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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中共2020年版戰略學
What I Learned from the PLA’s Latest Strategy Textbook
取材/2021年6月7日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網站專文(ChinaBrief , June 7, 2021)

中共官方書籍《戰略學》為共軍高層擘劃與遂

行戰爭行動之核心教材，最新版本由其國防

大學於2020年8月發行。本文探討新版《戰略

學》與過去版本之異同，並概述習近平領導之

軍事變革對此書編纂內容之影響。

(Source: USAF/ Scott Ash)

 引言
中共國防大學於2020年8月發行

《戰略學》修訂版，《戰略學》係中共

高階將領在戰略層次上擘劃與遂行戰

爭之核心教材。本文比較2020年版與

2017年版《戰略學》，發現新版本包

含戰時政治工作、「智能化」概念、中

共軍事戰略方針、重大戰爭行動、聯

勤保障與人民武裝警察等新增內容

細項。對於欲瞭解中共目前傳授共軍

軍官之軍事思維的讀者而言，該教材

係為必讀之參考書籍。

中共2020年8月發行之《戰略學》2020年修訂

版封面。(Source: Joel Wuthnow’s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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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過去30年來，共軍軍事科學院與國防大學兩所

國防學術單位曾分別編纂過數版《戰略學》。軍

事科學院發行1987、2001與2013年版，國防大學

則發行1999年與2015年版。國防大學另於2017年

5月發行2015年版之修訂版，復於2020年8月發行

增修版。1

《戰略學》2020年版〈後記〉中解釋此次修訂

緣起，係為「調適戰爭形態從信息化轉變為智能

化之重大趨勢、闡述新時代軍事鬥爭規則與特

性、反映國防與軍隊改革最新成果，以及推動戰

略理論中之創新」(該書第452頁)。各版《戰略

學》可謂準則教材：先前各版本已列入國防大學

教程，對共軍大校(含)以上官階之指揮職人員施

教。2 

各版《戰略學》本質上雖非準則，但各執筆者

應能接觸如共軍「軍事戰略方針」等機密或未公

開資料，以作為思考判斷依據。綜觀《戰略學》

內容多年演變，可揭露在中共專業軍事教育體系

內，高層官員心目中認為應傳授共軍軍官在戰略

學上之新議題、觀點與發展。

架構類似2017年版
《戰略學》2020年版如2015年及2017年版，皆

由國防大學副校長蕭天亮中將領導之「通稿組」

負責全般編纂作業，組員包括國防大學國家安全

學院副院長樓耀亮少將，以及國防大學軍事戰略

教研部亢武超與蔡仁照教授。書中各章由「通稿

組」協調一至三名相關主題專家執筆。因此，全

書篇章連貫一致，而非零散拼湊之論文集。

《戰略學》2020年版(452頁)只比2017年版(442

頁)增加10頁，整體章節架構基本相同。《戰略

學》2017年版有24章，而該書2020年版則新增聯

勤保障共25章。兩種版本均編為三大篇(請參照

圖表)。〈上篇〉內容包括戰略理論、規劃與評估，

以及相關主題之概論。〈中篇〉含括危機預防與

處理、威懾(即「嚇阻」)、戰局控制與作戰指導等

特定之戰略作戰主題，以及非戰爭軍事行動與海

外行動的章節。〈下篇〉則著重於各傳統軍種(陸、

海、空軍與火箭軍)，以及戰略支援部隊(航天、網

路)、武警與後備之兵力發展。

2020年版修訂重點
●更強調戰時政治工作

此版《戰略學》中最引人注目的修訂之一，係

於第十章〈戰爭籌劃〉中新增「戰時政治工作」乙

節。本章其餘各節係為所有部隊皆適用之原則概

述，惟此節開宗明義，「遂行我方軍事行動時」，

中共的「戰時政治工作」包括「思想工作」與「組

織工作」(該書第212頁)。

此節指出「戰時政治工作」主要特徵包含「統

合參戰者戰術思想」、「維護共黨組織健全」、

「激勵作戰意志」、「強化心戰作為與新聞管控」

與「粉碎敵人決心」。此節接續討論制定政治工

作計畫與需求，其中包括探究「政治工作增加資

訊與網路行動」之「新模式」的必要性，並且更積

極運用「微信」與「微博」等社群媒體平臺(該書

第216頁)。

增編此節係符合中共總書記暨中央軍委會主

席習近平之指導，重點置於加強中共對於其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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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控制，3 且依《戰略學》2020

