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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共軍2017年軍演析論對我防衛作戰之影響

從共軍2017年軍演析論
對我防衛作戰之影響

王淯憲 中校、劉俊廷 上校

壹、前言

共軍檢討2016年計發現28起違反軍事訓

練制度規定、不按計畫完成年度訓練任務、

演習不按計畫執行、院校指揮教學執行不嚴

格等情事1，因此共軍中央軍委訓練管理部

特別頒行《加強實戰化軍事訓練暫行規定》

，並於2017年1月1日正式施行，強化執行軍

事訓練監督功能，要求中共全軍落實實戰化

軍事訓練，顯見共軍積極落實「實戰化」訓

練之要求。再從共軍2017年舉行各項軍演，

不論參演國家、軍演場次、區域範圍、動員

註1：〈中央軍委辦公廳通報28起違反軍事訓練制度規定問題〉，新華網，2016年12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
tics/2016-12/28/c_1120207271.htm，檢索日期：2018年12月5日。

提　　要：

一、共軍2017年舉行各項軍演規模層級皆超越2016年甚多，並發現共軍

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系、軍種聯合作戰型態、兵種合成作戰能力漸

趨穩定與常態化，現階段已具備海、空軍遠距作戰能力，兵力投射

推向第二島鏈以西，衝擊區域安全，亦提升攻臺能力，並增加國際

社會軍事介入臺海戰爭之難度。

二、共軍藉「一帶一路」等政經戰略布局，擴大每年聯合軍演規模及範

圍，大幅提升政治及安全影響力。每年定期性與亞洲鄰國、部分歐

洲和非洲國家，進行國防交流，增加對各區域事務影響力，企圖阻

撓、施壓或限縮我軍參與國際、亞太地區軍事會議、軍事競賽與情

報交換管道等軍事交流，對亞太及臺海安全情勢與穩定造成影響，

也對我防衛作戰形成高度威脅。

三、中共海軍於2017年實施背靠背對抗軍演、反艦、反潛作戰訓練、海

空聯合對抗、海上火砲實彈射擊、聯合立體登陸演練、大規模奪島

演練等，顯示抗擊外軍及封控臺灣海峽能力逐漸提升中，造成我國

防安全嚴峻威脅。面對共軍遠海長航繞臺訓練、軍事挑釁及在我國

領海附近實施海空聯合對抗、海上火砲實彈射擊等軍事演訓，我海

軍面臨的重大威脅，值得關注。
關鍵詞：合成旅、背靠背對抗、遠海長航、一體化聯合作戰、防衛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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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演習科目、裝備數量及規模層級皆超

越2016年甚多，尤其發現共軍戰區聯合作戰

指揮體系、軍種聯合作戰型態、兵種合成作

戰能力漸趨穩定與常態化。

再者，共軍2018年部分軍演代號與演習

內容皆與歷年相同，僅參演單位不同，其目

的應在持續驗證其聯合作戰能力與戰力，如

中俄「海上聯合-2018」軍演、陸軍「跨越

-2018「朱日和」軍演、海軍「背靠背」軍

演、空軍「藍盾-18」軍演、火箭軍「天劍

」演習、戰略支援部隊「礪兵-2018」演習

等，除既定歷年軍演持續進行外，主要各軍

種皆以比武競賽方式來促進部隊訓練；儘管

共軍現階段已具備海、空軍遠距作戰能力，

且兵力投射推向第二島鏈以西，衝擊區域安

全，亦提升攻臺能力，並增加國際社會軍事

介入臺海戰爭之難度，造成我國安全嚴峻挑

戰2。因此，本文擬由窺知共軍2017年軍演

概況，增進瞭解對共軍戰力發展概況，對我

防衛作戰所產生威脅及影響，並提出對國軍

圖一：共軍五大戰區兵力、轄區範圍、任務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美國國防部部長辦公室，《美國國防部對國會年度報告2017年度中共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An-

nual Report To Congress：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May,2017.，PP.23-30.，由作者綜整繪製。

註2：中華民國106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編纂委員會，〈第一章安全情勢第一節亞太安全情勢變遷〉，《中華民國106年四年

期國防總檢討》（臺北：國防部，2017年3月），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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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建軍備戰建議，期能「知敵制敵、超敵

勝敵」。

貳、共軍2017年度重要軍演概況

2016年12月2至3日在北京舉行「中央軍

委軍隊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改革工作會議」

，正式展開戰區以下部隊改革3，其中共軍

陸軍作戰部隊並於2017年4月起，將原戰鬥

部隊旅級、團級、營級等單位，改組為具有

合成作戰性質的合成旅與合成營，軍改後合

成營成為基本戰術單位，合成旅則成為高級

戰術單位4；海軍新組建4個陸戰旅及1個特

種作戰旅5；空軍部隊體制則改為「基地-旅

」並新組建多個空軍基地6；且共軍各軍種

部隊於軍改後皆多次參與國際、軍種、戰區

等層級軍演，驗證部隊戰備配套標準和組合

訓練模式方法，並檢驗新型態合成部隊戰力

，其影響不容小覷(五大戰區兵力、轄區範

圍、任務分布，如圖一)。

根據中共國防部及相關官媒報導統計，

中共陸、海、空、火箭軍及武警部隊於2017

年在國內外舉行逾410餘場軍演，藉由檢視

共軍參與國際聯演、聯訓、聯賽及國內軍演

，可明顯窺探共軍軍演概況與訓練情形，並

可提供國軍各級幹部借鏡與參考運用，演習

內容摘整如后(如附表)。

一、國際方面

共軍2016年與41個國家進行國際聯合演

訓、軍事交流及友好訪問7，2017年新增31

個國家8，總計達72國，其中以俄羅斯與巴

基斯坦最為頻繁；另共軍積極與各國聯合軍

演增加軍事合作機會，遂行多元化軍事任務

，並運用友好訪問促進未來軍事交流與合作

契機，以下僅針對共軍2017年較為重要軍演

實施概述。

(一)中俄「海上聯合-2017」第一階段

聯合軍演

自7月21至28日在波羅的海舉行第一階

段聯合軍演，中俄首次在波羅的海進行演習

，中共海軍艦艇編隊首次與俄羅斯波羅的海

註3：王淯憲，〈共軍軍改元年演訓概況對我防衛作戰之啟示〉《陸軍學術雙月刊》(龍潭：陸軍司令部)，第53卷，第554期，

2017年8月，頁18。
註4：揭仲，〈軍改後的中共陸軍：以集團軍組織調整、合成營與合成旅為例〉，揭仲的國防與中共軍事專題研究，2017年9

月29日，https://chiehchung.info/2017/12/23/%e8%bb%8d%e6%94%b9%e5%be%8c%e7%9a%84%e4%b8%ad%e5%85%b1%
e9%99%b8%e8%bb%8d%ef%bc%9a%e4%bb%a5%e9%9b%86%e5%9c%98%e8%bb%8d%e7%b5%84%e7%b9%94%e8%aa
%bf%e6%95%b4%e3%80%81%e5%90%88%e6%88%90%e7%87%9f%e8%88%87/，檢索日期：2018年12月5日。

