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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八大前國內外複雜局勢 

隨著中共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將在今年 11 月召開，三大權力機構政

治局常委會，中央政委員會和中央軍委會也將進行大幅度改組，近三分之

二委員將因屆齡及其它因素被新人取代。然而，就在新的領導政權繼承接

班之際，受到薄熙來事件、國內維權抗爭不斷、領海主權糾紛和美國戰略

轉向亞洲等因素的影響，中共國內外呈現異常詭譎多變的政治氛圍。究竟

解放軍在中共政權接班之際可能扮演何種角色？強調軍事專業，嚴守中

立？還是為了本身集體利益，乘機在政權轉移之際，以平衡者角色攫取最

大政治利益？因此在「十八大」召開前夕及第五代領導人接班的關鍵時

刻，正好提供吾人觀察解放軍角色分析的良好機會；換言之，解放軍是否

隨著「十八大」領導班底的更換在角色扮演上產生改變？若然，其在「十

八大」前所扮演的角色到底為何？在「十八大」後，面對新的第五代領導

接班團隊，解放軍的角色會產生那些轉變和影響呢?這些將是本評論的觀察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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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期解放軍角色之強化與限制 
正當政權繼承接班敏感時刻，中共針對近期海上領土糾紛，在東海及

南海頻頻舉行軍事演習，意圖抗衡美、日、韓、菲聯合海上演習的針對性

十分明顯；然而，此種軍事對陣劍拔奴張的氣氛，將使周邊各國明顯感受

到解放軍對外態度轉趨強硬的態勢，尤其美國國防部長 Leon Panetta 於 6

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戰略對話（Shangri-La Dialogue）中宣布：美國「亞

太戰略再平衡」的新戰略（rebalancing toward the Asia-Pacific region）─「未

來十年內將重新佈署美軍百分之六十的軍力於亞太地區，以展現美國重返

亞洲的決心」，1解放軍出席與會代表任海泉中將（現任軍科院副院長）表

示：中共應對美軍的戰略再平衡做最壞打算，必須積極追求實力（強大軍

力）以為回應。2《人民日報》更表示，南海若出現爭端，中共不會讓美國

插手。3這種愈來愈武斷的強勢態度（growing assertive），是否將埋下其與

周邊領海聲索國及在背後支持以和平手段解決彼此爭端的美國之間的衝

突對抗，將視解放軍是否繼續服膺中共「黨政合一」、「以黨領軍」的傳

統及接受此規範制約的程度而定。 

值得樂觀期待的是，迄今為止，解放軍在領海主權爭議事件中，角色

扮演相當節制，並未讓領海爭議失控或演變為海上軍事衝突。解讀解放軍

這種「言詞強硬、行動和緩」的背後動機應是為營造十八大前，穩定安全

的內外環境。換句話說，當前中共政策優先順序乃以「穩定壓倒一切」為

主，積極營造安全、穩定、和平、發展的內外環境，以利加速國家現代化

之歷程，追求其「民富國強」，成為世界強權，從而實現國家利益。 

                                                
1 Leon Panett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Shangri-La Dialogue),” speech at 

Shangri-La Hotel, Singapore, June 2, 2012. 
2 〈中國軍方首次回應「美軍 60%戰艦部署亞太」〉，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1/2/8/9/102128901.html?coluid=7&kindid=0&doci
d=102128901。 

3 〈人民日報評論稱不會允許美國插手南海爭端〉，
http://war.163.com/12/0601/13/82TS8K8B00011MT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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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中國政經崛起，解放軍扮演角色隨任務範圍擴大而愈來

愈繁重。部分解放軍將領與軍方戰略專家，如同《中國不高興》或《中國

夢》等書所揭示一般，受到民族主義意識抬頭的影響，必須迎合國內民族

主義激進訴求，經常透過媒體呼籲當局對外事務應採取更強硬姿態，並對

解放軍各項海外任務，包括亞丁灣打擊海盜任務、保護利比亞僑民及軍

機、軍艦撤僑行動的大肆宣揚，除對民族主義愛國情緒持續加溫外，更藉

此爭取更多國防經費，進行其國防改革及現代化的最終目標。由此可以看

出，解放軍對中共文人領導體系到目前為止仍存在相當程度的影響力，這

與中共靠「槍桿子出政權」的政治傳統相符合。 

 

