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海軍學術雙月刊第五十卷第五期

專載

誰來掌舵？
中共海軍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領導者

作者：Jeffrey Becker 譯者：翟文中、蔡欣容

中共海軍現正經歷30年來難得一見的領

導階層轉換。在2014年末至本文付梓(2015

年春)期間，中共海軍的高層領導梯隊在人

事方面出現了可觀的變動，海軍黨委常務委

員會係中共海軍的最高決策組織，其14位常

委中有11位進行了職務調整(如表一)。

這些新任領導者許多係由北海、東海

與南海三個艦隊的職務被拔擢晉升。例如，

2014年時，北海艦隊司令員田中中將與南海

艦隊司令員蔣偉烈中將，分別被擢升為共軍

海軍副司令員，這項新職務使其成為共軍海

軍黨委常務委員會的委員。

田中和蔣偉烈係中共海軍「接班梯隊」

的典型代表。兩人出生於1950年代中期，當

其成年加入共軍海軍時，正值中國大陸開始

採行改革政策。在此之後，他們由遠海作戰

在內的海軍新任務中獲得直接經驗，並逐漸

且自在地執行國際性海軍外交工作。田中與

蔣偉烈中將皆曾率代表團出國訪問，前者率

團訪問的國家包括了俄羅斯、北韓與南韓，

後者則率團至美國進行訪問。2014年，中共

海軍首次參加美國主導的2014環太平洋演習

，蔣偉烈成為演習期間中共海軍出席此次多

國演習的最高階級軍官。其他新進被拔擢至

專載

表一　中共海軍黨委常務委員會現任委員名單

姓名 職務 就任海軍黨委常委年份 先前職務

吳勝利上將 海軍司令員 2006

苗華中將 海軍政委 2014 蘭州軍區政委

王登平中將 海軍副政委 2014 海軍政治部部長

丁海春中將 海軍副政委 2014 東海艦隊政委

田中中將 海軍副司令員 2014 北海艦隊司令員

蔣偉烈中將 海軍副司令員 2014 南海艦隊司令員

劉毅中將 海軍副司令員 2011-12

丁毅中將 海軍副司令員 2014 北海艦隊副司令員

杜景臣中將 海軍副司令員 2011 海軍參謀長

王海中將 海軍副司令員 2015 北海艦隊參謀長

邱延鵬中將 海軍參謀長 2014 東海艦隊副司令員

楊世光少將 海軍政治部部長 2014 東海艦隊政治部部長

徐衛兵少將 海軍後勤部部長 2011

王建國少將 海軍裝備部部長 2014 海軍裝備部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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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黨委常務委員會的軍官亦具類似的經驗

的才能。前東海艦隊副司令員邱延鵬中將即

為一例，他是中共海軍執行遠海遠征任務的

一個模範軍官，其曾指揮一支編隊執行亞丁

灣護航任務，在具爭議的釣魚島群島附近執

行訓練任務，並與外國海軍執行多國操演訓

練。

更多變化浮現檯面。2012年10月，在中

國共產黨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 有關

海軍司令員吳勝利即將退休的謠傳不斷。雖

然，這個傳言沒有成真，吳勝利成為中共中

央軍事委員會最年長的成員，該委員會是中

共有關軍事事務的最高決策機構。做為中央

軍事委員會成員，吳勝利上將沒有正式的退

休時間。但即使如此，根據以往經驗顯示，

他在表定於201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九屆

全國代表大會前將會退休，屆時他的年齡為

72歲。

對關注中共海軍現代化的人而言，這些

變動引發了一系列問題。中共海軍新的領導

階層相較其同輩的資深軍官如何？他們將對

共軍海軍進行中的現代化產生何種影響？中

共海軍由近岸海軍轉變成為遠洋海軍，在政

策與學術圈兩個面向已獲得顯著的關注。即

令如此，透過觀察個人用來檢視中共海軍的

轉變，這個議題在相關討論中經常地被忽略

。本篇文章透過對中共海軍當前領導階層轉

移的說明，試圖能夠用以填補這個空白。

壹、中共海軍領導階層的轉變

為了達此目的，本文將對三個不同群組

軍官進行說明。第一群組係共軍海軍的老幹

部：這批領導者於1960年代末加入共軍行列

，其大多數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成年，這段期

間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騷動與混亂的歲月。

然而，這批軍官迅速退伍，並由第二群組軍

官予以取代，這就是本文前文指稱的「接班

梯隊」。這批軍官多於1970年代中期至1980

年代初期加入共軍，當其成年時適逢中共海

軍開始由近岸防禦兵力轉變成為一支遠海海

軍。這批海軍軍官現已進入領導階層，包括

前文所提眾多將官，他們均屬這個群組成員

。第三群組則構成了中共海軍未來領導階層

，他們於1980年代末期與1990年代初期加入

共軍行列，其成年時係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

長與發展的時期。雖然，他們尚未成為中共

海軍領導階層，但是海軍下一代領導核心勢

必來自這個群組的軍官。

對中共海軍領導階層言，這是一個重要

的分水嶺。過去二十餘年的改革係由一個世

代的領導者所帶領，儘管他們在不同面向採

取特殊的作法，但其並無太多機會歷練不同

作戰方式，其祇能執行已經備便進行的各項

任務。當這些軍官成年時，共軍係意識形態

導向，聚焦內部，關注的重點是近岸防禦。

然而，他們對中共海軍漸增的專業化，現代

化與國際化等發展，已經成功地進行了監督

。他們的接任者－「接班梯隊」成員，在共

軍海軍的現代化計畫中，已扮演了重要的與

躬親的角色，其主導了中共海軍早期許多遠

洋行動，包括歷史性的全球環航，進入西太

平洋進行訓練與先前的亞丁灣打擊海盜護航

等任務。因此，這是中國大陸近代歷史中，

首次將由具海上與遠洋經驗的軍官來領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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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這是常態發展而非例外情況。