註5：〈部署「跳過」臺海地區　中共海軍陸戰隊擴編逾一倍！〉，ETtoday新聞雲，2018年2月22日，https://www.ettoday.net/
news/20180222/1117490.htm，檢索日期：2018年12月5日。

註6：〈中共新建空軍基地：戰役方向合成指揮機構〉，多維新聞，2017年11月26日，http://news.dwnews.com/china/big5/
news/2017-11-26/60025849.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5日。

註7：2016年與汶萊、柬埔寨、緬甸、印尼、越南、馬來西亞、孟加拉、馬爾地夫、菲律賓、巴基斯坦、斯里蘭卡、泰國、

沙烏地阿拉伯、澳大利亞、英國、美國、法國、摩洛哥、寮國、新加坡、東帝汶、印度、阿富汗、亞塞拜然、哈薩克

、吉爾吉斯、蒙古、塔吉克、烏茲別克、埃及、以色列、約旦、利比亞、馬利、黎巴嫩、俄羅斯、白俄羅斯、塞爾

維亞、匈牙利、德國、日本等41個國家實施聯合軍演，參考王淯憲，〈2016年中共重要軍事演訓評析〉，《中共年報

2017》(臺灣新店)，2017年4月，頁3-102。
註8：2017年新增伊朗、土耳其、希臘、坦桑尼亞、吉布地、芬蘭、拉脫維亞、南非、葡萄牙、義大利、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卡達、科威特、紐西蘭、阿曼、萬那杜、馬達加斯加、丹麥、比利時、尼泊爾、尼日、查德、塞內加爾、汶萊、委

內瑞拉、辛巴威、亞美尼亞、安哥拉、尼加拉瓜、敘利亞、烏干達等31個國家實施聯合軍演，參考王淯憲，〈2017年
中共重要軍事演訓評析〉，《中共年報2018》(臺北新店)，2018年4月，頁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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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共軍2017年重要軍演名稱代號一覽表

區 分 軍   演   名   稱   代   號

國 際

金色眼鏡-2017、鸕鷀打擊-2017、可汗探索-2017、廈門-2017、聯合救援-2017、天空鑰匙-2017、科
瓦里-2017、和平-17、國際軍事競賽-2017、天山-3號、合作精神-2017、和諧使命-2017、海上聯合
-2017、朋友-2017、和平力量-2017、雄鷹Ⅵ、聯合盾牌-2017、珠峰友誼-2017、聯合撤僑-2017、
和平使命-2017、鷹擊-2017、熊貓袋鼠-2017、空天安全-2017、合作-2017、金色沙丘-2017、猛虎
-2017、米列克斯-2017。

陸 軍
跨越-2017•朱日和、火力-2017•山丹、火力-2017•青銅峽、利刃-2017•確山、戰神-2017•濰北、
中部礪劍-2017•確山、三界-2017-1、長江-2017、嚴寒-2017、聯合-2017、南部•陸域-2017 。

海 軍

1 月東艦某水警區艦艇編隊海上訓練。
2 月三大艦隊西太平洋「背靠背」攻防演練、南艦航空兵跨晝夜飛行訓練。
4 月南艦某偵測船大隊第三次海上訓練、東艦某支隊補給演練、航艦編隊年度課題訓練任務、南艦驅
  護艦編隊綜合演練(26日第2艘航艦下水)。
5 月北艦某機動岸導團機動打擊演練、南艦航空兵飛行團跨晝夜飛訓及北艦某登陸艦大隊實戰化訓練
  ；6月航艦遼寧號、北艦某作戰支援艦跨區機動訓練。
7 月東部艦隊艦載直升機跨晝夜著艦演練、13日海軍航艦編隊展開編隊協同訓練、東海海域三大艦隊
  防空反導實彈專項研練、黃海海上防險救生支隊援潛對接演練、27-29日黃海「背靠背」紅藍攻防
  演練。
8 月黃海三大艦隊「背靠背」攻防演練、北艦某驅逐艦支隊、陸戰隊某旅兩棲登陸及西沙海域實彈射
  擊、大西洋174艦艇編隊反恐反海盜演練、東艦掃雷艦編隊反水雷及驅逐艦支隊武器訓練。
9 月南艦174編隊主砲實彈射擊訓練；10月東海海域東艦「背靠背」掃雷演練。
11 月東艦多型艦機海空聯合對抗、南艦某登陸艦支隊戰區聯合演習、北艦某驅逐艦支隊實彈射擊及
   某掃雷艦大隊火砲射擊、南艦航空兵多型殲擊機對抗空戰考核。
12 月東艦某電子對抗旅跨兵種對抗及航空兵全天候紅藍對抗、南艦多軍種聯合立體登陸及航空兵多
   機種遠海練攻防對抗、東海三大艦隊藍劍杯導彈專業競賽性考核。

空 軍
繞臺遠海長航系列演訓、藍盾-17比武競賽、藍盾-17S比武競賽、紅劍-2017、金頭盔-2017、機務尖
兵-2017、合訓-2017。

空 降
兵 軍

1 月某部使用新型運輸機進行傘降訓練。
3 月某航運團新機型大強度跨晝夜飛行訓練。
4 月某空降旅大別山南麓軍事比武訓練。
5 月某旅傘兵戰鬥車進行實彈訓練、空降兵軍航空兵旅遠海低空突防戰術空降。
8 月西部戰區空軍航空兵某旅夜間實彈射擊、空降兵軍空降旅紅藍實兵對抗演練、空降兵軍運輸航空
  兵旅運-12運輸機多機編隊飛行訓練。
11月運輸航空兵旅首次夜間空降空投、某旅空降女子引導隊等4支應急分隊傘訓。
12月某旅跨區實兵實裝空降演練。

