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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共的建黨百年，不僅具有象徵性的意義，同
時努力推動新的軍事發展目標，部分的確具重要意涵，包含

在今（2021）年 1月 1日正式實施修訂版的《國防法》。這是
自從 2009年以來第一次進行修正。儘管乍看之下這些調整的
內容似乎很普通，然而，實際上的確對於共軍未來的領導指

揮體系具有重要意義。其次是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全

國政協會議」 （以下簡稱兩會）期間所提到的《第十四個五年
規  劃和 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 （以下稱十四五規劃與綱要）、
2021年國防預算，內容也涵蓋有關共軍未來建設的重點與方
向。

再者是中共在 2月 1日正式實施《中共海警法》 （以下稱
海警法），授權中共海警在其「管轄海域」時，可採取「包括

使用武器」在內的一切必要措施阻止外國船隻，但是《海警

法》畢竟牽涉到「武力使用」的問題，許多國家仍然表達對於

區域安全問題的憂慮。上述議題發展也與新上任的美國總統

拜登（Joe Biden）政府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布局有密切關聯，本
文試圖從中共的軍事發展的角度出發，歸納中共 2021年軍事
發展的特點，或許可以提供目前整體局勢觀察的方向，並且

提出對我國的影響與建議。

中共2021年軍事動態之觀察
陳育正✽

＊ 作者為國防大學政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本文為作
者個人見解，不代表作者單位立場。

doi: 10.30382/SSA.202104_(167).0003



戰略安全研析│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32│第一六七期　中華民國一一○年

國防法修訂及影響

修訂版《國防法》在經歷兩年的審議，除了刪除 3條內
文、修正 50餘條內文，並且新增 6條內容，最終在 2021年
1月 1日正式實行，這些改變的部分，的確讓共軍現代化和
發展有更明確的方向，然而，有些分析較關注在「安全環境

的轉變」，包括第一章第二條新增有關「分裂」、「發展利益」

的內容、第四章第三十條增加「其他重大安全領域防衛」、 
「領水」，以及新增「國家採取必要的措施，維護包括太空、

電磁、網路空間在內的其他重大安全領域的活動、資產和其

他利益的安全」。1若從黨指揮槍的角度來看，《國防法》在一

定程度來說，或許有強調習近平貢獻與歷史地位的成分在裡

頭。

《國防法》第一條就新修訂內容條文，增加「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字句，與習近平在 2017年 10月 18日第十九
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十九大）的工作報告所提出「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總任務相符，「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目的是要讓中共成為現代經濟和軍事超級大國，中共官方

許多計畫也就在這個概念底下孕育而生，也被稱之為「習思

1 李冠成，「中國國防法修訂草案之評析」，國防安全雙週報，第 15
期 （2020年 11月 6日） 頁 1-7；林政榮，「中共最新 《國防法》 彰顯
戰略從積極防禦趨向先制主動」，國防安全研究院，2021 年 1 月 12 
日，https://indsr.org.tw/tw/News_detail/3303/%E4%B8%AD%E5%85
%B1%E6%9C%80%E6%96%B0%E3%80%8A%E5%9C%8B%E9%98
%B2%E6%B3%95%E3%80%8B%E5%BD%B0%E9%A1%AF%E6%8
8%B0%E7%95%A5%E5%BE%9E%E7%A9%8D%E6%A5%B5%E9%
98%B2%E7%A6%A6%E8%B6%A8%E5%90%91%E5%85%88%E5%
88%B6%E4%B8%BB%E5%8B%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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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強烈塑造出習近平的個人意識型態。更何況，「習思想」

