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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軍事教育體制歷經數次變革，已朝向構建完善培訓體制，邁向「教學

現代化、管理正規化、辦校規模化」之軍事教育發展方向，同時建立具有

特色的軍事教育體系。

二、 中共軍事教育體制，仍屬於國家型態的教育制度，其軍事訓練區分部隊訓

練與院校教育體系構成，充分推展軍事教育革新，以培養高素質軍事人才。

三、中共軍事教育變革發展，有效接軌軍事與國家教育體制，以廣納高素質人

才，同時獲取軍事學位授權，鼓勵軍事幹部進修，形成專業與指揮複合式

軍事幹部。

四、國軍面對新型戰略構想、複雜戰爭型態以及中共軍事威脅，必須以新穎思

維來精進改革現行之軍事教育與訓練，期能培育新一代的軍事領導幹部，

建構一支能文能武的軍事力量與現代化國軍。

關鍵詞：軍事教育、軍事人才、教育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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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步驟，以及著眼軍隊資訊化建設和軍

事鬥爭準備需要，提出2020年前軍隊院

校教育改革和發展的總體構想和重大舉

措。3

中共軍事教育涵蓋「院校教育、部

隊訓練及預備役訓練」三部分，4軍事院

校教育亦為國家整體教育體制之一環，

主要任務是培養、選拔和推薦軍隊所需

的軍士官幹部，也對在職軍官和專業士

官進行深造教育，開拓軍事科學研究工

作，使軍事院校成為培養軍隊人才的主

要場所，對國防的建設與發展具有重要的

作用。5

本文以中共軍事教育發展與變革為

主體，針對當前知識經濟時代發展趨勢下

，探究其推動軍事教育變革的原因，如何

擘劃其跨世紀軍事院校措施，研析其教育

正規化、制度化規劃發展方向，評估其改

革成果，以利瞭解中共軍事教育發展全貌

與成效。

中共軍事教育發展概況

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先有「黨

」(1921年)，後有「軍」(1927年)，最後

前　　言

軍事教育為一種有目的與組織的專

業教育，也就是依照戰爭的需要，有計畫

的傳授軍事知識和技能，提高並培養思想

品德。中共全力推動「軍事教育變革」，

以強化其綜合國力發展。1中共藉調整軍

隊編制和政策制度，逐步推動軍隊組織的

現代化，期能在2020年形成整套既有中國

特色又符合現代軍隊的組織模式、制度與

運作方式。2

中共陸續召開「全軍院校會議」，

並對院校體制進行多次的調整，第一階

段1950～1965年草創階段，體制與教育

制度均未臻成熟，故改革幅度不大；第

二階段1966～1976年文革時期，中共院

校發展多屬停滯；第三階段1980～1996年

，屬中共軍事教育之轉型期，因應「新

時期軍隊建設」政策，對軍事院校體制

實施大幅度的調整，同時奠定院校發展

基礎；第四階段1997年迄今，重點在推

動國防和軍隊建設科學發展為主題，明確

軍隊院校和訓練機構調整改革的指導思想

、基本原則、主要任務、具體措施和實施

1 程富陽、羅俊宏，〈共軍變革與發展之研析〉《陸軍學術雙月刊》，第46卷510期，2010年4月，頁25。

2 中國國務院新開辦公室，《2008年中國的國防》(北京)，2009年1月，頁10。

3 胡春華、劉逢安，(四總部聯合召開第十六次全軍院校會議)《解放軍報》(北京)，2011年7月12日，版3。

4 殷夭爵，〈知識軍事時代共軍院校教育發展〉《國防雜誌》，第17卷5期，2001年11月，頁4。

5 黃俊麟，(中共軍事教育改革現況與發展)《聯合後勤季刊》，第2期，2003年5月，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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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劉文榮，〈中共軍事教育發展之研究〉《海軍學術月刊》，第37卷第3期，2003年3月，頁54～59。

7 袁偉與張卓主編，《中國軍校發展史》(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89。

8 賈若瑜，《中國軍事教育通史》(瀋陽：遼寧出版社，1997年)，頁19。

才有「政」(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前的國共內戰時期(1927～1949年)為中

共興起的開端，直至成立共產國家制度，

中國共產黨在北京正式宣布建立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權(1949年)，而毛澤東為第一代

領導人(亦為共產黨中央主席)，任期間，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所發生的政治運動，