年版所揭，戰爭本質千變萬化，

亦牽動內文主題探討。譬如此

書指出，在「信息化與智能化」

戰爭條件下，敵人循「隱蔽戰

線」採取包括心理戰與「策反」

等活動之「強度愈來愈高」。因

此，在戰時，維持中共對共軍信

息之掌控，以及影響外國觀點

之能力，係屬高度優先。

●「智能化」益受矚目

「智能化」泛指在戰場上引

進諸如人工智慧、機器人、奈米

科技、生物科技、極音速、無人

自主系統與大數據分析等尖端

科技，係為軍事現代化之嶄新

階段。4 共軍分析人員已研究前

述技術多年，惟直至近期才將

「智能化」列入具有權威地位

的準則教材中。

《戰略學》2020年版修訂內

容中，增列了2017年版「智能

化」相關參考文獻。第十章中

新增一節論述「信息化區域戰

爭」特徵，敘述「軍事智能化之

快速發展」，並指出「信息化區

域戰爭中的智能化特徵更加明

顯」(第185頁)。在此版〈下篇〉

關於各軍種的大部分章節中，

亦將智能化列為戰力發展之要

項。例如，中共已重新編寫第18

章的海軍裝備現代化乙節。原在

《戰略學》2017年版該節中列

有「機械化」與「信息化」系統

之重點敘述，2020年版則指出，

中共海軍必須推動新系列「智

能化裝備」的研究發展(第367

頁)。

●軍事戰略方針之新觀點

軍事戰略方針即為中共軍事

中共《戰略學》2017與2020年版目錄

〈緒論〉

〈上篇〉

第1章 〈戰略概論〉

第2章 〈戰略判斷〉

第3章 〈戰略決策〉

第4章 〈戰略規劃〉

第5章 〈戰略實施〉

第6章 〈戰略評估〉

〈中篇〉

第7章 〈軍事危機的預防與處理〉

第8章 〈戰略威懾〉

第9章 〈新型領域軍事鬥爭〉

第10章 〈戰爭籌劃〉

第11章 〈戰爭行動〉

第12章 〈戰局控制〉

第13章 〈作戰指導〉

第14章 〈非戰爭軍事行動〉

第15章 〈軍事力量的海外運用〉

〈下篇〉

第16章 〈軍事力量建設與發展的戰略指導〉

第17章 〈陸軍建設與發展〉

第18章 〈海軍建設與發展〉

第19章 〈空軍建設與發展〉

第20章 〈火箭軍建設與發展〉

第21章 〈軍事航天力量建設與發展〉

第22章 〈網絡空間力量建設與發展〉

第23章(2020年版) 〈聯勤保障力量建設與發展〉

第23章(2017年版)/ 第24章(2020年版) 〈武警部隊建設與發展〉

第24章(2017年版)/ 第25章(2020年版) 〈後備力量建設與發展〉

〈後記〉
(Source: PLA’s Science of Military Strategy 201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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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說明兵力發展、規劃與部署之方向。5 中央