火箭軍 天劍系列演習。

戰略支
援部隊

聯合礪網-2017A、烽火-2017、礪兵-2017。

聯勤保
障部隊

7月西寧聯勤保障中心跨區聯合保障機動演練。

武 警 衛士-17•天山、礪劍-2017。

資料來源：參考〈軍事行動—聯演、維和、反恐、救援、護航〉，中共國防部， http://www.mod.gov.cn/action/ 
node_46956.htm，檢索日期：2018年12月9日、〈武裝力量—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
、武警、民兵預備役〉，中共國防部，http://www.mod.gov.cn/power/node_47601.htm，檢索日期：2018年
12月9日、〈盤點2017：必看，那些令人血脈噴張的沙場演兵〉，中國網，2017年12月24日，http://big5.
china.com.cn/gate/big5/media.china.com.cn /cmyw/2017-12-24/1195627.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9日、由
作者綜整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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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隊合作。區分港岸準備和海上實兵演練二 

階段，在港岸準備階段為雙方開展足球、乒

乓球等交流活動，在實兵演練階段演習科目

為聯合防空、登臨檢查、聯合搜救、聯合航

行補給等。中俄雙方艦艇混合編隊，中共參

演兵力為導彈驅逐艦「合肥號(舷號174)」

、導彈護衛艦「運城號(舷號571)」、綜合

補給艦「駱馬湖號(舷號964)」及艦載直升

機、陸戰隊員等，俄方參演兵力為驅逐艦「

勇敢號(舷號610)」、護衛艦「守護號(舷號

530)」和輔助船等艦艇及定翼機、直升機和

陸戰隊員9。

(二)中俄「海上聯合-2017」第二階段

聯合軍演

自9月22至26日在日本海及鄂霍茨克海

海域舉行第二階段聯合軍演，演習科目為艦

艇編隊防空、反潛防禦、反艦防禦、聯合機

動等10。此次演習編組2個戰術群。第1戰術

群由俄羅斯反潛艦「特里布茨海軍上將(舷

號564)」號擔任指揮艦，配屬兵力有中共海

軍導彈驅逐艦「石家莊號(舷號116)」、俄

羅斯打撈救援艦「伊戈爾‧別洛烏索夫號

(21300S型)」和2架艦載直升機，第2戰術群

由中共海軍導彈護衛艦大慶艦(舷號576)擔

任指揮艦，配屬兵力主要有俄導彈巡洋艦「

瓦良格號(舷號011)」和中共海軍綜合補給

艦「東平湖號(舷號960)」、綜合援潛救生

船「長島號(舷號867)，保障兵力主要由俄

海軍潛艇以及數架飛機組成11(聯合軍演實況

，如圖二)。

二、陸軍方面

2017年4月後，中共陸軍各集團軍下轄

圖二：中俄「海上聯合—2017」聯合軍演實況
資料來源：參考〈中俄“海上聯合—2017＂軍演實兵階段進行多課目演練〉，新華網，2017年9月23日，http://news.

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9/23/c_1121713147.htm，檢索日期：2018年12月9日、〈軍報記者鏡頭下的
中俄“海上聯合-2017＂軍演〉，中國軍網，2017年9月16日，http://www.81.cn/big5/jkhc/2017-09/16/con-
tent_7758924.htm，檢索日期：2018年12月9日，由作者綜整繪製。

註9：〈霸氣！中俄“海上聯合-2017＂軍演第一階段影像〉，中共國防部網站，2017年8月8日，http://www.mod.gov.cn/ac-
tion/2017-08/08/content_4788176.htm，檢索日期：2018年12月9日。

註10：〈中俄“海上聯合—2017＂軍演實兵階段進行多課目演練〉，新華網，2017年9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
tics/2017-09/23/c_1121713147.htm，檢索日期：2018年12月9日。

註11：〈實力打臉：中俄“海上聯合＂演習雙方救援潛艇技術差距大〉，搜狐軍事網，2017年11月5日，http://www.sohu.
com/a/202410828_612346，檢索日期：2018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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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隊改編為「合成旅」及「合成營」型式

，並以合成方式參與軍事訓練或紅藍對抗，

舉行9場基地化訓練對抗軍演，按戰備機動

、遠程投送、攻防戰鬥、檢討總結等步驟實

施，研究新編成的合成旅新戰法、實戰化新

訓練方法、基地化新模式，提供軍改後各部

隊訓練與作戰之借鏡。

(一)「跨越-2017‧朱日和」合成旅對

抗軍演

「跨越-2017‧朱日和」軍演與2016年5

個旅級部隊參演相比12，2017年縮減為1個合

成旅，階段區分為「陣地進攻、城市進攻、

陣地防禦」13。為軍改後陸軍首個參與「跨

越」系列軍演的合成旅，其目的在顯示聯合

作戰背景與作戰力量運用及新編制部隊戰法

創新14。

(二)「火力-2017‧山丹」防空兵對抗

軍演

8月22日至9月12日在甘肅省山丹縣山丹

訓練場舉行防空兵對抗軍演，紅方由第79集

團軍防空79旅扮演與空軍航空兵第66旅的藍

方部隊展開陸空實兵對抗15。區分「隱蔽集

結、聯合防空反導、掩護攻防戰鬥、撤出戰

鬥」等4階段16，軍演科目為「偵察預警、指

揮控制、火力攔截、信息對抗、快速機動、

綜合保障」等6個科目17，軍演全程採取6次

回合研究性對抗與檢驗性對抗。藍方空軍航

空兵第66旅出動多種機型參與對抗，派出殲

-10戰機、殲-11戰機、米-171直升機、直-9

直升機和各型無人機等。而此次軍演是軍改

後防空兵部隊首次軍演，對於改革後各集團

軍防空旅是一次重要考核。

(三)「火力-2017‧青銅峽」砲兵對抗

軍演

9月11日至27日在西部戰區青銅峽合同

戰術訓練基地舉行砲兵對抗軍演。由西部戰

區第76集團軍合成17旅擔任藍方與參演紅方

東部戰區第71集團軍砲兵71旅實施對抗，區

分「支援攻防戰鬥開進與反開進、火力突擊

與反突擊、火力支援與反支援」等三階段18

，全程使用砲兵智能靶標系統塑造戰場態勢

，導演部以隨機目標誘導紅方部隊自主偵察

獲取目標、自主規劃火力、自主編組火力打

擊、自主評估毀傷效果，以報廢裝備模擬實

裝、實體工事構築等方法來驗證軍演，誘導

紅方按建制射擊、目標類型射擊、射擊方法

註12：同註3，頁37。
註13：〈“跨越-2017?朱日和＂進入實兵對抗演練階段〉，中國軍網，2017年9月10日，http://www.81.cn/jmywyl/2017-09/10/