緊跟其後的係中共海軍未來領導階層，

當這批軍官正式加入海軍時，後者已建立了

一套專業軍事教育體系，在這批軍官加入海

軍前，中共海軍業已開始承擔更寬廣的任務

與角色。如此，這些軍官不僅具有遠洋作戰

經驗，同時亦具備了與他國海軍協力執行聯

合軍演，人道救援暨災難救助(Humanitar-

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

HA/DR)等任務的能力。這批軍官最終將被拔

擢成為海軍領導階層，這種發展將為中共海

軍創造出第二個重要的分水嶺。未來領導中

共海軍的這批軍官，不僅與外國海軍交流往

來，同時協力合作共同執勤。由這些經驗中

學習，他們能夠將國際性的最佳實務予以吸

收(如附圖)。

在下文中，將依下列次序從事相關討論

。在就歷史與組織觀點對中共海軍的領導階

附圖　共軍海軍將領在中共整體軍事組織中可擔任職務一覽表
資料來源：改編於Becker,Liebenberg,and Mackenzie,Behind the Periscope,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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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扼要檢視後，將對退役的老幹部與「接班

梯隊」進行比較比對，焦點係置於共軍海軍

黨委常務委員會的人事替迭。接著，將對三

個不同群組軍官進行比較分析。結論部分將

對領導階層轉移對共軍與共軍海軍具有的廣

泛意涵進行說明。

貳、歷史觀點中的中共海軍領導
階層

在中共軍方或中國共產黨體系內，海軍

領導者長期以來甚少擔任重要職務。海軍的

早期領導階層多由他處的陸軍軍官或共產黨

員調任而來。蕭勁光係中共海軍的首任司令

員，他的早期軍事生涯係在廣東、武漢與長

沙度過。在毛澤東挑選其做為海軍領導人後

，軍方內部仍為海軍是否做為一支獨立軍種

或是隸屬總參謀部爭論不休。直到1988年時

，潛艦軍官出身的張連忠接任海軍司令員為

止，中共海軍才首次由職業海軍軍官來領導

。共軍海軍首位職業海軍軍官出身的政委係

周坤仁，其在1993年時才被拔擢擔任這個職

務。2004年，這是中共軍隊改革後的首次，

海軍、空軍與二砲部隊司令員成為中共中央

軍委會成員，這三個非陸軍部隊司令員的影

響日增，打破了傳統上由陸軍將領壟斷中共

軍方高層決策的不合理現象。僅僅在最近幾

年間，海軍軍官在軍種外的其他軍事單位服

務時，可穿著海軍而非地面部隊的橄欖綠色

制服。

由最初的微不足道開始，中共海軍領導

者在過去10年間於共軍內部獲得了可觀的影

響力。雖然我們得不到軍種預算的細部項目

資訊，但可清楚看到，共軍已將海軍現代化

置於優先考量，並透過國外採購與自力建造

兩種不同途徑，獲得現代化軍艦與武器載台

。可確定的，共軍仍舊是一支地面部隊為中

心的武力，但是海軍軍官現已在中共軍方各

階層甚至高層決策單位，取得了相當重要的

職位。

參、中共海軍領導階層如何組織

海軍領導階層在共軍的四個總部中佔據

了重要位置，這四個總部係總參謀部、總政

治部、總後勤部與總裝備部。這四個組織協

調合作並對全軍內其管轄特定範圍的相關工

作進行監督。總參謀部負責軍事行動的規劃

，組織與指揮，並指導共軍現代化計畫的開

展。總政治部對中國共產黨與共軍間的政治

關係進行管理，並確保黨對軍隊的完全控制

。總後勤部對軍隊的後勤工作進行監督。總

裝備部對武器與裝備的發展與維護進行監督。

中共海軍高司組織亦採四總部的相同架

構，包括了司令部(其功能與總參謀部類似)

、政治部、後勤部與裝備部。共軍四總部下

尚轄有許多的低位階的二級部，共軍海軍內

部同樣地設有相類似功能的部門。例如；總

參謀部軍務部負責全軍性的手冊頒佈與生涯

規劃政策的發展。海軍司令部的軍務部亦具

相類似功能，只是服務對象限於海軍而非全

軍官兵。

在中共的七大軍區中，當中的濟南、南

京與廣州軍區駐有海軍的三支艦隊，在官僚

體系上其從屬於駐地所在的大軍區管制，艦

隊司令員亦擔任該大軍區的副司令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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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的海軍領導階層軍官於共軍海軍

