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近些年來，中共軍事現代化建設已不同以往在資源有限的處境下，走循序漸

進的發展模式，而是以時不予我的思維，採跨越式的推進方式，加速軍隊質與作

戰能力的提升。面對中共「文攻武備」漸次升溫的趨勢，解放軍軍事能力的強化

與企圖，對相隔不到200公里的國人言，就其軍事建設動態，都應比它人更多一

份的關注與瞭解。 

21世紀初，中共「十六大」的召開，象徵著新權力結構的誕生與領導體制

的世代交替。隨後，胡錦濤、溫家寶相續的承接領導性職務，確立了「胡溫體制」

時代的到來，肩負起跨世紀國家發展的掌舵使命，舉手投足間都將成為世人關注

的焦點。面對兩岸脈動與走向，胡、溫二人是中共決策的關鍵性人物，我們有必

要對新領導體制的特質、軍事建設的思維與立場，做一探討與瞭解。基於此一命

題的研究主軸，範圍將含括中共新一代領導階層的形成、與軍事事務的關係，及

對軍事現代化抱持立場外，並回溯建政後迄今軍事現代化的成因、政策演化、具

體效益及面臨的挑戰，期勾勒出中共軍力的現況，並判斷其冀望達成的願景。 

為撰寫此一論文，將以參考中共官方、學者的論點與資訊為研究核心，以台

灣的研究觀點為對應，以國外軍事研究者的看法為輔助。基於前述的研究指標，

集力蒐整各方著作與資訊進行分析。全文除緒論、結論外，共分四章十七節，以

下從第二章起扼要陳述內容建構： 

本文第二章是研究胡溫體制、領導風格，據以瞭解中共第四代領導體制與

軍隊的互動及研析政策走向。第三章是回顧與探討中共大力推動軍事現代化的驅

動力等因素，及至波灣戰爭後另一波現代化的重點，期能條理出中共跨世紀軍事

現代化發展的全貌。第四章是剖析胡溫體制對軍事現代化的繼承、革新及冀望達

成的目標或願景為何。第五章是瞭解胡溫體制下軍事現代化所面臨的問題與挑

戰，例如軍政關係的問題、傳統思想的制約、科技突破的困境、國際間強權的制

肘等限制因素，及因應作為。第六章結論將研究所得與所感，區分為研究發現（含

括體制決策、軍事建設、難題與挑戰等三個面向做一歸納）及研究心得提出總結，

讓我們更關心國家安全的議題，認真謀思兩岸互信與和諧相處之道，並支持政府

對國防的投資與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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