稱為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1966年5月～

1976年10月)，1976年文革結束後，毛澤

東因病卸任主席職務，1981年鄧小平接任

第二代領導人，同時對文革時期後政權進

行復原與整頓，迄至胡錦濤上任為第四代

領導人時，中共對軍事院校教育做出大幅

度的變革，以下針對各時期之

中共軍事教育發展簡要論述。

一、內戰時期(1924～1949年

：從黃埔軍校到解放期)6

中共軍事教育可溯及1927

年組建軍隊前，在黃埔軍校接

受教育時期，此軍校由孫中山

先生於1924年創立，最初僅步

兵基礎訓練；1927年中共成立

「井岡山教導隊(如圖1)」(又

稱「第一紅軍教導隊」，此

為中共軍事教育的發展雛

形)，負責訓練初級軍官。

1928年成立「井岡山紅軍學校」，以培

養幹部和部隊訓練；1930年開始成立軍

事教育單位，當時毛澤東為黃埔軍校模

範；71933年，組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簡

稱「紅校」)，這是中共第一所區分層次

與學科分類的綜合性學校。8

同年10月，「紅校」改稱「工農紅

軍學校」(如圖2)，同時並創辦工農紅軍

通信、衛生、供給學校、地方武裝幹部學

校；另特科團改編為紅軍特科學校。中央

軍事政治學校從一所略具規模的綜合性學

校，依照不同層次、不同專業的性質，延

伸發展出數所不同的專科學校，形成中共

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1/2017/0725/
c85037-29425599.html，檢索日期2018年5月20日。

圖1　井岡山教導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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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軍事科學院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56。

10 蘇士甲、康景海，《中國人民解放軍院校發展史》(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59。

11 同註9，頁493。

12 同註8，頁951～954。

最初的軍事教育體系。9

1937年，「紅大」改稱為「中

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如圖3)」

，招收全國各地知識青年作為後繼骨

幹，以配合中共的「七分壯大自己，

二分妥協，一分抗日」的戰略方針。

101941年，中共軍委會為整頓軍事院

校，成立軍事教育委員會與軍事學院

，並頒發「關於高級軍事幹部學習的

決定」，負責領導軍事學習與實際教

學工作、審定並檢查教學計畫與教材

。1949年中共建政前，各類軍事院校

已有29所，其軍事教育的組織算是初

具規模。11

二、建政時期(1949～1965年：成立

共產國家制度期)

1949年中共軍隊處於組織、編

制無制度狀態，無法從事正規建設，

因此，中共軍隊教育與建設必須開始

轉型正規化、現代化、科學化教育訓

練的時期，否則影響未來建軍與國力

發展。121950年是中共軍事院校建設

的興盛時期，已改建5所高級步兵學

校、24所初級步兵學校和專業性技術院

校。1951年中共軍事院校已確立教育方

針、教育計畫、學校編制等項，使中共的

軍事教育進入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主要內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1%9E%E9%
87%91%E4%B8%AD%E5%9B%BD%E5%B7%A5%E5%
86%9C%E7%BA%A2%E5%86%9B%E5%AD%A6%E6%
A0%A1%E6%97%A7%E5%9D%80，檢索日期2018年5
月20日。

資料來源： https://kknews.cc/history/qeoj4z8.html，檢索日期2018年5
月20日。

圖2　中國工農紅軍學校舊址

圖3　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



陸軍學術雙月刊　第五十四卷第562期/2018年12月　99

共軍 究研

中共軍事教育發展

與軍事院校變革之研究

13 董會瑜，《軍事教育「熱點」問題研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3月)，頁172、173。

14 同註13，頁180。

15 同註8，頁957。

16 高津滔，《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校教育思想》(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2006年6月)，頁29～31。

17 中共研究雜誌社，《1997年中共年報》(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97年5月)，頁103～106。

18 同註8，頁45～51。

19 張寶為，《軍隊院校教育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6年4月)，頁70～77。

容。131952年已編配出高級指揮院校與專

業技術院校初、中、高級的學制。141955

年中共軍事院校共有253所，其中26所指

揮院校、6所政治院校、72所技術院校，

以及實施讀寫識字和基礎教育的學校。

151957～1959年期間，中共軍委會為提高

指揮、政治、後勤和各科專業技術軍事

院校體系素質，縮減軍事院校為119～125

所；另建立海、空軍、砲兵和裝甲兵學

院，並調整為中級軍事學院。16

1960～1965年間，中共總參謀部認

為因當時軍隊建設需要，缺乏工程技術人

員；而指揮院校數量、學員人數偏多，因

此，決定將部分指揮學院改制為工程技術

學校；中共擴大軍事工程技術學校的招生

員額，彌補國防科學技術人才不足。17

三、文革時期(1966～1976年：文化大革

命時期)18

1966年，林彪煽動中共在內部搞「

四大」，藉著群眾運動鼓吹「積極參加社

會主義文化大革命」，肇致軍隊教育工作

幾乎完全停頓，「文革時期」造成中共軍

事教育也難逃一劫。教育工作停頓、社會

秩序混亂，波及中共軍事人才的培育。

1973～1975年鄧小平提出「要把訓

練放在戰略問題的一個重要位置上」，中

共據此開始建設文革時期被破壞的學校，

讓軍事院校恢復到84所，達成鄧小平所提

出「透過辦學來解決幹部問題」、「把更

多幹部放到學校去訓練」之要求，以滿足

軍事院校教育訓練場所的需求。

四、新時期(1977～2001年：後文革復原

期與改變期)19

1978年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

鄧小平重新掌握權力核心後，斷然摒棄「

以階級鬥爭為綱」之口號，提出建設「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基礎理論，將軍

隊建設納入「四個現代化」(農業、工業

、國防與科技)之中。1982年英阿福克蘭

戰役與1991年波灣戰爭後，中共領導階層

開始警覺「知識更勝於武器」，並體認未

來戰爭須朝「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

發展與現代化軍事專業教育的重要，以及

「把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之政策，

並逐漸進行專業軍事教育改革。1993年中

共軍委會決議遵循十四大之建軍方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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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共研究雜誌社，《2002年中共年報》(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2002年12月)，頁131、132。