content_7750384.htm，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1日。

註14：〈“跨越-2017?朱日和＂開打 陸軍合成旅首次亮相〉，萬維讀者軍事天地，2017年8月24日，http://bbs.creaders.net/
military/bbsviewer.php?trd_id=1265325，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1日。

註15：〈統計2017年陸軍基地化軍演〉，超級大本營，2017年10月6日，https://lt.cjdby.net/thread-2415072-1-1.html，檢索日期

：2018年12月12日。

註16：〈【火力-2017山丹演習】實兵對抗結束 20多天演習落下戰幕〉，新浪網，2017年9月10日，http://news.sina.com.cn/
o/2017-09-10/doc-ifykuftz5920256.s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2日。

註17：〈「火力-2017山丹」基地化演練落下帷幕〉，每日頭條，2017年9月12日，https://kknews.cc/zh-tw/military/kamy85b.
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2日。

註18：〈「火力-2017·青銅峽」基地化訓練有看點！〉，每日頭條，2017年9月22日，https://kknews.cc/zh-tw/military/xnjkeag.
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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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擊，夜間射擊占總射擊時間七成以上19。

三、海軍方面

(一)8月5-8日黃海、渤海海域三大艦隊

「背靠背」紅藍攻防軍演

此次軍演為共軍海軍軍改後，首次編組

三大艦隊兵力在黃海、渤海海域同時實施大

型實兵實彈軍演，根據年度訓練計畫所實施

例行性軍演20，紅藍雙方進行「背靠背」攻

防對抗，派出10餘艘水面艦艇、潛艇、10餘

架飛機和岸導部隊組成多個突擊群參加，展

開兵種合同作戰對海面及地面實施突擊及航

空兵制空攔截等10多個科目演練，中共海軍

司令員沈金龍、政委苗華親赴一線指揮，此

次軍演目的為「最大限度檢驗體系作戰能力

和武器裝備效能」21。媒體報導認為黃海軍

演是「准軍備」性質，具有很強針對性、目

的性及實用性，主要是做好部隊區域調動和

準備22。

(二)12月東海海域三大艦隊藍劍杯導彈

專業競賽性考核

自12月7日至12日東海某海域舉行「藍

劍杯」導彈專業競賽性考核。中共海軍三大

艦隊約40多艘艦艇競技，對防空飛彈進行實

兵實彈專項研練23，此次競賽艦艇進行超低

空多目標射擊，重點驗證末端反飛彈能力，

檢驗水面艦艇部隊飛彈專業技能，所有參賽

圖三：共軍「藍劍杯」導彈專業競賽實況圖
資料來源：〈震撼！海軍三大艦隊40多艘艦艇東海同台競技〉，人民網，2017年12月14日，http://military.people.com.

cn/BIG5/ n1/2017/1214/c1011-29706745.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4日、〈看東海－海軍三大艦隊如

何PK防空反導能力〉，新浪新聞中心，2017年12月10日，http://news.sina.com.cn/o/2017-12-10/doc-ifypny-
qi3068783.s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9日，由作者綜整繪製。

註19：〈火力全開，硝煙四起！帶你走進「火力-2017·青銅峽」實兵對抗演練〉，全球華人資訊聯盟，2017年9月29日，

http://www.pixpo.net/post349076，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3日。

註20：〈解放軍三大艦隊黃渤海演習〉，大公網，2017年8月8日，http://www.takungpao.com.hk/mainland/text/2017/0808 
/103539.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3日。

註21：〈中國海軍司令親自指揮 黃海演習場面震撼〉，多維新聞網，2017年8月7日，http://news.dwnews.com/china/big5/
news/2017-08-07/60005515.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4日。

註22：〈海軍黃渤海大演練展強大戰力 演練地點耐人尋味〉，每日頭條，2017年8月8日，http://news.dwnews.com/china/big5/
news/2017-08-07/60005515.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4日。

註23：〈武裝力量－海軍  海軍舉行“藍劍杯＂導彈專業競賽性考核〉，中共國防部，2017年12月8日，http://www.mod.gov.
cn/big5/shouye/2017-12/08/content_4799414.htm，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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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艇從三大艦隊隨機抽選，參賽人員也按照

編制審核，目的在檢驗部隊真實訓練水準24(

競賽實況，如圖三)。

(三)11月南海艦隊航空兵多型殲擊機空

戰對抗競賽考核

自11月23日至26日在海南某地舉行海軍

航空兵多型殲擊機空戰對抗競賽考核，來自

東海艦隊航空兵、南海艦隊航空兵總計12個

機組，採取二對二自由空戰，展開多回對抗

角逐冠軍機組25，此次競賽採 「擊落制」規

則，檢驗部隊實戰化訓練成果、裝備性能及

戰術測試，競賽採用數字化評估系統，快速

地評定攻擊效果和成績26。

(四)12月南海海域南海艦隊多軍種聯合

立體登陸軍演

自12月10日至13日在廣東西部海域舉行

多軍種聯合立體登陸軍演，由南海艦隊帶領

南部戰區空軍、火箭軍、海軍陸戰隊及省軍

區部分兵力參加27，首次在南部戰區鹿砦戰

術合同訓練基地開設導演部，跨區執行聯合

實兵實彈演習。在聯合立體登陸演習中，海

、空軍部隊運用明顯加重，陸航某新型武裝

直升機(據新聞畫面顯示應為直-10武裝直升

機)臨時提出在綜合船塢登陸艦「長白山號(

舷號989)」進行著降，實現陸軍新型武裝直

升機在海軍艦艇上首次起降28(軍演實況，如

圖四)。

四、空軍方面

圖四：南海艦隊多軍種聯合立體登陸軍演實況圖
資料來源：參考〈陸軍某新型武裝直升機首次在海軍艦艇上起降〉，人民網，2017年12月12日，http://military.people.