三、軍備質量與內外活動度之提升 

中共解放軍自 1970 年代文化大革命以來，一向主宰領導權力核心及

經濟利益，經營項目從生產製造工廠到集體農場無所不包，除了自行籌措

軍隊訓練相關經費外，也試圖降低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經濟浩劫，另外自

2000 年開始，解放軍更肩負西部大開發的經濟使命。1989 年，解放軍奉

令對天安門示威運動進行血腥鎮壓，適時鞏固政權後，中共自此以每年幾

乎兩位數國防經費成長的穩定支出，獎勵解放軍對中共政權堅定支持的忠

誠度。2012年 4月，中共正式宣布今年國防經費為美金 1,100億元，約為

人民幣 6,731 億，成長 11.2%，成為全球第二大軍費支出國家。特別值得

注意的是，中共發布其 2012 年軍費增加的消息是緊跟歐巴馬政府宣示美

國戰略轉向亞洲（Strategic Pivot to Asia）之後，由於時間性的敏感或是巧

合，其是否衝著美國政府而來，已引起中國觀察家們各種揣測的紛紛出

籠。解放軍隨著其軍事現代化的快速發展，其軍事能力及裝備均有大幅成

長，加上現役總兵力超過 230萬，對於中共國防、外交決策的影響力可以

說是與日俱增，愈來愈重要；其實中共武裝力量依據 1997 年通過國防法

包括三大組成部分：現役及後備役解放軍、人民武裝警察及民兵。解放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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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使命為針對外部威脅，擔任防衛作戰任務；必要時依法也可直接擔任

內部維穩之角色；武警主要擔任內部安全及國內秩序的維護；民兵則是視

情況支援前兩者之任務，依據中國簡報（China Brief）資料估算武警人數

約 100萬、警察 90萬加上後備 50萬，合計超過 240萬人。4 

根據中共國防法，內部維穩角色扮演優先順序以警察為第一優先，武

警扮演第二線支援角色，解放軍則擔任第三線防衛任務。話雖如此，事實

上解放軍在內部維穩的主要任務是擔任嚇阻角色，一旦嚇阻失敗，可依政

府命令直接執行維穩任務；51989年天安門事件，及 2008年中共對西藏拉

薩地區的血腥鎮壓就是最明顯的例子，解放軍結合武警共同執行鎮壓行

動，最後造成嚴重的衝突流血事件，導致數以千計人員的嚴重傷亡。6由於

受到國際輿論的撻伐及制裁，中共執行維穩工作已逐步調整作法，2012年

3 月，中共於北京召開兩會前夕，調動大批武警進入新疆維穩，刻意避開

直接使用解放軍部隊。由於新疆地區仍有零星抗暴及自焚事件發生，中共

於是調動大批武警進駐實施戒嚴，並且有效控制後續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活

動，7成功地確保了兩會期間新疆局勢的穩定。因此解放軍未來直接執行維

穩任務的機會應該會大幅降低，以避免國內觀感不佳及國際輿論的大肆撻

伐；弔詭的是，解放軍未來持續扮演嚇阻政治動亂的角色，將隨著大陸經

濟發展不斷衍生出來的社會陳抗事件而愈凸顯其維穩角色的重要性。 

另外，武警指揮體系近期也因薄熙來事件及周永康政法委員頻繁調動

武警現象，而有新的暫時性調整。目前中央政法委員不再具有直接調動武

警的協調權，武警司令員也不再擔任政法委員會委員。未來各地申請調動

                                                
4 Dennis Blasko, “Politics and the PLA: Securing Social Stability,” China Brief, Vol.12, No.7 

(2012), pp.5-8. 
5 Ibid. 
6 Dennis Blasko, The Chinese Army Today: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217-18. 
7  〈中國兩會前夕，疆藏地區情勢緊繃〉，《自由電子報》，2012 年 3 月 2 日，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today-fo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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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時，將由各省市國防動員委員會直接向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申請，上