21 朱松山，《依託國民教育培養的軍隊生長幹部能力建設》(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4年6月)，頁79、

80。

22 同註13，頁175～177。

23 同註8，頁58～60。

質量建設為特點的體制實施編制調整，

並以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為目標

的軍事院校建設，因此，中共強調將改

革軍事院校教育，作為軍隊建設之重大

任務。

1999年中共再度調整軍事院校組織

與整併，以改善教育資源浪費、教學成效

低落、幹部素質不足等問題，其軍校總數

剩63所。2000年中共軍方成立「軍隊學位

與研究生教育中心」，負責開展軍隊學位

、研究生教育與學科研究之工作，同時提

供決策諮詢。20

五、軍事事務革新時期(2002年～迄今：

軍事教育改革期)

2002年江澤民於全軍院校會議中指

示：「軍事教育對軍隊現代化建設具有基

礎性、全局性之重要作用，必優先發展戰

略地位；深化軍事教育改革，建立具有我

軍特色的新型院校體系；其次，建設打贏

信息化戰爭之軍隊，建立中國特色軍事變

革的軍事教育人才培訓體系」；21另表示

2010年軍隊院校將建立和完善具有特點的

教育體系，走上「辦校規模化、教學現代

化、管理正規化、保障社會化」之軌道，

初步實現軍事教育現代化；另中共軍委會

轉頒四總部「關於推進軍隊院校現代化教

學，培養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的意見」，

要求全軍院校以「打得贏、不變質」提供

強而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援。22

中共軍委會制定「軍隊人才戰略工

程」規劃，期於2020年實現人才建設大的

跨越，將擁有一支熟悉信息化戰爭指揮的

軍隊，加強軍事訓練信息網建設，因此，

須培養學術型與應用型人才，提高教育品

質，落實軍事教育改革發展，打贏信息化

戰爭的目標實現。232011年全軍院校會議

中提出2020年前軍隊院校教育改革和發展

總體構想，以「深化聯合作戰人才培養、

優化院校結構建設、整合教育資源、理順

內部關係」為指導方針，要求就「健全逐

級培養制度、調整任職教育培訓、統籌併

編軍事院校」等層面進行改革，俾使全軍

達高學歷、高專業技術之優化結構目標。

2013年中央軍委會頒布「2020年前軍事教

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為未來軍隊院

校教育改革與發展工作，擬定「優先發展

、協調發展、重點發展、內涵發展、開放

發展」的工作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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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三位一體：加快健全軍隊院校教育、部隊訓練實踐、軍事職業教育等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體系的重大舉