已經出現在中共國家憲法當中，這是象徵習近平在中共黨內

的領導地位。因此，《國防法》修訂是符合實際的安全情勢，

同時將習近平意識型態透過法律的方式，呈現在《國防法》當

中，象徵習近平的貢獻與鄧小平、毛澤東等人相提並論。

除此之外，修訂版《國防法》當中，中共還擴大中央軍委

會有關國防動員更多的權力。2修訂版《國防法》一方面刪除

原本第四十七條「國務院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共同領導動員準

備和動員實施工作。」修改內容則在第五十條表示「國家國防

動員領導機構、中央國家機關、中央軍事委員會機關有關部

門按照職責分工，組織國防動員準備和實施工作。」3這個改變

看似不足為奇，但是，國務院從原本在國防動員體系中的角

色，已經從與中央軍委會的共同領導地位下降，國家國防動

員領導機構（包括中央軍委會國防動員部）反而被放在首位；

另外，國務院則成為向軍隊提供國防動員支持的執行機構。

建軍百年是軍事現代化短期目標

從中共國務院在 2021年 3月在中共 13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第 4次會議上發表政府工作報告時，在《十四五規劃與
綱要》內容提到軍事建設部分表示，「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

2 Minnie Chan, “China’s Military Takes Charge of War Powers with New 
Defense Law,”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3, 2021, https://www.
scmp.com/news/china/military/article/3115988/chinas-militarytakes-
charge-war-powers-new-defence-law.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新華網，2020年 12月 27日，http://
www.xinhuanet.com/2020-12/27/c_11269116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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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

堅持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強軍、人才強軍、依法治軍，

加快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發展，全面加強練兵備戰，提

高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戰略能力，確保 2027年
實現建軍百年奮鬥目標。」其中，已經明確點出 2027年有「建
軍百年」的歷史里程碑，以及「加快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

發展」等兩項內容值得關注。

宣布 2027年的「建軍百年」目標為共軍的里程碑，並為
未來七年維持軍事現代化已經奠定優先順序。這一點很重

要，因為「建軍百年的短期目標」能否取得進展，將攸關中共

能否落實 2035年和 20世紀中葉實現中期和長期的軍事現代
化。若觀察習近平在 2017年 10月 18日第十九次全國黨代
表大會（十九大）的工作報告所提出「新三步走發展戰略」，

包括「2020年基本實現機械化、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
現代化、2050年建成世界一流軍隊」，因此，設訂 2027年的
「建軍百年」軍事現代化目標，是延續習近平「新三步走發展

戰略」而來，由於目前各國軍事現代化都已經結合包括人工

智慧等高科技技術，這樣的發展趨勢促使在既有的「2020年
基本實現機械化」基礎上，提出「加快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

合發展」。2021年適逢「建黨百年」，同樣是意味著新一波軍
事改革的起始年。

中共採取這樣的規劃，目地在於習近平要向國內與國際

傳遞重要的政治訊號。在國內部分，設定 2027年的「建軍百
年」目標，可以成為中共的有力宣傳工具，提供習近平鞏固

權力的重要工具；對國外傳遞政治訊號方面，「建軍百年」目

標則是向外釋放出軍事現代化仍然是中共領導人的當務之急

與重要優先事項。因此，2027年的「建軍百年」現代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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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提前完成原本「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
既定規劃，而是更明確訂出在中期目標之前的「短期目標」，

可以符合習近平對內與對外的政治需求。

以創新技術為軍事現代化發展重點

根據中共兩會所公布的國防預算草案報告，中共 2021年
的國防預算金額為人民幣 13,553.43億元（約合 2,090億美
元），比 2020年國防預算約合 1,880億美元增加 6.8%。若
觀察在過去的十年裡，中共的國防預算已經從 2011年的約
6,000億元人民幣增加到 2021年 13,553.43億元人民幣，成
長超過一倍。值得注意的部分，中共國防預算支出在全國政

府總支出所佔的比例將從 2020年的 5.1%提高到 2021年的
5.4%，是近幾年來最高。倘若依照國際貨幣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 IMF）的評估，中共在新型冠狀肺炎
（COVID-19）後，其經濟成長有望反彈至 8.1%，這也有助於
增加其國防預算的看法。兩會發言人張業遂則是在該記者會