com.cn/BIG5/n1/2017/1212/c1011-29700758.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5日、〈如何在「聯合坐標系

」中精確定位？這是南海艦隊的回答！〉，壹讀，2017年12月12日，https://read01.com/ggdgBRd.html#.
W9ohM4d-U5s，檢索日期：2018年12月9日，由作者綜整繪製。

註24：〈震撼！海軍三大艦隊40多艘艦艇東海同台競技〉，人民網，2017年12月14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
n1/2017/1214/c1011-29706745.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4日。

註25：〈海軍多型殲擊機對抗空戰競賽考核，海空獵手一決高下〉，新浪新聞中心，2017年11月30日，http://news.sina.com.
cn/o/2017-11-30/doc-ifyphkhk9120970.s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4日。

註26：〈武裝力量－海軍  海軍航空兵首次組織多型殲擊機對抗空戰競賽考核〉，中共國防部，2017年12月6日，http://www.
mod.gov.cn/big5/power/2017-12/06/content_4799205.htm，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4日。

註27：〈多軍種聯訓：船塢登陸艦搭載陸航新型武裝直升機〉，中國新聞網，2017年12月12日，http://www.chinanews.com/
mil/2017/12-12/8398190.s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5日。

註28：〈陸軍某新型武裝直升機首次在海軍艦艇上起降〉，人民網，2017年12月12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
n1/2017/1212/c1011-29700758.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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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紅劍-2017」紅藍對抗軍演

2017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四川省鼎

新機場舉行「紅劍-2017」紅藍對抗軍演，

此次是中共空軍部隊軍改後，以「基地-旅

」體制運行，空軍首次在兩個基地間實施戰

役層級實戰化體系對抗29。派出殲-10C戰機

、殲-20戰機、空警-500預警機、運-8干擾

機等多型機參戰。軍演中轟-6K轟炸機攜帶

一款「神秘吊艙」引人矚目；陸媒指出該吊

艙極可能是一款新型「干擾吊艙」，用於提

高搭載機型電子干擾能力及增強突防能力。

這次軍演不預擬腳本、不預演、不提供部隊

戰時情報資訊，全程背對背進行對抗，目的

在考驗部隊實戰能力30。

(二)8月空降兵軍空降旅紅藍實兵對抗

考核演練

8月19至24日在西北戈壁空軍空降兵軍

空降某旅實施軍改後首次實兵對抗考核演練

，檢驗和提升空降兵軍部隊實戰能力31，紅

藍雙方全程自主規劃、自主行動、自主對抗

，演練期間納入80公里跨晝夜負重行軍及空

降作戰深入敵後等科目，確保戰鬥力與編制

調整同步完成32。

(三)11月空軍無人機部隊首次大強度晝

夜連續出擊演練

11月22至25日中共空軍無人機部隊在「

神秘的大漠機場」實施演練(研判應為四川

省鼎新機場)，此次由成立僅3年空軍某無人

機部隊在實戰條件下首次晝夜連續出擊，進

行「組合目標」整體殺傷評估33，併用夜間

雷射導引空對地飛彈攻擊假想敵。根據《解

放軍報》報導顯示，這次實彈攻擊應為GJ-1

「翼龍」無人攻擊機，最後宣稱「十發十中

」34。

五、火箭軍方面

從1月到12月陸續在吉林省白山市火箭

軍戰術合同訓練基地舉行「天劍-2017」系

列紅藍對抗演練，統計2017年「天劍」系列

軍演共約15場，發射各型導彈近60餘枚。「

天劍-2017」系列軍演以整旅突擊、連續突

擊、集團突擊、複雜電磁環境下突擊，實施

「集群發射齊射齊落」射擊方式，火箭軍全

道路機動、全地域發射、全方位控制、全天

候突擊能力逐漸增強35；近5年火箭軍已完成

40餘次重大軍演，參加聯合訓練30多場，發

射各型導彈數百枚36。

註29：〈空軍“紅劍-2017＂體系對抗演習打響〉，中國軍網，2017年11月29日，http://www.81.cn/big5/jmywyl/2017-11/29/
content_7847470.htm，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6日。

註30：〈轟-6裝「神秘吊艙」！解放軍「紅劍-2017」對抗登場〉，ETtoday新聞雲，2017年12月1日，https://www.ettoday.net/
news/20171201/1064072.htm，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6日。

註31：〈央視：空降兵某旅開展紅藍對抗實兵演練〉，中國觀察網，2017年8月19日，http://www.chinabelt.win/cctv-airborne-
brigade-to-carry-out-the-red-and-blue-against-real-soldiers-dril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6日。

註32：〈央視：空降兵某旅開展紅藍對抗實兵演練〉，每日頭條，2017年8月19日，https://kknews.cc/military/9ja38j5.html，檢

索日期：2018年12月16日。

註33：〈武裝力量-空軍  空軍無人機部隊首次組織大強度晝夜連續出擊演練〉，中共國防部，2017年11月26日，http://www.
mod.gov.cn/big5/power/2017-11/26/content_4798261.htm，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6日。

註34：〈共軍無人機射擊飛彈演練 宣稱十發十中〉，中央通訊社，2017年11月26日，http://www.cna.com.tw/news/
acn/201711260081-1.aspx，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7日。

註35：〈武裝力量-火箭軍  神劍嘯天揚軍威-火箭軍加快提升戰略能力紀事〉，中共國防部，2017年9月27日，http://www.
mod.gov.cn/big5/power/2017-09/27/content_4793202.htm，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7日。

註36：〈5年發射數百發多態導彈，這家“快遞＂有點牛！〉，掃文資訊，2017年7月4日，https://hk.saowen.com/a/
b784508422184fe161e341b73ff74e95c5bdcbd267a6849b00c8717b6f1bd509，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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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共軍軍演對我防衛作戰之影
響