司令部或三支艦隊司令部任職。然而，越來

越多的海軍軍官在中央層級組織與大軍區擔

任重要職務。例如：孫建國上將係共軍總參

謀部五位副參謀總長之一，他曾擔任中國國

際戰略學會會長，該學會係隸屬於總參謀部

二部的一個智庫，負責人員情報(Human In-

telligence的蒐集與分析)。劉卓明中將係

1980年代中共海軍改革者劉華清上將的兒子

，他曾擔任總裝備部科技委員會副主任，負

責監督共軍現代化計畫中相關高優先順序科

技的研發。關友飛少將任國防部外事辦公室

主任，這個機構負責中共軍方對外關係管理

，在此同時海軍少將李際則擔任關友飛少將

的副手。其他高階海軍軍官則在各大軍區的

海軍部門或聯合後勤部門擔任主官，負責部

隊戰備以及監督海軍軍事訓練。

肆、定義中共海軍領導階層

有關中共海軍領導階層為何，迄今未獲

得一個普遍為人接受的定義。少數有關中共

海軍領導階層的討論，幾乎都將焦點置於海

軍司令員，至多也不過將擔任海軍常委的少

數將領納入。由於，討論範圍受到相當程度

侷限，致使許多在日常運作與長期戰略指導

有影響力的軍官被遺漏。職是之故，本文遂

將有關中共海軍領導階層討論的範疇，擴大

至下列各個不同職務：

一、共軍海軍司令部

(一)海軍司令員與政委。

(二)海軍副司令員與副政委。

(三)海軍參謀長與副參謀長。

(四)海軍政治部、後勤部與裝備部的部

長，政委和副部長。

(五)海軍司令部二級部部長。

二、海軍三艦隊

(一)艦隊司令員與政委。

(二)艦隊副司令員。

(三)艦隊參謀長與副參謀長。

(四)艦隊政治部、後勤部與裝備部主任。

三、共軍四總部

(一)擔任副總參謀長的海軍軍官。

(二)擔任四總部部長助理的海軍軍官。

(三)擔任四總部一級部門主任或副主任

的海軍軍官。

四、七大軍區

(一)擔任軍區副參謀長的海軍軍官。

(二)擔任軍區後勤部副部長的海軍軍官。

(三)擔任軍區海軍部隊首長的海軍軍官。

定義中共海軍領導階導仍然值得討論。

然而，前文列出的各項職務雖然相當地廣泛

，但主事者對全海軍或整個艦隊均可形成直

接影響。聚焦於這些不同的職務，本文將以

88位曾任前揭職務的海軍軍官做為數據進行

分析。

伍、年輕的共軍海軍領導階層

2014年前，中共海軍領導階層最顯著

的特質係其年齡過大。大多數海軍黨委常委

係在1960年代末期與1970年代開始軍事生涯

。這批海軍軍官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

期間成年，當時中國大陸正經歷著一場低強

度的內戰。2013年，當時海軍黨委常務委員

會中13名委員中的7名委員，係在1964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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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間加入共軍，另有4名委員係在1970

年至1972年間加入共軍。這些常委中只有海

軍後勤部部長徐衛兵較年輕，他於1978年加

入共軍。

中共海軍領導階導的年紀較外國海軍

領導階層高出許多。例如：2013年時，11位

現役美國海軍上將的平均年齡為57歲，同階

級的3位中共海軍上將平均年齡為64歲。吳

勝利上將於1945年出生，其較當時相同職

務的美國海軍軍令部長格林納特(Jonathan 

Greenert)上將年長8歲。就此進行推估，吳

勝利上將若繼續擔任共軍海軍司令員，這如

同美國海軍係由一位越戰中期(1965年-69年

)加入海軍於其時形成經驗的軍官來領導(參

見表二)。

近期的人事變迭使共軍海軍黨委常務委

員會能夠注入新血。2014年初，在最近一輪

人事變動前夕，當時此委員會成員的平均年

齡為62歲，目前其平均年齡則降至58歲。目

前僅有兩位成員—吳勝利上將與杜景臣中將

兩人，他們在1960年代即已加入共軍(詳如

表三)。

此外，仍有少數在職的資深共軍海軍將

領，他們的年齡已超過了規定的服役年限，

這為年輕軍官晉升上一階提供了機會。1990

年代開始，共軍已將高階將領退職年齡法制

化，在本文研究的資深海軍軍官中，將近三

分之二係在1970年與1980年間加入共軍。這

種情形真實地存於共軍全軍。例如：我們對

2005年後擔任共軍陸海空三軍司令員與副司

令員的107位軍官進行研究，可以發現他們

當中僅有7位是超過了該階最大年限仍在軍

中繼續服勤。

陸、中國大陸的東海岸：中共海
軍領導階層的搖籃

在有關中共前領導人江澤民與胡錦濤統

治下的文人與軍事領袖研究中可以發現，領

導階層多數成員來自山東與浙江等中國大陸

東部沿海省份，極少數來自於南部沿海省份

。相同地，在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共海軍領導

階層亦是如此，大部分海軍高階軍官來自於

中國大陸東部省份，這種情形與江澤民與胡

錦濤時期並無太大不同。我們對數據庫88位

軍官的籍貫進行確認，發現其中的49位來自

中國大陸東部省份。尤有甚者，這49位軍官

中39位來自沿海省份，其中包括山東省8位

，江蘇省8位，浙江省5位，遼寧省4位以及

北京市4位。相比之下，並未發現任何一位

海軍高階將領來自中國大陸西部省份，例如

：青海、甘肅、四川或西藏等地方。

許多省份設有重要海軍設施，例如：南

海艦隊駐防的廣東省，或是提供東海艦隊重

要基地的上海市，資料庫中僅有一名高階軍

官來自後者，但其未能進入共軍海軍黨委常

務委員會。當前該委員會的14名委員來自江

蘇省3名，山東省3名以及河北省2名(參見表

表二　中共海軍與美國海軍軍官平均年齡
比較表

中共海軍軍官 美國海軍軍官

上將 64 上將 57

中將 61 中將 56

少將 58 少將 55

大校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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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柒、三批海軍領導階層

在下文中，將對中共海軍過去、現在與

未來可能的領導階層進行比對，範圍涵蓋了

他們早期歲月的重要歷史經驗，接受正式技

術與專業教育的管道，遵循準則，外軍交往

經驗與戰鬥經驗等各種不同因素，相關比較

(參見表四)。

捌、歷史對中共海軍領導階層的
衝擊

共有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在個性形成時

期(10餘歲至20歲初)的相關經驗，經常被用

來對中共軍事與政治菁英進行分析。本文研

究的大部分海軍軍官係在個性形成時期進入

表三　共軍海軍黨委常務委員會成員籍貫與入伍時間

姓名 職務 籍貫 入伍時間

吳勝利上將 海軍司令員 浙江(註) 1964

苗華中將 海軍政委 福建 1972

王登平中將 海軍副政委 安徽 1970

丁海春中將 海軍副政委 海南 1972

田中中將 海軍副司令員 河北 1974

蔣偉烈中將 海軍副司令員 江蘇 1972

劉毅中將 海軍副司令員 山東 1972

丁毅中將 海軍副司令員 江蘇 1976

杜景臣中將 海軍副司令員 山東 1969

王海中將 海軍副司令員 浙江 不明

邱延鵬中將 海軍參謀長 山東 1974

楊世光少將 海軍政治部部長 不明 不明

徐衛兵少將 海軍後勤部部長 江蘇 1978

王建國少將 海軍裝備部部長 不明 不明

註：吳勝利上將於浙江省杭州市成長，他的父親曾於1950年代擔任過杭州市市長。吳勝利的祖先世居河北省吳
橋縣，此地亦是海軍上將孫建國的故鄉。感謝匿名評論者強調這兩者間的不同。