措。

25 中國網，〈軍隊院校改革在即，最應該做的事〉，http://inews.ifeng.com/47107959/news.shtml?&back，檢

索日期2018年5月20日。

26 中國時報網，陳建瑜，〈解放軍改革在即，軍隊院校將調整〉，h t tp : / /www.ch ina t imes .com/

newspapers/20160119000890-260301，檢索日期2018年5月20日。

2017年習近平主持軍事院校調整組

建座談會時表示：「強軍興軍，關鍵靠人

才，基礎在教育。黨的十八大以來，審定

院校改革實施方案，親自謀劃部署和推動

『三位一體』24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體系建

設，明確強調『實現強軍目標，建設世界

一流軍隊』，軍隊院校將迎著改革強軍的

時代浪潮，接續奮進寫華章，為實現中國

夢強軍夢不斷作出新的更大貢獻。」中共

軍事教育改革以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

為引領，貫徹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

習近平對軍事院校變革之趨勢

近期對於軍事院校的最大改革在於

將過去近80多所軍校加以整併成為43所，

針對軍改由陸、海、空、火箭軍、武警、

戰略支援部隊各軍種自行培育，從過去4

大總部各自所負責管理的軍事院校，統一

改制成為各軍種以及中央軍委訓練管理部

來統籌，打破了過去疊床架屋的體系，且

符合未來戰爭人才的培育。

正如習近平過去所提「宰相必起於

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其必瞭解人才

養成的重要。在習近平的軍改下，2017年

8月共軍院校啟動另一波重大的變革，將

多所政治學院、藝術學院、指揮學院及後

勤學院等，併入解放軍國防大學；將國際

關係學院、信息學院、通信學院及工程學

院等4所院校，併入國防科技大學。共軍

其他院校，也進行合併或重組，使現在解

放軍院校減到38所，武警院校也僅剩6所

，合計44所(如表1)。改變的不只有數量

，教學內容也將改變，今後主要任務係培

養通用專業人才；此外，軍事院校要重點

關注信息戰的各個方面以及利用現代信息

技術的工作。

一、軍隊院校教育變革的新訊號

(一)2016年1月17日，中共「中國網

」刊出〈軍隊院校改革在即，最應該做的

事〉文章，透露「2016年將進行軍隊院校

調整改革」。25

(二)1月19日，中共「解放軍國際關

係學院」政委孫湛少將透露：「軍隊院校

轉隸移交已全面展開」。26

(三)1月28日，大陸「三思教育網」

，刊出〈今年軍隊院校改革，最新政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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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共軍事院校現況統計表

編號 隸屬機關 院校名稱 所在地

1
中央軍委

軍事科學院 北京

2 國防大學 北京

3 國防科技大學 長沙

4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

陸軍工程大學 南京

5 陸軍軍醫大學 重慶

6 陸軍指揮學院 南京

7 陸軍步兵學院 南昌

8 陸軍裝甲兵學院 北京

9 陸軍砲兵防空兵學院 合肥

10 陸軍航空兵學院 北京

11 陸軍特種作戰學院 桂林

12 陸軍邊海防學院 西安

13 陸軍防化學院 北京

14 陸軍軍事交通學院 天津

15 陸軍勤務學院 重慶

16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

海軍工程大學 武漢

17 海軍航空大學 青島

18 海軍軍醫大學 上海

19 海軍指揮學院 南京

20 海軍大連艦艇學院 大連

21 海軍潛艇學院 青島

22 海軍勤務學院 天津

23 海軍士官學校 蚌埠

24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

空軍工程大學 西安

25 空軍軍醫大學 西安

26 空軍航空大學 長春

27 空軍預警學院 武漢

28 空軍哈爾濱飛行學院 哈爾濱

29 空軍石家莊飛行學院 石家莊

30 空軍西安飛行學院 西安

31 空軍指揮學院 北京

32 空軍勤務學院 徐州

33 空軍通信士官學校 大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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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三思教育網，〈今年軍隊院校改革，最新政策消息〉，http://www.srssn.com/JiaoYuXinWen/494412.html，

檢索日期2018年5月20日。

28 人民網，〈習近平視察國防大學，並發表重要講話〉，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6/0324/

c385474-28222494.html，檢索日期2018年5月20日。

息〉，透露共軍院校將會有重大的調整與

變革。27

從這些新聞中，都透露出習近平的

軍改，將中共各軍隊院校列入體制改革的

重點項目之一。

二、共軍院校變革的方向

從2016年4月起，習近平軍改的院校

體制改革正在醞釀，2016年3月23日，習

近平帶領中央軍委所有成員到中共國防大

學視察，並對全校師生發表重要講話：「

要增強看齊意識，要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維護中央的權威，聽從黨中央和中央

軍委指揮，要推進和落實改革，要深化院

校的改革。」28

習近平第一階段院校體制改革的方

向，於2016年1月後，將原屬總參謀部的

「軍訓部」，移出改建為「軍委訓練管理

部」，業管全軍與武警的教育及訓練，指

導這項組織變革的調整。2017年軍事教育

改革進入第二階段，由於「軍委管總」與

「軍種主建」，軍委訓練管理部必須將所

隸的軍隊院校，移交給各軍種，由各軍種

機構來管理各軍種院校的教育。

習近平軍改後裁軍30萬人，除裁減

軍隊總人數，部分軍官職務與軍銜級別也

降低。據2017年7月30日大公報透露，改

革後，解放軍的院校都降編，國防大學

、軍事科學院降為副戰區級；國防科技大

學降為正軍級；其他軍隊院校，也跟著降

編。

34
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

火箭軍工程大學 西安

35 火箭軍指揮學院 武漢

36 火箭軍士官學校 青州

37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

航天工程大學 北京

38 信息工程大學 鄭州

39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

武警工程大學 西安

40 武警指揮學院 天津

41 武警警官學院 成都

42 武警特種警察學院 北京

43 武警後勤學院 天津

44 武警士官學校 杭州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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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前中共軍校按照性質區分為指揮、

專業技術院校與高等科研單位，其

現況如后(如圖4)：29

(一)指揮學院

共軍將負責培訓指揮、參謀軍官

的教育機構，統稱指揮學院(如表2)，主

要培養作戰部隊軍事、政治、後勤領導幹

部，分成初、中、高三個培訓層次，分別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圖4　中共軍事院校教育體系判斷表

29 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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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謝復剛，〈共軍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院校人才教育之研究〉《國防雜誌》，第20卷1期，2005年1月，頁

75。

30 中共研究雜誌社，〈共軍加強軍事院校教育工作之研析〉《中共年報》(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2006年

