》在2015年7月6日的報導，自2013
年以來解放軍已有200
多名中校以上的軍官因貪腐問題遭到懲處，其中大部分涉及習近平對徐才厚、郭伯雄等人勢力的
掃蕩。

然而，問題是習近平主導的反腐行動到底能夠持續多久？就算習近平能在任內透過反腐剷除軍中
派閥，下一個接班的文人領導人能否壓得住陣腳？而在習近平掃除徐才厚、郭伯雄等人的勢力後
，難道軍中就不會有新派閥的出現？

事實上，在習近平主政
下，解放軍的「南京軍區幫」已經開始浮上檯
面。
習近平本人曾在福建、浙江、上海等地任職，因此和南京軍區頗有往來。至於其他軍區，例如瀋
陽軍區因為是徐才厚的根據地，蘭州軍區則和郭伯雄關係密切，較難獲得習近平的充分信任，這
讓南京軍區的將領開始受到習近平重用。習近平一手拔擢的南京軍區司令員蔡英挺，多次公開闡
述習近平的治軍理念，被外界視為解放軍明日之星，未來有可能接任總參謀長、進入中央軍委會
。另外，南京
軍區參謀長楊暉，也被視為
解放軍的後起之秀，他跟蔡英挺都出身第31
集團軍，隸屬另一位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的派系。

未來習近平的嫡系將領很可能成為解放軍當紅派閥，弔詭的是，習近平眼前想剷除的徐才厚、郭
伯雄等人，當年不也是前領導人江澤民一手提拔的愛將，如今卻成了習近平眼中「以黨領軍」的
障礙。同樣的歷史未來也可能重演，一旦「習系」將領在軍中形成新勢力，在習近平卸任後，誰
能保證他們不會成為下一任文人領導人「以黨領軍」的新路障？

解放軍到底能不能打仗？

習近平治軍理念的第二個重點，在於軍隊「能打勝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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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提出這樣的建軍要求，可從兩個角度來解讀：

第一、中國未來有可能打仗，也就是習近平不排除對外動武的可能性，而為了捍衛國家核心利益
，中國必須整軍經武，應對各種可能的突發狀況。

第二、習近平對解放軍是否能打仗，似乎不太有信心。對一個文人領導人來講，最怕的就是想對
外動武、捍衛國家利益，結果卻打了個大敗仗，到時候勢必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帶來重創。

因此，習近平上台後很重視對軍隊的精神動員，
一方面強調中國已是崛起的大國，需要擁有相對應的軍事力量，才能符合中國應有的國際地位、
確保中國的全球利益；另一方面則不斷提醒中國外在安全環境正出現重大變化，解放軍加強演訓
，因應實戰的需要。今年7月3
日，被外界視為「習系」將領的南京
軍區司令員蔡英挺，在《人民日報》
撰文指出：「當前我國周邊領土主權爭端、大國地緣競爭、民族宗教矛盾凸顯，周邊熱點問題升
溫，家門口生亂生戰的可能性大增」，[4]這樣的論點應在凸顯中國加強戰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近年來，中央軍委會公布的《全軍訓練指示》，都在強調「訓練與實戰一體化
」。習近平在2012年11月15日中央軍委會常務會議上曾指出：「
要緊緊圍繞能打仗、打勝仗的目標，深入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把我軍建設成為召之即來、來
之能戰、戰之必勝的威武之師」。[5]
南京軍區司令員蔡英挺也公開呼應：「
習主席高度重視實戰化軍事訓練，強調要以真打的決心、緊盯作戰對手、著眼制敵勝敵訓練，鍛
造部隊過硬作戰能力」。[6]

另外，聯合作戰機制的建立，也被視為提升解放軍戰力的重點項目。習近平主張解放軍必須「改
變單一軍種作戰的思維定
勢，樹立諸軍兵種一體化聯合作戰的思想觀念」。為此，解放軍宣布
設立東海聯合作戰指揮中心，近期解放軍也分別在渤海、黃海、東海及南海四大海域舉行海軍演
習，並在東南沿海的軍區舉行陸空聯合演習。