表四　共軍海軍的三批領導階層

領導階層批次
軍旅生涯
初期時間

重要歷史
事　　件

專業技術知識 準則 國際交往 戰鬥經驗

老幹部
1960年代後期
或是1970年代
初期

文化大革命
(1966年－
76年)

有 限 或 完 全 沒
有，直至軍旅生
涯中期才有機會

蘇聯少壯派學
說；毛澤東的
海上人民戰爭

資深軍官階層的有
限交往

有限

接班梯隊
1970年代中期
或是1980年代
初期

經濟與軍事
改革(1979
年－85年)

初步技術訓練 近海防禦
在中階軍官時，國
際交往機會漸增

無

未來領導階層 1980年代後期
軍事現代化
(1986年－
92年)

在資淺軍官時， 
複雜的軍事訓練
日漸增多

近海防禦與遠
海防衛

在資淺軍官時，已
和外軍進行作戰層
級交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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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海軍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領導者

軍中，因此這個途徑特別適合用來研究中共

海軍領導階層。過去數十年間，發生於中國

大陸的各項極端變化，使得存於三批海軍領

導階層間差異更加地擴大。例如：海軍的老

幹部係在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下長大，其在

動盪不安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展開軍旅生涯。

較年輕的「接班梯隊」軍官則在中國大陸與

軍方重大轉變期間開始軍事生涯，至於中共

海軍未來領導階層軍官，即令當中年長者對

前揭事件亦無印象，他們認知的係一個穩定

與繁榮的中國，其在世界舞台上日漸強大並

具自信。

玖、文化大革命與海軍老幹部

雖然，近期許多人已退役離職，但這批

於1960年代或1970年代初期加入共軍的海軍

軍官，迄今仍有少數人留在軍中位居要職。

他們包括了海軍司令員吳勝利上將與擔任海

軍黨委常委的海軍副司令員杜景臣中將和海

軍副政委王登平中將。這個年代海軍軍官係

在動盪不安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成長，這段期

間毛澤東為了重建威權持續與經常地運用暴

力革命的手段，使得中國大陸社會與政府瀕

近於崩潰邊緣。就在這段期間，數百萬人的

生命受到影響，當中亦包括了許多中共海軍

的老幹部。

例如：共軍海軍軍官在此時展開軍事生

涯，其係在一個專注於內部政治議題而非專

業軍事訓練與執行的組織中工作。隨著中共

政治體系日漸崩壞，包括海軍在內的共軍部

隊，被要求對重要權力中心提供保護，同時

協助法律與秩序的維持。1967年，兩個敵對

政治派系為了爭奪湖北省武漢市的控制權發

生了激烈衝突，就在事件進行期間，毛澤東

從東海艦隊抽調了砲艇前往武漢對其支持的

派系提供支援。另有單位負責保護舟山群島

上的重要海軍基礎設施，海軍人員則是充當

臨時碼頭工人，用以確保必要補給品能持續

不斷送達。

對共軍海軍的老幹部而言，在文化大革

命期間，接受正規訓練與專業軍事教育可說

是毫無機會。到了1960年代中期，中共軍方

的大多數專業軍事院校均已關閉，正規訓練

與技術知識則澈底地被忽視。例如：先前共

軍海軍潛艦部隊要求艇員合格與不合格的比

例為七比三，由於這項標準悖離了毛澤東教

條，在政治意志凌駕於專業技能的情況下，

共軍海軍於是修改了這項標準，潛艦允許最

多可有八成未經簽證的不合格艇員進駐。此

外，包括11名少將在內的3,800餘名海軍軍

官，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整肅。

當前中共領導階層的許多高階將領們，

當時他們祇能被迫等待，直到1970年代才有

機會接受專業軍事教育訓練。1964年，當時

中國大陸的許多教育院校已經關閉，吳勝利

上將於陝西省西安市的共軍測繪學院入伍，

直到1968年時他才正式入學。1968年，最近

退伍的前共軍海軍政委劉曉江上將，他當時

以知青的身分在陝西省的一個農村公社進行

勞動。海軍上將孫建國在1968年時加入共軍

，他是共軍海軍第三高階的將領，直至1978

年時他才進入海軍潛艇學院接受專業教育。

最近退伍的共軍海軍副政委張永義中將，在

他進入瀋陽航空工業學院之前，曾經歷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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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漫長等待。

