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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江澤民時其軍文互動之特點： 

要綜合評述江澤民主政期間軍文關係，套句中共常講的一句話，從實踐來驗

證。首先，回顧江澤民自評前十年來滿意的工作（1989~1999年），包含確立新

時期軍事戰略方針、進行以裁減員額50萬為主要任務的體制編制調整等。 

其次，探討江澤民認為2000年起，近期內要完成的心願，包含加緊對台軍

事鬥爭準備、進一步研究解決軍隊體制編制問題等。 

要完成這些工作，要透過高層軍文之間緊密互動。關於進一步改進和加強軍

委的工作，包含：1 
1.要集中精力研究解決軍隊建設的重大問題 
2.要維護軍委集體的團結 
3.要以改革創新的精神開拓前進 
4.要堅持以雷厲風行、實事求是的作風開展工作 

透過江澤民對於軍委工作指示，可以歸結中共軍文互動特點：2 
1.文官忙政策，武官忙營規： 
軍隊領導高層，出現忙亂現象，關注瑣事，抓不住大事，軍隊管理過於中央集權，

分層負責的精神有待加強。文官，認為親自交辦的戰略問題，軍隊無法集中精力

完成。 
2.文官要團結，武官要山頭： 
戰爭年代，幹部交流困難。和平時期，幹部交流頻繁，小圈子、宗派、山頭還是

存在。集體決定的高階派職，屢遭用人不公的批評。 
3.文官要創新，武官要保守： 
文官，著眼於國際挑戰緊迫、信息科技發達、年輕士兵思考方式不同，認為不思

變革，累積問題，要吃大虧。武官，以維持軍隊穩定為首要考量，形成改革工作

打不開的現象，拖延改革進度。 
4.文官有急迫感，武官做表面文章： 
文官，認為國際國內環境快速變化，軍隊肩負的歷史任務很繁重。武官，抓而不

緊，抓而不實，或者搞花架子、搞形式主義。 
5.文官的國際觀與急迫感，遠高於武官之認知。 
6.毛澤東時期一昧追求軍事第一的政策（MILITARY-FIRST POLICY），已經過時。 

接著，探討江澤民認為2003年起要完成的心願，係以軍事變革工作要項為

                                                 
1江澤民，江澤民文選第二卷，頁 471-476。 
2 係綜合歸納江澤民文選、張震回憶錄、劉華清回憶錄等三人觀點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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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這些工作，要透過黨與軍隊之間緊密互動，必須緊緊圍繞軍隊的中心

任務加強黨的各項建設。透過江澤民對於今後工作指示，可以看出黨與軍隊互動

之特點（表6-1）： 
表 6-1 黨與軍隊互動的特點 

1.軍隊主官與黨委主要任務不一致： 
文官提出軍隊現代化建設，軍隊主官在第一線抓創新，軍隊黨委四處抓思想建

設。 
2.軍隊黨委任務落後： 
黨已經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階段任務，軍隊黨對於軍隊現代化建設落後。

3.近親繁殖： 
文官抓管理，軍隊黨委班子與軍隊中高級幹部凝聚力強，黨委掩飾中高幹部甚

至集體犯規，第三監督勢力不存在。軍隊黨委與主官，近親繁殖力道強勁。 
4.基層控制高層調研活動自由： 
司法無意介入軍隊行政，不允許在野勢力，黨是唯一行政監督單位。近親繁殖，

黨紀不彰，軍隊主官與軍隊黨委同舟一命，團結而且同化為一體。搞演訓，不

是為練為戰，而是練為看。搞官僚主義，搞形式主義。軍隊基層，竟然嚴格控

制軍隊高層領導活動和大型活動。 
5.恢復文官統制武官體制： 
黨領導人大、政府、政協、以及人民團體。黨是董事長，握有財產所有權與政

策決定權，國家主席是總裁，軍委主席是地區級經理，軍委是地區級管理委員

會。 

資料來源：本表自製。 

江澤民執政時期，軍民關係重新受到重視，這是受到高科技之影響。初期，

以為建立機械化部隊並打贏高科技條件下戰爭為建軍方向，民間可用資源不多。

隨著信息化之重要性提升，共軍發現民間資源與日俱增，轉而再次重視人民戰

爭，進而重視軍民關係，這是江澤民時期軍民關係最重要之特色。 

在軍事現代化方面，江澤民展現多元特色，尤其是科技方面引導解放軍朝向

信息化發展。然而，他一再呼籲的編制體制改革，並未出現較具體的方案。一般

而言，他只能反覆標榜1985年裁軍百萬的重大工程，著力點卻不多，他知道軍

隊是龐大機器，軍種有三四個，兵種一二十個，專業多達千把個，作戰要素與作

戰單元很複雜。3 

                                                 
3江澤民，江澤民文選第三卷，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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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鄧小平是實戰出身的高階文官，而江澤民對於軍隊指揮的經驗只