表示，中共的國防預算是「符合其國家發展水平」，維護國家

主權、確保發展利益、實現國際責任的目標，以及滿足軍事

改革的需要。

外界對於中共所公布的國防預算與實際支出抱持存疑，

畢竟部分直屬中央軍委會的人民武裝警察（武警）、中共海警

局等單位的預算並未包括在內。4即使如此，這些數據在一定

4 Bonnie S. Glaser, Matthew P. Funaiole, Bonnie Chan, and Brian Hart, 
“Understanding China’s 2021 Defense Budge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ch 5, 2021, https://www.csis.org/analysis/
understanding-chinas-2021-defense-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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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是有可靠性的，顯示中共對軍隊建設的能力與現代化

發展的重視。《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共軍下一個近程目標，

是在 2027年「建軍百年」，要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強
軍、人才強軍、依法治軍，加快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發

展，以及軍民融合戰略的推動，做為實現軍事現代化的改革

目標，這預告未來國防預算的支出會著重在上述領域。

中共目前的國防預算若與其他國家相比較，為僅次於美

國國防預算的國家，排名全球第二位，勝過俄羅斯、印度、

日本等鄰國，甚至比臺灣國防預算可能多 15倍，因此，就中
共過去十年的國防預算，以及《十四五規劃》軍事投資重點，

可以反映出中共領導人繼續進行軍事擴張的趨勢，以及北京

政府對提升其軍隊現代化也具有急迫性。

以海警法捍衛 「核心利益」

從上述中共在今年幾個重要關於軍事發展的過程，當然

有符合其國內的政治需求，然而，更重要的還有關於其軍事

力量建設是捍衛其核心利益的特徵。中共核心利益至少可以

包括「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以及發展利益」等。

就目前整體安全情勢而言，無論是東海、臺海、南海、北冰

洋、中共與印度領土爭端、美國對中共採取貿易戰等問題，

都涵蓋在其核心利益範疇。

進一步而言，從中共 2021年至今的軍事發展布局，包括
《十四五規劃》、修訂版《國防法》，以及《海警法》等都可以

看到，其內容圍繞在「外部挑戰」、「中共發展」、「有效維護

海外利益」。在《國防法》部分，第四條條文即顯示要建設「與

其國際地位相稱、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國防武裝



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戰略安全研析

37中華民國一一○年　第一六七期│

力量。」並且賦予中央軍委會動員軍事和民用資源，捍衛中共

「國家利益與發展利益」的權力。對中共而言，美國制裁中共

企業、聯合其他國家抵制中共華為 5G、派出偵察機不斷侵
擾中共海岸線的情況、在南海等地區執行航行自由行動，都

是在阻礙中共的經濟建設與發展。

《海警法》則是中共的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在 2021年 1月 22日通過《海警法》，並且在今年 2月 
1日生效，各界關切的是該法賦予海警隊在執行勤務中使用
武力。實際上，中共賦予海警船使用武力一部分是呼應《國

防法》第六條所提到的「依法開展國防活動，加快國防和軍隊

現代化，實現富國和強軍相統一」，透過法律措施，提供中

共以武力捍衛其利益的合法性，並且中共也展現捍衛核心利

益決心與態度。值得注意的是，外界所擔心《海警法》有涉

及使用武力，也包括《海警法》宣稱的適用範圍的模糊定義。

條文內容第三條宣稱，「適用在其管轄海域及其上空的維權、

執法活動」，因此，無論是東海的釣魚台列嶼、南海，甚至是

臺海周邊與中共有海洋爭端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對於中共

在通過《海警法》後，擔心引發局勢緊張升溫。

對區域與我國之影響與建議

中共在 2021年所推動的軍事建設活動，主要是有助於習
近平內部政權穩定，同時也奠定習近平在中共的歷史地位。

包括「2021年既是建黨百年，也是軍事現代化目標的重要起
點」，「2027年軍事現代化重點強調創新技術」、「軍事力量建
設圍繞在『核心利益』主旋律」，只不過，這些做法在一定程