拾、從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
共軍海軍的接班梯隊

隨著前世代領導階層的退伍，1970年代

中期至後期或是1980年代早期加入共軍的軍

官取代了他們，許多新進被拔擢進入海軍黨

委常務委員會的軍官均屬於此一團體，當中

包括了海軍副司令員田中中將、丁毅中將與 

海軍參謀長邱延鵬中將。這三人加上海軍後

勤部部長徐衛兵少將，他們都是中共海軍接

班梯隊的成員。

老幹部與接班梯隊成員間的年齡差距不

是那麼地大。例如：接班梯隊的蔣偉烈中將

，他於1972年加入共軍，這與歸類於老幹部

的海軍副政委王登平中將或海軍副司令員的

杜景臣中將參軍時間相去不遠，這兩人分別

於1970年與1969年加入共軍行列。接班梯隊

成員同樣地受到來自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由

於他們年紀較老幹部成員年輕數歲，因此兩

者在經歷上存在著重大的差異。接班梯隊成

員在平民時可能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壞情

景，許多極端暴力事件發生在1967年與1968

年，就在這些人加入共軍不久之前。由於缺

乏共軍提供的組織性保護，他們被迫參加「

知識青年上山下海運動」。1968年至1975年

間，約1,200萬的城市青年被強制至鄉下地

區勞動。現任共軍海軍北海艦隊司令員袁譽

柏中將，他是接班梯隊較年長的成員，在他

加入共軍前是在湖北省公安縣的「基本路線

教育工作隊」擔任了兩年的專職隊員。

雖然留有文化大革命的烙印，共軍海軍

接班梯隊亦受惠於以下兩起事件，一係中國

大陸經濟的改革開放；一係共軍初期的現代

化努力，兩者均於1980年代初期啟動。1978

年，鄧小平開始廢止農村地區農業生產集體

制度，同時給予國營企業增產獎勵，這使中

國大陸經濟能夠步上正軌，在其後的30年間

能夠維持每年兩位數的成長。同一時間，共

軍開始重建其教育與訓練制度，重點則置於

輪調訓練與單位戰備。文化大革命時期備便

進行全面戰爭的政策至此亦發生了轉向，共

軍的訓練以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

」做為指導。尤其重要的是，政治純正已為

專業技術所取代，共軍強調的重點於是由「

紅」轉為「專」。因此，接班梯隊是首個在

軍旅生涯中期毋須從強調意識形態轉至重視

技術專業的領導階層。

拾壹、一個崛起與自信的中國大
陸：中共海軍的未來領導
階層

隨著接班梯隊成員階級晉升，年輕軍官

獲得了向上發展的空間，這些軍官多在1980

年代後期或是1990年代初期成年。雖然，他

們目前尚未取得高階職務，但人人都可能成

為共軍海軍的下一代領導者，他們會將得自

接班梯隊的文革時期經驗澈底地摒棄。目前

，這批年輕軍官中有許多係在海軍院校任職

，或是擔任艦長或政委職務。相關例子計有

李漢軍大校，他在2014年前擔任海軍司令部

軍訓部部長，目前職務為海軍指揮學院訓練

部部長。其他例子尚有張崢大校，他是共軍

航空母艦遼寧號的艦長；海口艦前艦長鄒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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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海軍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領導者

全大校，他於2008年率艦至亞丁灣執行首次

護航任務；以及中共海軍首次參與環太平洋

演習擔任編隊指揮員的趙曉剛大校。

這些軍官出生於1960年代後期與1970年

代早期，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度過了童年

與青少年歲月，這無疑地將對其一生形成相

當程度地影響。然而，在其成年之後，經歷

的係一個較穩定的國內與國際環境以及一個

日漸強大與繁榮的中國大陸。1980年代初期

到後期，當這些軍官仍處於軍事生涯初期階

段時，中國大陸與美國及蘇聯的關係獲得重

大改善，鄧小平於1985年時針對國際環境氛

圍進行戰略再評估後認為，中國大陸需要至

少20年的穩定國際環境。這項戰略觀的改變

意味著這批軍官晉升成為高階將領時，他們

將成為首批在軍事生涯中毋須備便進行總體

戰爭的領導階層。

中國大陸對國際環境的再評估，亦使共

軍對訓練，現代化與國防等問題重新思考。

1990年代中期，江澤民提出了「兩個轉變」

政策，要求共軍「在軍事鬥爭準備上，由應

付一般條件下局部戰爭向打贏現代技術條件

，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轉變；在軍

隊建設上，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人

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做為這項再

評估的一部分，共軍海軍特別重視軍官團的

專業化，精進訓練與招募各項作為，這些措

施均使年輕軍官受益匪淺。例如：對1980年

代後期與1990年代初期加入共軍的軍官而言

，此時共軍的規模已裁減至170萬人左右。

此外，儘管多數人不瞭解人事關係在晉升系

統中的重要性，但是這個時期加入共軍的軍

官，他們必須依循法定服役年限除役，這項

標準使得晉升作業具有固定程序。

如共軍般，但是共軍海軍的作為更積極

，其試圖透過增加補貼與改善生活品質等手

段來提高留營率，海軍司令員吳勝利上將曾

就此主題撰文說明。1990年代中期與後期，

共軍海軍獲得了大量先進武器，其更加重視

軍官的教育與訓練，因為他們將操作，支援

與維護這些先進系統。因此，當這批年輕青

官入伍後，共軍海軍開始招募更多具大專學

歷的人員入伍服役。此外，越來越多的年輕

軍官進入民間的頂尖大學進修，張崢大校即

是一例，他在1990年時於上海交通大學取得

工程學位。共軍海軍的專業軍事教育系統持

續地進行改革，目前已獲了相當的成果，當

這批軍官進入海軍晉升至領導階層時，他們

將是共軍海軍近代歷史中訓練最佳與專業最

高的軍官團隊。

拾貳、共軍海軍準則的改變

當共軍海軍領導階層持續地過渡至一個

新的較年輕梯隊時，共軍海軍的準則將會發

生改變。老幹部領導階層的成員在早期軍旅

生涯受到毛澤東游擊戰思想深遠的影響，並

將其改編成「海上人民戰爭」概念。此外，

蘇聯海軍少壯派思想亦對共軍海軍早期準則

發展形成影響。相對比的，在接班梯隊成員

軍旅生涯初期與中期階段，共軍海軍引進了

「近海防禦」概念，海軍朝向遠洋發展並擴

展其在海上活動的範圍。隨著共軍海軍的活

動區域逐漸地擴張，加上胡錦濤在2004年時

要求共軍承擔新時期歷史任務的指示，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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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中共海軍遠離海岸走向遠洋。