共軍作戰任務由提高打贏資訊化條件下

局部戰爭能力，轉為具備全域作戰能力，每

年按照年度全軍軍事訓練指示，進行相關軍

事訓練與演訓，並擴大攻臺作戰想定及演習

力度，持續提升戰略威懾、制壓打擊、反導

和戰略投送能量及提供「全域作戰能力」。

然而中共軍事力量持續快速成長，在規劃調

整軍事戰略、軍事改革、聯合作戰、武器研

製、海外基地建設及部隊演訓等方面均有大

幅進展，對我防衛作戰威脅與日俱增。

一、共軍軍事外交擴大，我軍事交流受

制約

共軍參與國際軍事性聯演及軍事外交逐

年增加，據統計共軍於2015年與19個國家37

、2016年與40個國家38、2017年與72國展開

軍事外交39，發現其拓展方式區分四類：第

一類，藉中共海軍護航編隊、訪問編隊及醫

療訪問靠港補給方式拓展海軍軍事聯演；第

二類，藉參與國際性大型軍事比賽促進軍事

互訪；第三類，藉國際性軍事裝備展覽或軍

事博覽會開拓軍事交流；第四類，藉聯合國

維和部隊經驗交流或聯合演練推動軍事合作

；顯見共軍藉與世界各國交流機會，遂行多

元化軍事任務外，並加重參與聯合國維和部

隊任務與人員數量，積極提升中共在聯合國

主導角色與國際地位，拓展軍事武器裝備輸

出與輸入交易，並增加海外軍事盟邦與建立

海外基地為目的。

然共軍藉「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一帶一路」等政經戰略布局，積極與俄羅

斯加強安全聯繫，擴大每年聯合軍演規模及

範圍，大幅提升政治及安全影響力40，每年

定期性與亞洲鄰國、部分歐洲和非洲國家，

進行國防交流，甚至和一些國家進行國防諮

詢與情報交換41，增加對區域事務影響力，

企圖阻撓、施壓或限縮我軍參與國際、亞太

地區軍事會議、軍事競賽及情報交換管道等

軍事交流，對亞太及臺海安全情勢與穩定造

成影響，也對我防衛作戰形成高度影響與威

脅(共軍軍演活動範圍與一帶一路關係，如

圖五)。

二、陸軍部隊改合成旅，我軍聯兵旅受

考驗

觀察中共陸軍於2017年4月陸續將戰鬥

部隊「旅級」、「營級」單位改編為「合成

旅」與「合成營」。依據公開資料顯示，中

共陸軍合成旅區分為「重型合成旅」42、「

中型合成旅」43、「輕型合成旅」等3類型44

，經資料分析，各型合成旅編組皆編制偵察

註37：王偉賢、劉駿為，〈共軍2015年軍演概況對我防衛作戰之影響〉《陸軍學術雙月刊》(桃園龍潭)，第550期，2016年12
月，頁78。

註38：同註3，頁37。
註39：王淯憲，〈2017年中共重要軍演要況評析〉，《2018年中共年報》(新店：中共研究雜誌社)，2018年5月，頁3-138。
註40：同註2，頁128。
註41：麥艾文著，國防部譯印，〈第五章中國大陸擴大外交手段〉《中共的國際行為》(臺北：中華民國國防部)，2011年5

月，頁115。
註42：〈中國第一重型合成旅亮相 配80輛99A坦克120輛步戰車〉，新浪軍事網，2017年7月12日，http://mil.news.sina.com.cn/

jssd/2017-07-12/doc-ifyhwehx5748938.s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9日。
註43：〈來看看解放軍中型合成旅的勁爆訓練畫面〉，央廣網軍事，2018年1月15日，http://military.cnr.cn/wqzb/

zcwq/20180115/t20180115_524099362.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9日。
註44：〈我軍首次全方位展示新型輕型合成旅：清一色裝甲猛士〉，騰訊網，2017年8月27日，https://xw.qq.com/

cmsid/20170827A07EZV00，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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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合成營4、砲兵營、防空營、作戰支援

營、後勤保障營等單位，每個合成旅合計9

個營級單位。然國軍現行聯兵旅編制與共軍

軍改前傳統編制的裝甲旅、機步旅、摩步旅

相似，未來國軍裝甲旅或機步旅(五三制-每

個旅有5個營，每個營3個連)與共軍合成旅(

九七制-每個旅有9個營，每個營7個連)進行

防衛作戰時，我國以現行聯兵旅編制戰力，

未來恐怕面臨嚴酷考驗。

三、海軍近海軍演頻繁，我近海防衛受

威脅

依中共國防部2015年《中國的軍事戰略

》國防白皮書，要求中共海軍逐步實現由近

海防衛型向近海防衛與遠海護衛型接合轉變

。在此要求下，近海防衛訓練有三大艦隊背

靠背對抗軍演；遠海機動訓練有「亞丁灣護

航編隊」、「遠海訪問編隊」、「和平方舟

號醫療訪問」等。中共海軍為獲取「近海防

衛型」優勢，增加艦載防空能力、更換海軍

航空兵戰機種類、運用電偵機、預警機加強

海上預警能力，添購空中加油機延長海上戰

機空中作戰時間；另擴編海軍陸戰旅由原本

2個陸戰旅增加為6個陸戰旅及1個特種作戰

旅等積極作為45。

圖五：共軍2017年國際軍演活動範圍與一帶一路關係圖
資料來源：參考〈開創新航程 共築絲路夢〉，新華網，2015年3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cjzthgjj/104.

htm，檢索日期：2018年12月19日，由作者綜整繪製。

註45：〈中國海軍陸戰“遠征軍＂成型：三大艦隊6個陸戰旅亮相〉，騰訊新聞網，2017年12月3日，http://new.qq.com/
omn/20171203/20171203A0P2V8.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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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海軍於2017年在渤海、黃海、東海