)，頁7～14。

培訓初級、中級、高級指揮官。

1.初級指揮院校

培養初級指揮軍官，是中共基礎院

校，實施軍事、政治、文化基礎教育，按

中專、大專、大學等三種層次，培訓排(

分隊)級指揮軍官。

2.中級指揮院校

培養各類中級指揮軍官，亦培養合

同戰術指揮員，實施進修教育。

3.高級指揮院校

以國防大學為主，實施高層次綜合

教育，培養集團軍職指揮軍官，招收具有

大專以上學歷的軍官。國防大學教學內容

以集團軍戰役課目為重點，使學員畢業後

能完成由合同戰術指揮員到戰役指揮員的

轉變，勝任各類職務。此外，國防大學亦

設立培訓體系如表3所示。

(二)專業技術院校30

設置中、高兩級院校，按中專、

大專、大學、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五

個層次，區分為多種專業，分別培訓各類

軍種技術軍官，區分如次：

1.中級專業技術院校

招收地方高中畢業生和部隊中具有

高中程度的技術員，著重於培養初、中級

技術幹部，學歷為中專。

2.高級專業技術院校

著重培養中、高級專業技術幹部，

學歷為大專、大學本科、碩、博士。

(三)高等軍事科學研究

1.軍事科學院

為中央軍委領導下的軍事學術研究

機關，是全軍軍事科學的研究中心。基本

任務為進行「軍事基礎理論和國防、軍隊

表2　共軍指揮學院統計表

院校名稱 所在地 隸屬機關

國防大學 北京 中央軍委

陸軍指揮學院 南京 陸軍

海軍指揮學院 南京 海軍

空軍指揮學院 北京 空軍

火箭軍指揮學院 武漢 火箭軍

武警指揮學院 天津 武警總部

資料來源：黎楠，《共軍指揮學院－新軍事人才教育工作》(臺北市：國防部譯印，2010年9月)，頁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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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黎楠，《共軍的招募與教育訓練》(臺北市：國防部譯印，2010年9月)，頁222。

32 央視軍事報導，〈2018年全軍將按新一代軍事訓練大綱施訓〉，http://cpc.people.com.cn/BIG5/

n1/2017/0613/c412690-29336837.html，檢索日期2018年5月21日。

建設」重大問題的研究。

2.國防科學技術大學

為中央軍委直接領導的軍事院校，

亦為目前共軍科學和工程技術院校中，唯

一經國務院、中央軍委批准招收研究生之

院校，基本任務是培養軍隊高級科學和工

程技術與指揮人才，培訓軍隊高級領導幹

部。

中共軍事院校發展與限制

一、中共軍事院校未來發展

(一)培育專業軍事人才

目前中共專業軍事教育，不再侷

限於師資與武器載台相關的知識，而將「

專業軍事人才培育」聚焦於高知識的結構

與創新的能力。中共培養軍事人才，主要

是有效整備資訊時代戰爭，須統合不同知

識、技術、指管、武器載台、後勤及作戰

部隊；此乃因作戰空間已經從傳統的陸、

海、空領域擴展至航天、電磁空間、網際

空間。此外，若想贏得現代化戰爭，必須

綜合運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與文化

等手段。31

(二)軍事訓練內容變革

依《2018年軍事訓練大綱》組織

實施訓練(如圖5)，貫徹習近平重要指示

和軍委決策部署，新一代軍事訓練大綱四

大變化：32

1.緊貼實戰要求

遵循「按實戰要求訓練，按訓練去

表3　國防大學培訓體系表

系別 招生對象 修業年限

國防研究系 招收軍隊和地方省、軍級以上和國家機關有關司、局級以上幹部。 1年

基本系
招收師(旅)職指揮軍官和師(旅)後勤部長，培養集團軍職指揮官和集
團軍後勤部部長以及大軍區以上機關高級參謀軍官。

2年

進修系
招收正師職以上，軍、政、後指揮軍官和省軍區、院校相當職務領
導軍官。

1年

研究生院
招收大學本科畢業生，經軍隊高、中級指揮院校畢業(或具同等學歷
)，在軍隊任職1年以上的軍官。

依碩、博士修業年限

師資培訓班
招收軍隊指揮院校和技術院校應屆本科畢業生、部隊幹部及現職教
員。

2年

外訓系 招收外軍人員學習。 1~2年
資料來源：黃俊興，《中共「新軍事變革」下軍事教育發展之研究》(陸軍學術雙月刊，第48卷第522期，2012年

4月)，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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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同註1，頁29。