拾參、海上人民戰爭：毛澤東與
前蘇聯的影響

中共海軍早期的作戰與準則主要受到兩

個各自獨立思想的影響，一係毛澤東的游擊

戰觀念，另一是蘇聯的海上不對稱作戰思維

。儘管這是兩個不同途徑，但兩者皆偏愛分

散運用小型兵力來執行商業襲擊與海岸防禦

任務，共軍海軍的交戰充分地反映了此一影

響。例如：在有關共軍海軍早期作戰的著作

中可看到如下地描述：有效運用海上的暗礁

、小島、氣候、濃霧與波浪相當重要，澈底

發揮人民戰爭的戰術與戰略作用。

共軍海軍的早期作戰途徑，可由其在

1950年代與國民黨海軍進行的早期海岸作戰

中一窺其貌。例如：共軍海軍於1954年至

1955年在浙江外海進行伏擊作戰，其將魚雷

艇藏於大型商船間沿著海岸前進，並伺機對

國民黨海軍的巡防艦與砲艇發起奇襲。這些

魚雷艇利用雨夜的低可見度發起攻擊，得能

在其為國民黨軍艦發現前進入目標的4公里

範圍內，最後成功地將國民黨海軍的巡防艦

「太平號」與砲艇「洞庭號」擊沉。

對老幹部領導階層成員而言，由於當時

共軍海軍長期滯海執行任務的能力有限，故

其沒有太多機會在海軍生涯中取得遠洋作戰

經驗。然而，共軍海軍由過去強調「打就跑

」戰術與游擊戰概念過渡至當前作戰型式，

這種想法的重大改變來自於其獲得先進科技

與作戰能力。

拾肆、接班梯隊與近海防禦

鄧小平1985年對國際戰略環境的再評估

，協助共軍海軍將戰略轉移至近海防禦，試

圖將中國大陸的海洋邊界儘可能地遠離海岸

。目前已有許多著作對共軍海軍準則的改變

做了精細地分析。對接班梯隊領導階層的成

員來說，此嶄新準則已澈底改變其對海軍如

何進行戰鬥的看法。共軍海軍不再採用「打

就跑」戰術，取而代之，係強化訓練並備便

以實力與有組織的編隊進行戰鬥。

當共軍海軍採用近海防禦戰略後，意味

著其活動範圍將向外延伸遠離中國大陸海岸

，這是接班梯隊與老幹部領導階層兩者間的

最大差異。這也是說，大多數接班梯隊的成

員都具有遠洋作戰的直接經驗。這些行動業

已成為共軍海軍建制的重要組成，其重要性

更是與日俱增，當現役軍官提及遠洋行動對

未來共軍海軍的重要性時不會顯得靦腆。例

如：2012年的《解放軍日報》曾報導：海軍

少將邱延鵬(現任海軍參謀長)指出：「隨著

中共海軍的裝備與支援能力不斷提升，海上

訓練水域亦持續地擴展，為了強化海軍的戰

鬥能力，開闊水域訓練已成為一種有效手段

與無可避免選項」。「2013年中國國防白皮

書曾提及，共軍海軍「拓展遠海訓練」並「

探索遠洋作戰任務編組訓練模式」。

在2014年人事更動前，共軍海軍領導階

層已有少數軍官擁有遠海作戰的豐富經驗。

除杜景臣中將外，海軍黨委常務委員會的其

他成員並未涉入中共海軍的亞丁灣護航任務

，這是眾所周知且長期執行的遠海作戰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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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不僅杜景臣中將曾參與該項任務，

另一海軍黨委常委邱延鵬亦擁有相同經驗，

他曾於2010年擔任第四批護航編隊指揮員，

現在幾乎有大半海軍黨委常委擁有指揮遠洋

作戰的類似經驗。最近，接班梯隊成員因為

擁有遠洋作戰經驗得能向上升遷，海軍少將

張文旦曾擔任第五批護航編隊指揮員，最近

被拔擢成為共軍海軍南海艦隊參謀長，海軍

少將周煦明曾擔任第十二批護航編隊指揮員

，近期亦高升成為共軍海軍北海艦隊副司令

員。

就早期的遠洋作戰而言，擔任指揮員的

老幹部成員日後在海軍均有良好發展。對於

接班梯隊成員來說，指揮遠洋作戰對其日後

軍旅生涯發展影響並非必然。一位共軍海軍

大校對此曾說明如下：

參與護航任務有時可以增加晉升機會，

但是並不保證一定可以晉升。這不是說倘若

你參與了護航任務將會升官，你未參與護航

任務一定不會升官。倘若你參與了護航任務

，同時在此期間展現卓越才能，其後你就有

可能被拔擢擔任更高職務。

沒有任何一位擔任亞丁灣護航編隊指揮

員的軍官立即佔上階，擔任共軍海軍首批護

航編隊指揮員的杜景臣少將，他在交接後不

到一年的時間晉升中將，然而其他編隊指揮

員的晉升速度卻沒有如此地迅速。2008年至

2013年間，共有14名軍官擔任共軍海軍亞丁

灣護航編隊指揮員，但在本文撰寫時仍有6

名軍官仍在原階。

拾伍、中國大陸日增的海外利益

與共軍下一代領導階層

胡錦濤於2004年發表新時期歷史任務

的演講，他表示中國大陸的海外利益日增，

共軍特別是共軍海軍，在維護這些利益時扮

演著重要角色，共軍海軍必須將其活動水域

向外延伸。尤有甚者，這種趨勢並未顯示減

緩跡象。在「2013年中國國防白皮書：武裝

力量的多樣化運用」這份報告中，持續強調

綜合安全觀念的重要性，要求中國大陸加強

在海外的作戰能力，包括應急救援與撤離海

外公民等，為維護國家海外利益提供可靠的

安全保障，這是共軍海軍的重要任務。在「

2015年中國的軍事戰略」這份國防白皮書中

，主張中國大陸應維護國家的海洋權益，揚

棄重陸輕海傳統思維，高度重視經略海洋，

維護海權。

這兩份文件持續地將共軍關注的焦點由

陸地轉移至海洋以及由海岸與瀕海區域轉移

至遠海作戰。目前雖看不出這種趨勢將對共

軍海軍的未來領導階層產生多大影響，但是

兩種可能性已相當清楚。

首先，共軍持續地強調維護中國大陸海

洋權益的重要性，這使共軍海軍軍官有機會

削弱陸軍軍官在軍中權力獨大的畸型發展。

其次，當共軍海軍持續地擁抱其全球性

角色時，其未來領導階層軍官在視野與看法

上將可獲得提升，中共海軍也才能成為一支

真正的遠洋海軍。儘管無法確定中國大陸的

年輕軍官是否會放棄傳統安全作為，但是若

干共軍海軍的軍官表示，中共海軍的年輕軍

官對於跨越第一島鏈從事遠洋任務已具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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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隨著過去十餘年間，共軍海軍由內向