度上已經破壞現狀，反而引發其他國家對中共意圖的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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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威脅感上升。

從《國防法》、《海警法》等修訂法律過程中，顯示出中共

在有關「核心利益」問題，提供在法律層面具備合法性與正

當性，並且依靠軍事手段做為支撐。其中，中共海警船擴大

其執法權力，並且模糊定義其管轄範圍，使得其他接鄰國家

在海洋事務方面，無論是在海軍、海警船等設施，均無法與

中共相互抗衡，反而有利達成中共的目標與利益。印太地區

國家面對中共所造成的「軍事現代化」、「海洋安全」等威脅，

國家無可避免採取「非軍事」與「軍事」等層面作為反制，在

非軍事方面，除了提升各自海警船的數量與噸位，另外，也

已經增加國防預算，強化軍事能力。

中共在 2021年所展現其軍事發展的態勢，亦增加美國擴
大與印太區域國家安全合作的動力。目前看到美國在拜登政

府上任後，正持續強化與盟友之間的關係，不僅是修正過去

川普（Donald Trump）政府的外交路線，也是做為應對中共帶
來的安全威脅重要手段。無論是拜登政府所舉辦「美日印澳

四方安全對話峰會」、美日、美韓「2+2」會談、「美國國防部
長訪問印度」等舉措，都顯示美國政府正擴大在印太地區重

要國家關係，向外界表達美國對印太區域更明確的安全合作

立場，以制衡中共所帶來的威脅與挑戰。

從中共近期向外自信的行為，顯示其對未來在區域內權

力競逐的決心，以及不會受到外界的反制而退縮，這對於我

國而言也同樣帶來嚴重的影響。中共在今年所推動的《國防

法》、《海警法》等修正案，內容除了涵蓋軍事現代化的發展

重點，也持續表明中共視臺灣為核心利益的立場，堅決捍衛

領土完整。尤其近年來共軍軍機與軍艦在臺海周邊的活動次

數有增加趨勢，活動範圍與強度也比以往提升，例如中共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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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在 2020年進入我國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簡稱 ADIZ）次數高達 380次。值得注意的是，這類
的軍事施壓，即是「灰色地帶威脅」的運用方式之一，主要影

響我國軍隊與民眾的心理，要形成臺灣是其一部分的事實。

因此，中共對我國施壓，並沒有因為美國等國家逐步形成反

制中共的擴張主義行為，而有所降低。相反地，中共平時透

過對我國的灰色地帶威脅，還可能產生更為直接的影響。

我國除了持續建構國防軍事力量，以及提升捍衛國家安

全的決心，增加中共武力犯臺的成本之外，亦應提升正確敵

情威脅觀念。建立起正確的敵情威脅觀念，才能使有形戰力

與無形戰力有效發揮，如果我國民眾都沒有正確的敵情威

脅，也很難說服其他國家可以提供我國更多安全防衛的協

助。另一方面，我國有條件與能力提供其他國家，更多防制

中共的經驗。我國位處抵抗中共威脅的第一線，在這片土地

上，已經有超過 70年對抗中共的經驗，有必要更努力地向外
國呈現中共帶來區域的威脅與挑戰，讓更多國家認識到中共

在軍事發展的本質與意圖，讓其他國家知道中共未來若進一

步在臺海周邊發生軍事衝突，許多國家必然受到經濟層面的

影響，甚至根本無法置身事外。目前美國與印太地區的部分

國家，相較於以往有更明確制衡中共的態度，我國必須要把

握住難得的契機。建立起正確的敵情威脅觀念，並使中共無

論是有形戰力或者無形戰力都無法發揮到最高效益，如果我

國民眾都沒有正確的敵情威脅，也很難說服其他國家可以提

供我國更多安全防衛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