、南海、巴士海峽、北部灣、宮古海峽、宗

谷海峽等海域，實施背靠背對抗軍演、反艦

反潛作戰訓練、海空聯合對抗、海上火砲實

彈射擊、聯合立體登陸演練、大規模奪島演

練等，顯示抗擊外軍及對臺灣海峽封控能力

逐漸提升中；相對於我國海軍面對共軍海軍

不斷擴增艦艇數量，配賦具有防空、反艦及

反潛武器之水面作戰艦持續增加，還面臨跨

區遠海長航繞臺訓練的挑釁，於我國領海附

近實施海空聯合對抗、海上火砲實彈射擊等

軍事演訓威脅，影響及威脅不容小覷。

四、空降兵朝合成發展，我反空降受制

壓

2017年5月《中國空軍報》報導空降兵

進行軍改消息，原空降15軍改編為「共軍空

降兵軍」，原所屬師級單位拆成數個旅級，

原特種大隊擴編為特戰旅46，並新組建作戰

支援旅及運輸航空旅47；另2018年5月新增空

中突擊旅，使空降兵軍目前已達10個旅級單

位規模48。共軍空降兵軍於軍改後，即進行

密集高強度訓練，並顯示共軍正運用新型運

-12運輸機、運-20運輸機、直-8直升機、直

-18直升機加強其空降能力訓練，發展新部

隊新機種快速空機降奪控能力。

在《美國空軍介入臺海衝突面臨的挑戰

及應對策略》書中提到，共軍可能是為「斬

首」臺灣領導人或奪占關鍵節點的空降戰役

提供空中安全，主要是奪取裝載點和卸載點

之間的空中優勢，空降戰役也可能結合兩棲

登陸同時進行49。依據共軍編《合同進攻戰

術教程》提到，機降戰鬥群(隊)接近機降場

時，對機降場及其附近地區殘敵，以上級火

力或以機載武器火力予以消滅50。我軍執行

反空(機)降任務的打擊部隊將面臨空降兵軍

火力威脅，第一次空(機)降前30-40分鐘，

轟炸機對我實施空中轟炸，第二次空(機)降

前1-2分鐘，突擊分隊的空降步兵戰車(ZBD-

03)或機載武器火力對我實施地面掃射，屆

時我軍反空降戰鬥受到共軍制壓，恐面臨防

衛作戰反空降任務失利窘境。

五、火箭軍整合作戰力，我戰力防護受

威懾

2016年火箭軍由兵種調整為軍種，依「

戰區主戰」原則，進行部隊轉隸、駐地調整

，2017年4月更新基地番號後，積極從事相

關實戰化發射、聯合作戰相關訓練與作戰流

程檢驗演練，可以看出火箭軍致力於提升戰

略導彈部隊能力，不論其型式、性能、數量

皆顯著提升，朝「小型化、自動化、智能化

」發展，尤其是常規型中、短程導彈，從射

程、毀傷力、準確度、跨區機動方式及集群

註46：〈揭秘中國空降兵：從一人一具傘一杆槍到空中集團軍〉，中國新聞網，2017年8月29日，http://www.chinanews.com/
mil/2017/08-29/8316886.s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20日。

註47：世界日報，〈揭秘中國空降兵〉(2017年8月29日報導)，http://www.worldjournal.com/5141910/article-%E6%8F%AD%E7
%A7%98%E4%B8%AD%E5%9C%8B%E7%A9%BA%E9%99%8D%E5%85%B5/，檢索日期：2018年12月24日。

註48：〈唯三空降部隊之一 中共空軍空中突擊旅首次公開〉，中時電子報，2018年5月17日，http://www.chinatimes.com/real-
timenews/20180517002720-260417，檢索日期：2018年12月24日。

註49：陳育功譯，〈第三章以臺灣為背景的作戰行動〉，《美國空軍介入臺海衝突面臨的挑戰及應對策略》（中國北京：軍

事科學出版社，2014年4月），頁36。
註50：程晉明，〈第十講 合同進攻戰鬥行動〉，《合同進攻戰術教程》(中國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3年1月)，頁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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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射齊射齊落等持續加強精進中，探索火箭

軍聯合作戰方式與實戰背景下精確打擊能力

，打擊範圍涵蓋第二島鏈，逐漸達「核常兼

備、全域懾戰」目標51。

2017年火箭軍依「核常兼備、全域懾戰

」要求，透過「天劍」系列演習，配合戰區

及海軍演訓時機，採「異地同步、多彈實測

」模式，實施集群發射齊射齊落飽和式攻擊

方式，加強其「聯合戰役」作戰效能52，檢

驗全道路機動、全地域發射、全方位控制、

全天候突擊能力，其中所部署中(短)程戰術

彈道及巡弋飛彈射程均涵蓋臺灣本島全境，

對我重要防護目標、關鍵防衛戰力及作戰部

隊等戰力防護作為產生嚴重威懾。

肆、共軍軍演對我防衛作戰之建
議

共軍2017年進行集團軍以下部隊軍事改

革與合成化調整，對我防衛作戰產生影響，

國軍依照國防部軍事戰略思維指導，精進防

衛作戰戰術戰法，持續強化關鍵防衛戰力，

因應共軍相對性軍演，國軍應朝向建立高機

動性、高效能、高精準打擊及高聯合作戰之

戰力，嚇阻共軍軍事冒進，確保臺海安全，

建議如下：

一、主動促進軍事交流，突破軍事合作

困境

針對共軍阻撓、施壓或限縮我軍參與國

際、亞太地區軍事會議及情報交換管道等軍

事合作交流，對我防衛作戰形成重大影響，

建議我國可藉由主動參與各類型國際或區域

性質的官方、半官方或民間學術研討會、智

庫互訪交流、國防軍事展覽(演)、軍陣醫療

交流或義診、災害防救與人道救援、反恐訓

練合作、反毒偷渡查緝交流、海軍敦睦遠航

訓練等，由政府或國防部持續主動促進交流

合作，藉由民間全民國防積極參與，促進國

防事務互動，拓展國際性或區域性戰略對話

、安全合作與軍事交流機會，增加與友邦互

信互利，以突破中共軍事交流阻擾，進而維

護臺海安全，促進區域和平53。

二、陸軍調整聯兵編制，武器具備遠近

射程

因應防衛作戰國軍五三制裝甲旅(機步

旅)對應與共軍九七制合成旅作戰時，建議

國防部因應共軍軍改後合成旅編成，研擬調

整建立國軍裝甲旅、機步旅「全新戰鬥協同

」編制，重新編制聯戰性佳、防禦性高、攻

擊性強及高精準打擊之聯兵旅，調整聯兵旅

營、連級編組，不再只有單一口徑、單一武

器的旅、營級型態，而是配賦「近、中、遠

」不同口徑武器，具有不同距離攻擊與防禦

能力的旅、營級，具備聯合作戰、兵科協同

全新戰力，以符合防衛作戰軍事戰略目標，

可達成「灘岸殲敵」用兵理念54。

三、建購海上目獲系統，增加防衛作為

時間

因應共軍近海軍演頻繁，我近海防衛作

註51：同註2，頁39。
註52：陳振國、杜建明，〈中共火箭軍戰術彈道導彈對我軍事之威脅與因應對策〉，《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1卷，第6期