實戰，使訓練與實戰達到一體化」的方向

引領，提高訓練強度難度，增加訓練時間

，規範訓練週期階段，規範升級險難課目

訓練，拓展涉外訓練內容，強化指揮員訓

練，健全單個人員訓練等級和分隊戰鬥技

能競賽。

2.肆應軍隊改革

肆應新的訓練領導管理體制和部隊

編制體制發展變化，注重作戰任務、作戰

方式、作戰編成的牽引規制，同步設計部

隊訓練大綱、院校教學大綱和軍事職業教

育課程目錄「三位一體」的內容體系，形

成涵蓋各軍兵種、各專業系統的訓練大綱

體系架構，實現各個領域各類人員的全覆

蓋。

3.勇於開拓創新

按照「以聯為綱、突出整體、

夯實基礎」的原則，區分戰略訓練、

戰區聯合訓練、軍兵種部隊訓練、單

個人員訓練4個層次構建大綱體系；

堅持以聯合訓練引領軍兵種訓練，以

軍兵種訓練支撐聯合訓練，確立戰區

聯合訓練基於任務、軍兵種訓練基於

能力的要求，全面吸收我軍實戰化訓

練實踐成果、中外聯合訓練的有益做

法，大力推進訓練內容創新。

4.軍法地位提升

納入軍委立法項目，由軍委統

一規劃設計、統一組織編修、統一審

定頒發，其法規效力等級由原來的訓

練規章提升為訓練法規，提高了權威性、

規範性和約束力、執行力。同時，採取集

約立法的方式，實現課目內容、標準要求

與管理制度、方法程式有機融合，使訓練

大綱更加適用、實用、好用。

(三)獲取軍事專業學位

軍事科學院與國防大學招收「軍

事學」博士生，將「軍事學」列入12學

科門類之一(如圖6)，「軍事學」學門下

列入14個一級學科(如圖7)及74個二級學

科，完整建構中共軍事學教育與發展，

促使中共軍隊幹部皆可取得「軍事學」

相關碩、博士學位，以培育共軍軍事人

才。33

資料來源：http://www.nipic.com/show/19969728.html，檢索日期

2018年5月21日。

圖5　中共2018年軍事訓練大綱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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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黃俊興，〈中共「新軍事變革」下軍事教育發展之研究〉《陸軍學術雙月刊》，第48卷第522期，2012年

4月，頁81。

35 人民網，〈盤點2017：這一年，軍改出了哪些大招〉，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17/1222/c1011-

29723929.html，檢索日期2018年5月20日。

36 《2008年中國的國防》(北京：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9年1月，頁1。

(四)軍事人才開源招生

中共「國防定向生」

制度(簡稱國防生)，相似美國

大學預備軍官訓練團(ROTC)

制度。自2000年起，中共在

清華及北京大學設置「國防

定向生」班隊，目前培養國

防定向生任務的普通高校共

計117所，招生以理工類、綜

合類院校為主；34自2017年國

防生制度改革後，不再從普通

高中畢業生中定向招收國防生

，也不再從在校大學生中考核

選拔國防生，調整為面向地方

院校畢業生直接選拔招錄，主

要是進一步拓展軍民融合培養

軍事人才的路子，更加廣泛

地利用國家教育資源，同時為

更多地方優秀人才進入軍隊提

供寬闊平台。35

(五)拓展對外軍事交流

中共歷年來已向30多

個國家派出軍校生，20所軍隊院校分別與

美、俄、日、巴基斯坦等20多個國家軍隊

建立校際交流關係，36人民解放軍依據協

議或約定與31個國家舉行了28次聯合演習

、34次聯合訓練，對促進互信合作，借鑒

有益經驗和加強軍隊現代化建設具有積極

資料來源：程富陽、羅俊宏，〈共軍變革與發展之研析〉《陸軍學術雙月刊

》，第46卷510期，2010年4月，頁29、30。

圖7　中共軍事學學科門類現況圖

圖6　中共教育學科分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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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010年國防白皮書》(北京：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年3月，頁14。

38 王喜斌，〈親歷我軍高級指揮人才培養戰略轉型〉《解放軍報》，2009年1月30日，版2。

39 汪開宏、張名佑，〈中共國防大學之探析〉《國防雜誌》，第28卷第1期，2013年1月，頁95。

40 李亞明，〈中共解放軍人才戰略工程的發展與限制－對通才化與國防生發展的觀察〉《2010中共軍力現

代化學術論文輯》(桃園：國防大學，2010年12月)，頁140。

41 《2006年中國的國防》(北京：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6年12月，頁8。