限於平時狀態之救災調度，難以產生新概念。編制體制之調整，要以任務為主，

要以能力為考量，更要滿足客戶需求。軍隊是軍對編制體制的使用客戶，文官欠

缺使用經驗或指揮作戰的實務經驗，要靠軍隊自發性投入與參與，才能克竟其

功，這是保留給軍事專業去開發的領域。 

以一個最具影響力的高階文官而言，在權力交接前的最後階段，都一致關注

在軍隊體制編制議題上。在編制議題上，鄧小平有實質的影響力與成效。 

對江澤民而言，在1997年提出三步走發展戰略時，曾經強調軍隊改革的基

本任務，首先要實施編制改革。4可是，5年後他還在呼籲，證明編制體制改革是

三步走50年建設的最後任務，這是給胡錦濤及其繼任者的任務，也是後續研究

的議題之ㄧ（表6-2）。 
表 6-2 鄧小平與江澤民對軍隊體制編制的影響力 

鄧小平 八五期間，裁軍百萬，軍隊規模壓縮到 300 萬人以內。 
九五期間，又裁軍五十萬，軍隊規模壓縮到 250 萬人。 

江澤民 在 2002 年底軍委擴大會議上呼籲說，解放軍現有規模仍是世界之

最；美軍在全球部署，軍隊只有 138 萬人；俄羅斯國土面積比中

國大將近一倍，軍隊只有 110 萬人。他認為機關和非作戰單位、

非作戰人員壓縮的餘地還很大。 
比較 鄧小平： 

擬定並推動大規模的軍隊內部體制編制改革之決策，跟得上先進

國家腳步。不過，軍隊與外部之關係上，鄧小平在民主集中制的

制約下，毫無建樹。 
江澤民： 
軍內工作，執行裁軍 50 萬決策。軍外工作，侷限民主集中制的框

架，害怕和平演變；目睹並參與六四事件對人民與民主制度信心

不足，江澤民受歷史包袱與個人經驗之限制，無法探索多黨制，

無法探索立法與司法對軍隊之支持與制約。軍隊現代化，從決策、

決策之審查工作、執行、執行之監督工作，幾乎都是集中在行政

體系，過分集中，分權不足。 

資料來源：本表自製。 

後續研究的軍隊內部結構議題 

                                                 
4江澤民，江澤民文選第二卷，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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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對體制編制的初步改革，是從高階開始，從軍委開始，從聯合作戰

開始，其餘尚待釐清。 

另一個待釐清的議題，是繼續確認中共學習江澤民文選，軍委真正戰略意圖

為何，除重視科技以外，還有哪些目標或目的。 

胡錦濤就任國家主席後，中國新政府到位，然江澤民對軍隊已經發生長遠之

影響力，軍權不是胡錦濤可以立刻攬過來的。因此，在討論中國軍文關係時，可

以考慮將江、胡時期之軍文關係進行比較，作為切入點。江澤民是從軍事元老手

中接下並掌握軍權；胡錦濤也是文人出身，要從文人手上接下並掌握軍權，其中

奧妙與區別殊值持續玩味。 

重中之重的軍文關係議題 

除上述軍內改革以外，軍隊與外部關係，是否勇於探索，是否敢於打破禁忌，

這是最複雜的多邊關係。國防體制，是鄧小平與江澤民最為重視的議題，一直顯

露不少瑕疵，部分作為屬於過渡時期，不是先進方法，也不如中國古代精神。其

實，所謂的國防體制編制，應該區分軍內與軍外之體制與編制。軍外的體制編制

方面，種類繁多。例如，大膽檢討國防事務，交由行政機構、立法機構、司法機

構共同負責，套句大陸智囊滕文生的口氣「三腳支撐比一腳支撐好」。5 

這些體制問題，屬於軍政關係，可以掌握的要先做。不可以掌握的，很難預

防，難以洞察萌芽之際，尤其是軍民關係之發展，例如六四事件與文化大革命，

甚至皇甫平事件均屬之。大陸第三部門勢力正在成長，軍民關係日趨復雜。能做

好軍政關係，就能在軍民危機關係上實施應變。 

大陸，要接受挑戰的觀念是「我軍永遠是黨領導下的軍隊，永遠是國家的軍

隊，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永遠是人民利益得捍衛者」、「我軍是黨的軍隊，

國家的軍隊，人民的軍隊」、「黨中央治黨、治國、治軍一體化的戰略」等思想。 

大陸，可以在既有研究基礎下，繼續探索與落實。中共學者王紹光，認為綜

觀中國歷史，「分權觀」使中國受益，例如經濟改革放實施「分權讓權」大家受

                                                 
5張曉霞著，中國高層智囊之七，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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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若政治上也如此，不也是全民受益，軍民關係受益。楊帆主張把人大決策的