軍委會定期修訂是項方針，惟近年來並未對外公

開。《戰略學》2020年版〈後記〉中，證實中共因

「制定了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此關鍵發展，而

促成此次修訂作業。此舉顯然是在2017年10月中

共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後，對於該指導方針

所發布之修訂(第3頁)。6

建構是項指導方針的重點考量之一是「基本作

戰形式」，這可謂是現代戰爭中的主要面向，而

共軍必須去加以適應或創新。在2020年版中，第

13章〈作戰指導〉提出新陳述，指出「基本作戰形

式」已從「一體化聯合作戰」轉變至「多域一體化

聯合作戰」(第264至267頁)。其中「多域一體化聯

合作戰」係跨越陸、海、空、太空、網路、電磁頻

譜，以及認知作戰等領域，並在此「進階」聯合作

戰中高度協同行動。7

《戰略學》2020年版〈上篇〉內容中，對於軍

事戰略方針制定作為，以原則概述方式增列詳

細作法，並未特別強調和共軍之關聯。在第三章

〈戰略決策〉中寫道，除2017年版述及之六項標

準外，擬訂方針時亦應考量「戰略布局」，其中包

括部隊與資源配置，例如確保在主要戰區之「主

要戰略方向」與「其他地區和戰略方向」上取得

適切均衡之資源(第61頁)。8

●有關戰略偵察與海上作戰之新焦點

第11章討論戰爭行動主要形態之特徵與需求。

《戰略學》2020年版除納入2017年版所列八種形

態外，尚增列兩項行動。其中一項是「戰略偵察

與戰略預警」(第217至219頁)。本節係首度出現在

本章中，內文稱「戰略偵察與戰略預警」為「國家

安全之基石」，並且是「軍事鬥爭之重要組成」，

內容包括情報蒐集、處理與運用(透過不同載

臺)，俾利戰略決策參考。

新增之第二節討論「海上機動作戰」，目標在

於達成控管「重要海域」與「海上通道」(第233

至234頁)。文中並未述及特定地點，但指出這類

作戰之重要特徵是「遠離祖國領土、作戰支援困

難」，顯示中共已預備在中國大陸海岸與防禦良

好補給線之外的遠洋從事戰鬥類型行動。中共海

軍籌建戰力更強之遠洋兵力多年，但文中強調聯

合作戰，意味著在「遠洋」作戰任務將循團隊力

量進行，而非由單一軍種遂行。9

●新增聯勤保障與武警之內容

習近平領導、推動之軍事變革，亦對《戰略學》

2017及2020年版本內容構成影響。聯合勤務保

障部隊於2016年9月成軍，礙於時間因素，而未列

入2017年版中，而是列為2020年版新增章節之主

題。10 如同該書〈下篇〉其餘各章，此章檢視重要

後勤發展，如精準投送、部隊與資源整合、軍民

融合、「無人智能化保障能力」，以及補給、衛勤、

運輸與軍事基礎建設需求。結尾討論如何改善聯

合勤務保障部隊的多種「體系」，如戰爭儲備物

資、指揮管制與訓練。

除此之外，〈下篇〉內容變化最大在於第24章

〈武警部隊建設與發展〉。武警組織架構上的變革

較晚，因此未納入2017年版中。11《戰略學》2020年

版中重新撰寫本章以列入相關最新發展。值得注意

的是新增〈海上維權執法能力〉乙節，述及2018年

轉隸武警的海警總隊(第430頁及2018年4月4日War 

on Rocks網站資料)。文中引人注目之論點，係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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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必須能「遠海有效維權，近海高效執法」，恐暗

指中共海警未來可能會航越第一島鏈執行任務。

書中聯合勤務保障與人民武警的新增章節，瞭解

中共部隊演進之專家應會特別予以關注。

結論
 《戰略學》2020年版中並非將中共軍事戰略

「打掉重練」，而是在內文三篇提出新觀點。本書

如經翻譯並廣為流傳，勢必成為鑽研中共戰略思

維之外國學者必讀參考書籍。惟共軍軍事戰略教

材經常修訂，但其戰役與戰術階層之教材現在顯

得相當過時，共軍如何拉近兩者差距亦值深思。

例如，2020年11月，中央軍委會新頒一項聯合作

戰綱要(中共國防部2020年11月26日網站報導)，

預判將推動國防大學修訂《戰役學》乙書。該書

係觀察共軍之學者經常引用的參考書籍，惟其最

近版本仍停留在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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