42 王宏平，〈後冷戰時期中共國防改革之研究〉《中山大學碩士論文集》，2006年3月，頁41。

43 同註37，頁83。

作用。37

二、 中共軍事院校發展之限制

(一)院校建設與發展之關鍵問題

中共國防大學曾以「聯合作戰指

揮人才培養問題」，邀集各院校召開黨委

四屆三次會議，於會中針對中共軍事教育

提出相關檢討，認為當前「軍事教育『統

』得不夠、教育資源『合』得不夠、教研

人員『活』力不夠」，此三項問題為當前

軍事院校建設與發展的關鍵問題，往後要

在受訓對象、培訓目標、教學時間、課程

設置、技術裝備建設上，朝向聯合作戰指

揮人才培養聚焦。38並指示各院校在教學

內容、方法、組織以及管理等方面，必

須進行大幅改革；目前改革成效尚待後

續觀察。39

(二)國防生員額降低與裁軍政策之影

響

中共國防生招募人數，從2010年

迄2015年，人數由6,850人降至3,200餘員

，在中共「一胎化」政策下，家長對子女

過於保護，且國防生入伍之後不熟悉部隊

，適應週期長、起步較緩慢，無法吃苦耐

勞，40屢遭基層單位反應，也影響後續招

募成效；另共軍改革體制於2015年裁軍30

萬，41導致幹部升遷發展深受影響，進而

使國防生服役意願消退。

(三)教育經費不足影響建設發展

專業軍事教育具有週期長、見效

慢的特性，外加受到國家以經濟為建設之

影響，導致中共於軍事教育投資比例較低

，42從各軍事院校長期受編制定額限制，

造成各院校之規模、社會、合成和分布等

四種效益均無法提高。43

(四)軍隊久未實戰與教學驗證

中共解放軍長期處於和平環境，

多年未曾作戰的歷練和經驗，已成為軍

隊訓練與院校教學工作的薄弱環節。中

共當前科技武器日新月異，軍事演習已

邁向一體化聯合作戰能力，未來戰場必

將是信息化、現代化、電磁化之資訊戰

爭。

軍事院校教學內容多數以準則教

範做為授課工具，缺乏實戰經驗傳授或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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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驗證產物教學，導致教育模式為紙上談

兵，無法融入戰場景況。中共解放軍各層

級部隊應與多國進行「海外維和任務」或

「聯合軍演」，增加「演訓實戰化」和「

遠海遠洋訓練常態化」之經驗。

(五)綜合研析

中共在軍事教育師資缺乏、素質

不足、管理制度不完善，尤其是院校發

展常受人為干擾，而黨的嚴密控制及研

究風氣不自由，亦為院校教育改革的制

約因素，如何加強幹部面向未來的超前培

養，樹立軍事教育要與部隊武器裝備更新

相適應，與人才成長週期和軍隊未來發

展相適應的發展，以及樹立軍隊幹部終

身學習的觀念等，必須有效推動，始能

對軍隊現代化建設有正面作用，否則一切

徒然。

以敵為師，精進我之創新思維

國軍在面對中共新的戰爭型態、軍

事事務革命趨勢及中共軍事威脅，我國

無法以量制衡，因此，提高專業軍事人

力素質以及發展專業軍事人力資源，成

為國軍在戰略與戰術運用上，必須採取

之以質制量策略。換言之，須以新的思

維來精進改革現行的軍事教育，以期培

育出具備「哲學、科學、兵學」之新一

代軍事領導幹部，以構建一支能攻善戰

的軍事力量，方可確保國家安全。從上

述分析中共軍事教育改革及其經驗模式

，個人提供以下幾項創新思維，俾供參

酌。

一、以軍事戰略為主軸規劃整體軍事教育

體系與需求

國防部因應近一年來中國軍機遠海

長訓繞臺，中共軍力威脅遽增，故國軍以

「防衛固守，重層嚇阻」為軍事戰略及「

戰力防護、濱海決勝、灘岸殲敵」之用兵

理念，未來國軍的軍事教育可依「軍事戰

略及用兵理念」規劃整體軍事教育體系與

需求。

而整體教學體系規劃應從「戰鬥、

戰技、戰術、戰略」層級，由「基礎教育

到深造教育」各階段的劃分，由淺至深，

由易而難等方式，並利用軍事準則規範、

戰略方針分析、各國時事研討之方式，融

入課程內容傳授，可讓領導幹部瞭解與掌

握未來戰爭型態的特性，且具備處理危急

的素養，在21世紀中，國軍專業軍事教育

必須具備下列幾個領域：

(一)熟稔國際政治及國家安全事務。

(二)瞭解軍事科技研發與運用。

(三)充分運用與發展資訊網路。

(四)提升聯合作戰素養及思維。

(五)發展兩岸軍事事務研究及互動。

二、重視科技為基礎的軍事應用與趨勢教

育

在全球化與高科技的急速成長下，

不僅世界新軍事變革加速發展，戰爭型

態也由傳統機械化轉向資訊化與精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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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軍事科技對軍事應用與教育發展的影