呈所屬之大軍區國防委員會備案，對地方緊急提出武警調動申請，須經國

家國防委員會第一主席（中央軍委會主席）、主任（國務院總理）、常務

副主任（國防部長）批准後，才交由武警總部下達命令。8究竟此種調整只

是暫時性的權宜作法或是永久性的調整，尚須視「十八大」新一屆政治局

人事就任後才會明朗。但是中共若是有意使解放軍朝專業主義化發展，應

該會傾向將此一調整作法制度化，以避免每逢政權接班之際，權力鬥爭的

暗潮洶湧，無端使政局陷入緊張不安的窘境。 

 

四、解放軍未來角色發展預測 
根據前述，吾人可以歸納當前中共解放軍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有四：內

部穩定維護者；國土安全的防衛者；經濟建設的協助者；和諧世界的參與

者。9另外，美國國防部發表《2012 年中共軍事與安全發展》年度報告書

也指出：「中共解放軍實力日增，正超越傳統，執行新的歷史使命」，這

些新的歷史使命也提供吾人觀察「十八大」後，解放軍角色扮演的重要指

標，主要內容包括：保護日益擴增之國家利益；積極承擔更大責任確保國

際和平與安全；積極參與非軍事戰爭行動包括─反海盜、反恐作戰、人道

援助、災難救助、聯合國維和行動、國際海線保護和確保太空資產安全等

任務。換言之，解放軍未來將以執行國土安全以外的任務為主。 

當然，北京也正面臨新歷史使命及角色扮演之間相互衝突的窘境，如

何正確抉擇與取捨利害將嚴酷考驗「十八大」後新一代領導者的集體智

慧，例如捍衛領土完整將影響鄰國友好關係，進而破壞經濟發展所需要的

外部穩定環境。未來十年，在習近平集體領導下的中國，仍處於互賴、合

                                                
8 〈薄下台，陸軍方安內令聽從中央〉，

http://www.mingjingnews.com/2010/03/blog-post_3654.html。 
9 呂俊生，《胡錦濤國家安全觀與解放軍使命及角色研究》，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碩士論
文(2012年)，頁 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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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低度衝突的外部環境，為未來經濟繼續發展，第五代領導團隊應會抓

住此黃金十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繼續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加強與大國之

間的協調合作，避免衝突發生，以免坐實中國威脅論的恐懼，不利於其國

家的根本利益。可是這並非完全排除可能因為領海爭議衝突與周邊鄰國發

生擦槍走火式的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另外，就像 1983 年中共出兵西沙群

島懲罰越南一樣，若是領海爭議進一步衝突引發國內民族主義風起雲湧的

激烈反抗，中共採取局部性軍事行動，以殺雞儆猴或嚇阻鄰國紛紛靠向美

國陣營靠攏的結盟，個人認為在「十八大」後採取的可能性會較「十八大」

前來的高。不過中共必須要三思而後行，畢竟衝突一旦發生，儘管其軍事

代價可能不高，可是在外交、政治及經濟方面北京勢必要付出相當慘痛的

代價，得不償失。 

最後，中共「十八大」召開在即，中共黨軍關係不會因習近平接班而

改變「黨指揮槍」傳統，事實上解放軍只是扮演護黨中央與支持領導核心

角色，因此對中共而言，軍隊是黨的工具、路線、方針、政策的擁護者與

執行者。當國家與黨處於團結和諧階段時，軍隊的角色顯得較不突出，反

之國家與黨處於動盪不安時，軍隊角色格外重要。目前中共處於「戰略機

遇期」，團結穩定壓倒一切，故共軍支持黨中央及領導核心立場不變。解

放軍也一直扮演中國共產黨的工具角色，直到 1990 年代後，文人接掌中

央軍委會主席，才有了變化。軍隊形式上仍然必須服從黨的領導，而且透

過黨的委員會、政治委員、政治機關工作體系，以及黨的紀律檢查系統得

以控制軍隊，以確保軍隊服從，然而，另一方面，軍隊逐漸把注意力置於

建軍本身，並由此發展出軍隊該具備的專業能力，整體而言，解放軍在政

治上的影響力是降低，在「十八大」後是否仍然無條件效忠黨，進而遵循

現有黨軍關係的運作，吾人認為未來應該是可以繼續預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