，2016年12月，頁70。
註53：同註2，頁10。
註54：同註2，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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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持續受威脅，依據我國最新軍事戰略構想

，海軍建構「高效質精、快速部署、遠距打

擊」之能力，發展具匿蹤、高速、遠程、精

準打擊、防護力高及可執行多重任務之制海

戰力55。建議針對遠程、精準打擊、濱海戰

域截擊等方面，目前我國擁有E-2K空中預警

機56、P-3C海上巡邏機57、銳鳶無人機58協助

海峽監偵任務，然以現有E-2K及P-3C機數量

無法滿足現有遠程海上目獲之需求，銳鳶無

人機受限於先天設計，遠程目獲及傳遞目標

之能力較差，要從「灘岸決戰」轉型「濱海

決勝」，要如何建立接戰海上目標目獲、指

管系統與標定系統，勢將是未來建軍重點59

。建議我國國防部持續建構海上目標獲得裝

備、預警指管系統與目獲標定系統或裝備，

監控中共海軍日益增多的近海防衛軍演，戰

管中心獲得共軍即時動態與情資，增加相關

防衛作為時間，並研擬反制共軍聯合登陸作

戰、持續精進海上戰術戰法，達成「濱海決

勝」用兵理念。

四、建購人攜式防空武器，降低共軍空

降威脅

因應共軍空降兵軍新部隊新機種快速空

機降奪控能力及日益增強的訓練，建議國軍

防衛作戰因應作為，包含研究空降兵軍空降

戰役、空降戰術及空降戰鬥的戰術戰法，積

極建購新型人攜式或車載式野戰防空系統，

使防衛作戰第一線守備營、連及機場港口防

衛部隊獲得新型人攜式單兵防空飛彈，裝甲

旅、機步旅或機場港口警衛營配備車載式野

戰防空系統，造成共軍空降兵軍空降作戰重

大威脅，並研擬我軍加強執行反空(機)降任

務打擊部隊有關「戰力保存」、「反空降設

施」、「野戰防空武器」、「防空火力配置

」、「防空掩護方式」、「射擊陣地」、「

攻擊與反擊協同戰鬥」等作為與訓練方式，

方能有效執行防衛作戰反空(機)降任務，達

成「戰力防護」用兵理念。

五、持續整建抗炸設施，承受猝然導彈

襲擊

因應共軍火箭軍採取戰術型導彈攻擊威

脅，縱使我軍預警雷達能即時偵知，但是部

隊反應之時間極為短暫，將對國軍戰力防護

產生嚴重損害，建議我軍應針對重要國家與

軍事防護目標設施，強化其建築結構抗炸性

或設施建設地下化，減少火箭軍可能對臺攻

擊之東風15乙型配備集束炸彈彈頭、東風16

型配備鑽地彈頭等攻擊損害；另持續添購機

動型飛彈發射車、機動型預警雷達車，可減

少共軍火箭軍對我軍固定式飛彈陣地攻擊之

損害，可對敵實施重層防空攔截及聯合火力

打擊，逐次削弱敵作戰能力，瓦解其攻勢，

註55：同註2，頁75。
註56：〈E-2空中預警機〉，每日頭條，2016年4月26日，https://kknews.cc/zh-tw/military/bxz22o.html，檢索日期：2018年12月

24日。

註57：〈洛克希德P-3「獵戶座」 世界上最暢銷的海上巡邏機〉，壹讀，2017年2月8日，https://read01.com/zh-tw/dGP5Mk.
html#.W0frwod-U5s，檢索日期：2018年12月24日。

註58：〈銳鳶無人機移編海軍 退將：預算這樣花 戰備這麼混〉，聯合新聞網，2017年8月30日，https://udn.com/news/sto-
ry/10930/2672245，檢索日期：2018年12月24日。

註59：〈灘岸決戰轉型濱海決勝 專家指陸軍火炮的眼睛是關鍵〉，聯合新聞網，2017年5月31日，https://udn.com/news/
story/6656/2494127，檢索日期：2018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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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共軍2017年軍演析論對我防衛作戰之影響

以阻敵登島進犯。

伍、結語

中共於2017年起實施軍種以下軍隊改革

，從國際到各軍種方面演訓皆發現不斷增強

其聯合作戰能力，綜觀各軍種演訓皆以達成

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及遠程作戰為目標；透

過觀察共軍2017年各軍種均致力執行體系對

抗軍演、紅藍對抗演習、自主對抗演訓或背

靠背對抗訓練舉行逾410餘場軍演，包含階

段劃分、演練科目、對抗方式、戰場態勢、

攻擊手段、武器種類、作戰能力等軍演成果

，其作戰指揮是透過網路化的軍事信息系統

或北斗衛星通信系統實施傳遞，透過陸、海

、空、天、電、網等多維作戰空間遂行「一

體化聯合作戰」。然部分軍演屬於共軍自我

宣傳的意味濃厚，仍可透過研究武裝力量成

長概況、軍事戰略方向、軍隊改革情形、聯

合作戰型態、武器研製進展及部隊演訓實況

等方面，共同發現共軍整體戰力特點及弱點

，以利各級幹部研究相對性戰術戰法與剋制

對策。

我國目前受到中共國際上阻擾及限縮我

軍事交流空間，面臨火箭軍戰術導彈集群發

射齊射齊落飽和式攻擊、全域攻擊、全天候

突擊及精確打擊能力威懾；海軍遠海長航繞

臺、近海海域海上軍演與聯合立體登陸挑釁

；空降兵軍空中突擊旅新部隊新機種快速空

機降奪控威脅；陸軍新編重、中、輕型合成

旅具兵力大、彈性佳、聯戰強、防禦高、攻

擊快的合成部隊考驗；我軍如何依照「戰力

防護、濱海決勝、灘岸殲敵」之用兵理念，

方能運用重層嚇阻手段，達成防衛固守之目

的，對敵實施重層攔截及聯合火力打擊，逐

次削弱敵作戰能力，瓦解其攻勢，以阻敵登

島進犯意圖，後續仍有賴國軍各級幹部持續

努力建軍備戰，以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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