響是由低層向高層、由點向面逐步擴展，

《墨子》的守城方法、戚繼光的練兵理論

，都說明戰鬥人員對兵器的掌握和使用，

軍事科技在此基礎上，會進一步影響到戰

術、戰法的變革。總之，戰役戰術一般都

要隨著新兵器的大量使用而不斷發生變化

，軍事科技還會進而影響到戰略決策的制

定和戰略理論的研究。

國軍軍事教育及部隊訓練須以「創

新不對稱」的思維進行兵力整建及組織調

整，積極強化聯戰效能，不斷提高自我防

衛能力，熟稔適當的戰法、武器攻擊敵人

弱點，從而改變戰爭結果；另為提升軍事

教育素質，強化國防科技人力，國防部規

劃國防大學理工學院與交通大學合作，共

同招生，引進該校師資，培育學、碩、博

士等優秀科研軍官，45使科技與軍事教育

相結合。

科技對國家未來發展至為重要，然

對「國家戰略」更為重視，軍事戰略的兵

力整建須順應科技進展而有所調整，但在

整體整建過程中，或許遭遇許多挫敗，應

利用國家現有資源，將阻力化為助力，方

能提升軍事教育素質與品質。

三、師資人才之選優與培育

國軍軍事教育若須達到與部隊相結

合，且確保教學品質符合部隊所需之方法

，唯有選優與具備激勵性之師資政策，方

能吸引優異軍(士)官蒞校服務，「發揮人

才造就人才」之教育價值。學校主要是以

教師(資)與學員為主體構成條件，教學的

成敗在於執行，其以教師(資)位居首要，

俗話說：「良師興國」，健全的教學體系

，必以健全師資為關鍵；軍事教育須時常

維持一流教師(資)人才，教學品質方可提

高，進而達成教育使命。要擁有堅強與優

異的師資，必在師資選、訓、用上予以制

度化，並於執行上不斷的革新，方能作育

英才。

四、藉模訓系統培育基本能力

傳統之戰術教育與處置各種狀況設

計，多藉文、圖表示或由學者自行發揮

想像，無法同時培養學員結合戰場實務

，學習成效受限；藉由「模擬訓練系統」

是將作戰地區所有與作戰相關參數，透

過程式設計，將作戰模式存入電腦系統

，以利磨練指參相關情報、作戰、指揮

、管制、火力支援、機動、後勤等作戰實

務，並可培養學員未來遂行現代戰爭之基

本能力，同時灌輸現代戰爭的具體理念，

在面臨戰爭時不致惶恐失措，進而能克敵

制勝。

五、教學內容結合未來作戰環境

44 張信堂，〈國家安全與國防科技發展策略〉《科技發展政策報導》，第5期，2007年9月，頁79。

45 自由時報網，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86093，檢索日期2018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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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戰、演訓必須與平時戰備相結

合，使能符合經濟且務實之要求，而軍

事院校教育在戰術課程上，亦應將有限

教育資源發揮運用於未來可能或必然發

生的議題上。由於國軍軍事戰略指導方針

調整為「濱海決勝、灘岸殲敵」，未來國

軍面臨的軍事威脅與衝突，勢必發生在臺

海本、外島及周邊地區，所以國軍所面對

的戰略構想，必然須跳脫既定思維，並

具備遂行高科技作戰條件和現代化作戰型

態及戰場環境，未來若發生臺海衝突，

必使整個戰場景況、作戰節奏等均迥異

於往昔。因此，院校教育過程中，應將

敵、我主客觀的條件與限制因素納入考量

，並與我軍防衛作戰構想與指導密切結合

，置重點於指、管、通、情系統遭敵制壓

或高科技條件處於相對劣勢狀況下，各級

部隊因應作為。

六、教學理念務必創新思考

創造思考是高層次的學習能力，學

識能夠進步，必然與創造思考能力有密切

之關係。「創造」的本質是一種「從無到

有」的過程，「思考」是心智運作的活動

，包含個人感官介入、知識運用，進而從

事「構思、推理、判斷」，其目的在於「

解決問題」。因此，為協助學員具備以開

創思維研究發展及處理事務的能力，未來

適宜採取創造思考之教學觀念。

結　　論

近半世紀以來，中共已經將軍事教

育視為提升戰略地位的重大建設工作，

軍事教育體制歷經數年的改革歷程，逐

漸穩定發展，已朝向完善構建之培訓體制

，同時建立軍事發展與具有軍隊特色之軍

事教育體制。評估中共軍事教育改革發

展，可發現中共知識軍事觀念已成型，

針對高科技專業深入其教育理念，全力

發展「科技強軍」，有效接軌軍事教育與

國家教育體制，藉由一般民間學校選拔

優秀人才進入軍中，以廣納高素質人力

為國防和軍隊服務，同時應用軍事學位

授權，鼓勵軍事幹部進修，培養博、碩士

指揮人才，形成既專業又懂指揮之複合型

軍事幹部。

中共以往軍事教育體制受限於政治

環境、人為因素及以黨領軍之意識形態，

以致武器裝備與世界大國相比有一定的差

距，軍隊整體素質也明顯低落，特別是高

技術戰爭的指揮能力均不足；因此，中共

逐漸瞭解軍事人才素質優劣，作為未來高

技術戰爭勝負的決定性關鍵，故提出「寧

願讓人才等裝備，亦不能讓裝備等人才」

之思想，而將軍事院校教育改革、高素質

人才培養，作為軍事教育刻不容緩之重大

任務。

(107年6月4日收件，107年8月14日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