型的海岸防禦兵力轉變成外向型的遠征型海

軍，共軍海軍的下一代軍官將擁有更多的海

上經驗，這是近代中共海軍領導階層不曾擁

有的。

拾陸、和外軍的國際交往

相較前一代的領導階層，共軍海軍的後

續領導階層在國際環境中更加地自在與具自

信心。老幹部領導階層的成員在其軍旅生涯

的早期歲月，中國大陸幾乎完全孤離於國際

海洋社群之外。到接班梯隊領導階層時，他

們有機會與國際海洋社群接觸，透過海軍外

交經驗建立起信心與嫻熟技能，在老幹部領

導階層只有高階軍官才有如此機會。然而，

這些自信與經驗在未來領導階層前將快速失

去光彩，後者與外軍接觸的場合不限外交活

動，甚至更擴大至軍事作戰層面。他們在資

淺軍官時，就日漸增多地與外軍相應層級軍

官並肩工作，同時參與雙邊或多邊國際海軍

操演。

對老幹部領導階層而言，和外軍進行

交往多出現在其軍旅生涯後期歲月。文化大

革命澈底地關閉了中國大陸的海軍外交，對

外交往僅見於資深將領與北韓和斯里蘭卡等

少數國家進行互動，直到1980年代中期共軍

海軍才再度啟動海軍外交。例如：共軍直到

1985年才進行了首次國外港口訪問，由3艘

軍艦組成的任務支隊訪問了巴基斯坦、孟加

拉與斯里蘭卡三個國家。2000年代初期，共

軍海軍才開始認真地與外軍執行聯合軍事演

習，直到2007年時，其才與外軍在此區域進

行了首次海上操演，當時老幹部領導階層的

成員在共軍海軍中的地位已經相當穩固。

當共軍海軍開始與外軍交往時，初期的

行動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將其交付給地位穩

固的資深軍官來執行。例如：2002年時共軍

海軍執行了首次全球環航，編隊指揮員係當

時的海軍副司令員丁一平中將。現為共軍海

軍副司令員的杜景臣中將，當其擔任南海艦

隊參謀長時，曾率艦執行了海軍的首次亞丁

灣護航任務，不到一年時間他就被拔擢擔任

海軍參謀長的職務。

拾柒、接班梯隊領導階層與日增
的國際交往

共軍海軍接班梯隊領導階層的成員，在

其軍旅生涯早期即有很多機會進行海軍外交

工作，這是老幹部領導階層成員無法企及的

。共軍海軍現已成為中國大陸執行軍事外交

的主要軍種，其參與的行動包括了亞丁灣打

擊海盜護航任務，運用醫院船「和平方舟號

」進行人道救援以及傳統戰鬥演習等等，後

者包括了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的年度聯合海上

演習，這使得共軍海軍與外軍的接觸機會日

漸增多。例如：2007年時擔任東海艦隊驅逐

艦第六支隊支隊長的邱延鵬大校，曾率艦參

加巴基斯坦主辦的「和平07」多國軍事演習

，這次演習計有美國在內的八個國家海軍參

演。這是中共海軍首次參與多國軍事演習，

亦是首次採用作戰艦艇無補給艦伴航方式所

進行的遠洋航行，中軍海軍在此次演習間進

行了首次海外實彈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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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捌、中共海軍未來領導階層： 
和外軍的並肩合作

相較老幹部領導階層的成員，接班梯隊

成員擁有更多的實質國際交往經驗，但是多

限於粗略的外交事件，包括港口訪問的聚會

或海上的通聯演練。與其對比，共軍海軍未

來領導階層的成員，他們則以實際而非旁觀

的做法與外軍進行合作。例如：中國大陸與

美國海軍數年來在亞丁灣執行任務時擁有良

好互動，2013年兩國軍艦在此水域進行了首

次聯合演習，操演科目包括雙方人員互登對

方軍艦，實彈射擊與直升機互降等等。同年

9月間，中美兩國海軍在夏威夷外海執行了

另一次演習。2014年夏，共軍海軍派出4艘

軍艦首度參加環太平洋演習，這是全球規模

最大的多國海軍演習。趙曉剛大校擔任中共

海軍參演編隊的指揮員，編隊內的四艘軍艦

艦長與來自其他國家的軍艦進行了緊密的互

動，相關國家包括了美國、法國與新加坡等

等，參演各國海軍每日在海上執行各項操演

並進行交流互動。

在軍事生涯早期歲月能與外軍進行如此

緊密的互動，對接班梯隊成員來說是不可能

的，對吳勝利上將在內的老幹部領導階層成

員更是無法想像。隨著共軍海軍持續地與外

軍合作，中共海軍的未來領導階層對於外軍

將有更深刻的認識與理解，這是接班梯隊遠

遠不及的。

拾玖、戰鬥經驗

儘管中共海軍的新一代領導階層擁有良

好的教育，訓練以及海外行動經驗，但是一

項特質係其所欠缺的，就是他們沒有老幹部

及接班梯隊領導階層所具有的戰鬥經驗。就

歷史言，共軍海軍的戰鬥經驗有限僅見於少

許的軍事行動之中，包括了1950年代由國民

黨手中解放了沿海許多島嶼，1965年和國民

黨海軍發生了兩起小規模海戰與和越南海軍

的兩次衝突事件。這兩起衝突事件一係1974

年的西沙海戰，另一則是1988年的南沙群島

赤瓜礁海戰。

我們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當前中共海軍

領導階層何人具有直接的戰鬥經驗。大多數

的海上戰鬥係於早年發生，吳勝利上將係共

軍海軍最資深軍官，在其加入共軍前這些海

戰均已結束。許多接班梯隊成員係在1974年

中越西沙海戰時加入共軍海軍，當中包括了

黨委常委田中中將與邱延鵬中將，另外東海

艦隊副司令員何浩亦於同年加入海軍。再者

，由於這些戰鬥為時甚短加上範圍有限，涉

入戰鬥的軍官人數相對地有限，即使參與戰

鬥恐怕也無法獲得重要的戰鬥經驗。即令如

此，對當時加入共軍海軍的軍官而言，海軍

的獲勝似乎具正面效應，相對比的，中共陸

軍在1979年的中越戰爭中可說是澈底失敗的。

目前，就可獲得各項證據顯示，中共海

軍當前領導階層中最接近直接參與戰鬥者為

吳勝利上將，1988年3月14日，中國大陸與

越南於南沙群島赤瓜礁發生海戰。雖然，吳

勝利未直接參與此次海戰，由於是時其為東

海艦隊驅逐艦第六支隊支隊長，其下轄的護

衛艦「鷹潭號」曾參與此次海上戰鬥。就此

觀之，吳勝利在某種程度上應參與了此次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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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的執行。

