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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一黨專政時期軍文發展 
衝突地區

與規模 
文化大革命，軍事行動範圍及於全國。 

軍制 一黨領軍 
時間 1949年起 
領導者 毛澤東、周恩來 
狀態 1950年帶初期，每一支野戰軍都在自己的地區建立自己幹部領導的

地方政府。在政治敏感問題上，與中央攜手，表示愛國，形式上中

時於同一個國家領導人。在中央政策不明朗或處於混亂時，就暗地

裡在自己地區搞自己那一套。其態勢，與南京10年有些類似。彭德

懷的一野在西北；劉伯承的二野在華東和西南省份；陳毅的三野在

華東；林彪的四野在東北和湖南、廣東、廣西地區；聶榮臻的五野

在北京周圍和華北平原。 
文化大革命時期，軍隊統治成了這個國家唯一保留下來的有效統治

機構。中國人累積的怨氣，再次宣洩出來，打倒一切。到最後，只

要是領導者就會蒙受批鬥。 
1971年，國防部長林彪與文官聯盟發生對抗。該聯盟包含毛、周及

上海幫，把林彪與靠近首都的部隊指揮官隔離了。 
1974年，周恩來宣佈11個大軍區中有8位司令員要實施對調，中斷

司令員與士官兵20幾年的關係。中國地方軍閥主義正式退潮。 
影響 不確定 

資料來源：參考Gilbert Rozman著，中國的現代化，頁248-251，繪製本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