職權還原或擴大，甚至選出人民利益團體代表，例如以企業家擔任人大委員。主

張執政的共產黨實施黨政分開。6這是明智的選擇，可以防制政黨私利超過國家

利益的弊端出現。這些大陸內部自發性的演變，會直接或間接影響黨與軍隊關

係、軍政關係與軍民關係。 

臺灣經驗 

其實，在許多方面，台灣已經發展出寶貴經驗，值得大陸學習。台灣的今天，

就是大陸的明天，例如經濟發展。除為了維護投資利益而刻意保持低調外，面對

大陸日益成長時刻，台灣政經精英在政治議題上不敢置啄，欠缺「說大人則藐之」

的態度，近似「看到有錢人就沒膽」的自然心理，屬鄉愿心態。對此，鄧小平認

為「兩岸問題，除一個中國不可以談，其他一切都可以談。」 

雖然有此一說，台灣在潛意識滿足於政治成就，只當成燈塔，卻不敢積極推

銷，令一些大陸民主派人士感到失望。看起來陳瑞仁的起訴書，沒什麼大不了。

但是，站在大陸的立場來看，卻是不得了的法制成就。香港亞洲週刊總編輯說： 

「陳瑞仁」的起訴書，勝過任何政治語言，像一枚威力強大的無形導彈，悄

悄地射進大陸司法界的心中，射進大陸無數專業人士的心中，也射進十三億中國

人民的心中。7 

北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對於紅衫軍圍攻總統府事件，更是對法制典範有無

比的推崇。他說： 

挺扁、倒扁群眾都遵守一定的規範，時間到了就出場，顯示一個理性的力量

在背後驅動著群眾，顯示台灣已經是一個法治的社會。8 

賀衛方沒看到的是軍文關係之理性力量。因為，軍隊已經國家化，政黨已經

多黨化了，軍隊不會被任何人要求捲入政爭，這也是媒體及大眾的期望與關心的

焦點之ㄧ。似乎，執政黨與反對人士都不反對軍隊表態支持，雙方都不敢越界積

                                                 
6張曉霞，中國高層智囊之三，頁 306。 
7 朱建陵，臺灣經驗與價值對大陸的影響系列報導（一）政治篇（中國時報，A13，95 年 11 月

21 日）。  
8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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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爭取，民眾也不希望軍隊被迫選邊站，這也是民意領袖自制的紀律。這裡，看

到軍政關係、軍民關係、軍隊與政黨關係、軍隊與司法官關係、軍隊與立法關係、

軍隊與媒體關係、軍隊與輿論關係，都有一定的節制。 

「戰略與管理」，是一本在中國具影響力的重量及刊物，經常刊出王小東的

作品，主張恢復尚武精神。9 

在台灣，三項軍購沒過關，顯示出多黨制與三權分立的缺憾。殊不知，2006

年台灣地區的人幾乎都對三項軍購有自己的看法，口中說出的數據常常令人軍事

專業軍人驚嘆。十年前，愛國者飛彈等武器裝備之任何數據，都被視為機密，百

姓熟識度幾乎是零，哪有尚武精神可言。這種現代的尚武精神，源自軍文關係的

成就。審核軍事預算是立委們的職權，立委向百姓負責，民眾就有表達與影響立

委諸公的權力，透過討論全民就深入參與國防事務了。在大陸，武器裝備之採購

都是黨中央與軍隊的事，民眾哪敢置喙。如此一來，尚武精神可能指向練武功來

找出口了。 

對於整個中國的改革來說，如果沒有皇甫平現象，則鄧小平有被批評整肅之

可能，放棄進一步改革，大陸就沒有今天。皇甫平，幫忙鄧小平個人、改革運動、

整個中國，渡過改革的陣痛與危機。中共改革開放達二個世代後，才慢慢放棄全

盤否定世界主流民主的價值觀。 

環境變化是動態的，中國下一次危機在哪裡出現，沒人能知道。能做的先做，

軍文關係上，能參考台灣的，先參考實施，這是華人社會的驕傲成就。 

兩岸軍文關係之演變程序 

在大陸，改革開放以來，軍文關係上，第一步，處理編制問題，第二步為裝

備與科技問題，第三步為軍事戰略議題，第四步為大戰略問題。這些，都未涉及

軍民關係、軍政關係、黨與軍隊關係之改革。在台灣，第一步，受中壢事件與美

麗島事件衝擊，開放黨禁，黨與軍隊關係獲得改革。第二步，國防二法，進一步

處理軍政關係、軍民關係。第三步，三項軍購，以軍事裝備為焦點，目前沒有定

                                                 
9張曉霞，中國高層智囊之五，頁 183。 



江澤民時期軍文關係之研究                                                 

 149

論。第四步，應該處理大戰略、軍事戰略問題，甚至涉入戰役戰術問題之全民監

督與討論。軍文關係，兩岸發展方向與程序都不相同，各有千秋。 

軍事專業，應該開放到何種尺度，開放的優先順序為何，是一門藝術，孰優

孰劣，值得深入研究與觀察，戰場是體系對抗，是系統對抗，也是制度對抗。 

字數：98,301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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