貳拾、中共海軍的未來領導階層

由於共軍海軍近期正在進行有史以來最

大規模的人事更迭，本文試圖對當前與老幹

部領導階層進行比較與比對，後者成員於文

化大革命期間加入共軍，多數人服役了短暫

時間隨即就離開軍中，於是當前的接班梯隊

領層階層取代了他們。此外，本文亦對中共

海軍的未來領導階層進行探討，隨著他們晉

升至高階時，標誌著中共海軍領導階層演進

邁入了第二個重要分水嶺。

透過本文研究可以發現，共軍海軍現正

在進行大幅度的轉變，其呈現在專業教育、

訓練、國際交往與執行嶄新任務經驗等不同

面向，後者係其浮現中的領導階層所擁有的

特色。儘管老幹部領導階層正在管理快速轉

變中的共軍海軍，但是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

，甚少能在海軍內部獲得生涯發展所需的專

業技能。在老幹部領導階層管理下的海軍，

開始招募教育程度較高的軍官候選人，提供

他們更嚴格的訓練，但是他們本身卻無機會

接受相關訓練。雖然，在老幹部領導階層成

員的任期內，共軍海軍已開始執行遠海作戰

任務，但他們之中的少數係在文化大革命期

間加入共軍，當時共軍海軍只是一支海岸防

禦型兵力，他們的經歷侷限於海岸作戰型式。

關於此點中共海軍何以與眾不同？許

多發展中的海軍必須對特定的倒置層級，

(Level of Inversion)進行管理，這個層級

存於海軍人員的專業技術領域，年輕低階軍

官較資深高階軍官對於技術具有較佳掌控能

力。南韓、印度、越南與其他發展中的海軍

，都面臨著相類似的挑戰。然而，前文提及

各項證顯示，中共海軍面臨的挑戰不同於前

揭國家，而且情勢更加險惡嚴峻。僅有少數

國家會貶抑專業技能與知識，同時會將專業

訓練倒置於政治忠誠下，老幹部領導階層成

員在其早期軍事生涯中都是在這種環境下度

過。此外，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對

外封閉，這亦是極為罕見的情形。在瞭解前

後脈絡後，共軍老幹部領導階層的成就是值

得注意的。

本文研究結果顯示，中共海軍的歷代領

導階層透過與其他先進已發展國家的海軍軍

官團的交流，逐漸地發展各項特性並獲得海

上交往經驗。當前，接班梯隊較老幹部領導

階層更自在地與外軍互動，未來領導階層成

員則與美國海軍艦船共同作業，同時與北約

會員國的海軍軍官一起研習。這些特點有助

中共海軍軍官與美國及其盟國海軍軍官進行

交流，這種情形未來將會更形普遍。

儘管發生這些改變，但在新舊領導階層

間仍有相類似之處。如同老幹部領導階層般

，接班梯隊領導階層的成員多來自中國大陸

已發展的東部沿海省份。如同其先行者，兩

代領導階層均有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生活記憶

，這是中國大陸近代歷史最危險與不穩定的

歲月。雖然，我們並不清楚這段經歷會對個

別軍官造成何種影響，但是他們記憶中的這

段時期，中國大陸是嬴弱，不穩定與經常處

於戰爭威脅之下的。

最後，有一點十分重要，雖然中共海

軍日漸朝向專業主義發展，但是其領導階層

資江軍艦 PC-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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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掌舵？

中共海軍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領導者

仍緊固地嵌入中國共產黨之內。儘管若干人

認為共軍的現代化與專業化有可能發生杭廷

頓式的轉移(Huntingtonian-Style Transi-

tion)，使其由一支黨軍轉變成國家軍隊，

但是這種情況迄今並未出現。事實上，中國

共產黨對共軍海軍領導階層的決策持續進行

控制，具體反映則是過去數年來中國共產黨

進行的反貪腐行動，為數眾多的資深軍官因

為貪腐或觸犯黨紀遭到解職。在共軍海軍內

部，許多重要職務軍官因反貪腐行動遭到調

查，包括了海軍副政委馬發祥中將與南海艦

隊裝備部部長姜中華少將。因此，重要的是

我們不能忘記，雖然共軍海軍官員的專業化

日增，中共海軍新領導階層仍受到中國共產

黨嚴格的控制，其最重的仍是持續得到黨的

認同。(本文經美國海軍戰爭學院評論季刊同

意轉譯中文繁體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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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江軍艦係由美國Albina Engine & Ma-

chinery公司所建造之巡邏艦，編號PC-1078，

1942年8月8日下水成軍，在美服役期間曾參加

第二次世界大戰。民國43年5月19日美國依據

中美共同防禦協定，將該艦移交我國，命名為

「資江」軍艦，編號PC-109，隸屬巡防艦隊。

資江軍艦自成軍後除擔任海防巡弋任務外

，曾參加過民國44年2月6日至13日大陳島撤退

、民國44年12月31日糞箕山戰役、民國46年8

月10日浮頭灣海戰及民國54年5月1日「五一」

東引海戰等多次重要戰役，服役期間戰功彪炳。

該艦於民國60年1月16日，在海軍服役17年後，由於艦體老舊，內部機件也多不堪使用下，奉命除

役。(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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