中國軍隊想要提升聯合作戰能力，牽涉到「軍區」改革的問題。外傳解放軍有可能將濱海的濟南
、南京及廣州等三大軍區改為「戰區」(另有一說是裁撤濟南軍區)
，內陸的瀋陽、北京、蘭州、成都等四大軍區則合併成兩個「戰區」。改編後的「戰區」將結合
陸、海、空及二炮部隊，成立聯合作戰指揮部，以便提升危機發生時的機動反應能力。

習近平曾親自向部隊說明「戰區
」聯合作戰體制的重要性，他在2013年12月27
日指出：「我們在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方面做了不少探索，但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聯合作戰指
揮體制搞不好，聯合訓練、聯合保障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建立健全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和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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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作戰指揮體制，要有緊迫感，不能久拖不決」。[7]

然而，軍區改革涉及陸軍定位問題，習近平在2013年11月28
日聽取濟南軍區工作彙報後曾表示：「深化軍區部隊改革，要放在陸軍轉型這個大背景下來考慮
。在資訊化時代，陸軍在戰爭舞臺的地位作用、陸軍建設模式和運用方式都發生了深刻變化。我
們既要摒棄那種認為『陸戰過時』、『陸軍無用』的思想，又要摒棄『大陸軍』
思維，搞清陸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使命任務，找準陸軍在聯合作戰體系中的定位，加快推進陸
軍由機械化向資訊化轉型」。[8]

只是幾年過去了，軍區改革還是只聞樓梯響。如何說服軍方支持軍區改革計畫、如何重新定位陸
軍角色、如何建立聯戰指揮體制、如何讓
各軍兵種在聯戰體制下順利磨合，都是影響未來中國軍隊能否提升戰力的重要因素。

軍中陋習能否根除？

面對中國軍隊長期以來存在的陋習，習近平推動部隊改革的另一重點在於要求部隊「作風優良」
。習近平曾親自指出中國軍隊存在四大陋習，包括：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以及奢糜之
風。[9]

習近平為了改革部隊的風氣，上台後立即在2012年12月提出《
中央軍委加強自身作風建設十項規定》，隨後又成立5
個新的領導小組，包括：全軍基本建設項目與房地產資源普查工作領導小組、全軍黨的群眾路線
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中央軍委巡視工作領導小組、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
以及全軍軍事訓練監察領導小組等。

習近平並不是第一個
想要改革部隊風氣的領導人，只是過去的
改革常因部隊
自恃軍事專
業，形成對抗改革的群
體力量，導致改革雷聲大雨點小，甚至無疾而
終。[10]
在過去，整個黨國機器都普遍存在陋習及貪腐問題時，想要單獨在軍中推動改革，根本是不可能
的任務。習近平上台後，在黨、政、軍推動全面反腐，確實為中國軍隊改革帶來新的機會。尤其
習近平懂得運用群眾和媒體力量，塑造出社會要求改革的呼聲，做為促使軍隊改革的動力。但中
國能否改革軍隊陋習、打造一支現代化部隊，可能還需要觀察兩方面的變化：

首先，習近平本人是否具備改革的政治決心，到底他是真的想推動軍隊結構性改革，還是虛晃一
招，在剷除異己和贏得表面上的改革美名後，就此停手，讓部隊重新回復原有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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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想要徹底改造中國軍隊的風氣，不是單靠查辦軍頭、發表道德演說或成立幹部領導小組就
能達成，還要看未來能否建立完善法治制度、獨立司法體系和現代化治軍理念的全面配套。

本文無意預測中國「強軍夢」的成敗
，但中國軍隊改革的道路充滿各種挑戰，接下來就看習近平能否堅持改革決心，打造文人領軍的
長治制度、革除中國軍隊不良風氣、破除
「大陸軍主義」
運作框架，並且建立起全新的聯合作戰體制。如果習近平能完成這些結構性變革，那他對中國軍
隊改革的建樹，將超越毛澤東、鄧小平這些出身軍旅老一代領導人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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