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軍事專家表示，當
科技進步引發武器裝
備變革時，戰鬥力變
化處於量變階段，是
戰術層面的。但當武
器裝備變化引發作戰
方式、編制體制、軍
事訓練全方位變革
時，戰鬥力就開始由
量變到質變轉化，戰
鬥力生成模式也將發

生根本性變化，適應時代要求的先進戰鬥力開始生成。
而現階段解放軍現行的體制編制是工業時代的產物，

條塊分割、小而全，這早已不能適應先進戰鬥力生成的
需要，急切需要進行改革。包括以下三點：

創建新型部隊 更替武器裝備
一是要以精簡指揮機構為重點，推進指揮體制改革。

在眾多與戰鬥力生成模式轉變相關的改革中，「牽一髮
而動全身」者，是指揮體制的改革。只有指揮體制科
學，戰鬥力生成才能發生質的變化。而影響戰鬥力生成
模式轉變的諸多因素，都無不與指揮機構臃腫、指揮體
制層次過多、路徑過窄有關。因此，推動戰鬥力生成模
式轉變，必須從改革指揮體制入手，努力實現指揮體制
扁平化、網絡化。
二是在部隊層面推進體制編制創新。推進戰鬥力生成

模式轉變，必須在部隊層面推動體制
編制創新，從世界新軍事變革的趨勢
看，「模塊化編組、積木式組合」
等，都是部隊體制編制改革的發展
方向。

三是創建新型部隊。信息技術的飛
速發展，武器裝備的快速更替，其結果
必然是新型部隊的出現。目前，許多發達國
家軍隊把新型部隊創建作為推進體制編制改革、
發展先進戰鬥力的重要途徑。航空航天部隊、
網絡戰部隊、數字化部隊、目標部隊等，都是發
達國家軍隊適應先進戰鬥力生成而加速發展的新
型力量，解放軍對此亦需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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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未來5年，中國國防和軍隊

建設將以「加快轉變戰鬥力生成模式」為主線，全面加強軍

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中國軍事專家表示，加快轉變戰鬥力

生成模式首次以主線形式寫入5年軍隊發展規劃，預示中

國軍隊裝備將會有重大提升，武器裝備現代化水平將實

現質的飛躍，機械化和信息化將實現融合集成，並舉發

展。一支與世界先進水平差距不斷縮小、綜合戰力更加強大

的人民軍隊將指日可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越山北京報道

軍隊兩個五年規劃十大區別
「十二五」規劃

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在全
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實現富國
和強軍的統一。

以加快轉變戰鬥力生成模式為主
線，全面加強軍隊革命化現代化
正規化建設。

加快全面建設現代後勤步伐。

加緊培養新型高素質軍事人才。

建設現代化武裝警察力量，增強
執勤處突和反恐維穩能力。

堅持國家主導、制度創新、市場
運作、軍民兼容原則。

完善從地方直接徵召各類人才的
政策制度，加強退役軍人培訓和
就業安置工作。

穩步推進以生活保障、通用物資
儲備、裝備維修等為重點的軍隊
保障社會化改革。

加大重大基礎設施和海洋、空
天、信息等關鍵領域軍民深度融
合和共享力度。

增強國防動員平時服務、急時應
急、戰時應戰的能力。

「十一五」規劃

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形
成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
的良好局面。

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努
力提高部隊信息化條件下整體防
衛作戰能力。

推進後勤建設和改革，增強綜合
保障能力，提高官兵生活水平。

培養新型軍事人才，提高官兵素
質。

加強武裝警察部隊建設， 力提
高執勤處突反恐的能力。

堅持軍民結合、寓軍於民、強化
基礎、自主創新的方針。

無

調整優化軍品科研生產能力結
構，推進專業化重組和社會化協
作。

無

提高平戰轉換、快速動員、持續
保障和綜合防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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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國「兩會」發佈的「十二五」規
劃綱要草案提出，要實現富國和強國

的高度統一，反映出強軍依然是中國人絕
不鬆懈的目標。據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
在去年底一次軍隊會議上強調，2011年全
軍將把加快轉變戰鬥力生成模式作為國防
和軍隊建設發展的主線，貫徹到軍隊建
設、改革和軍事鬥爭準備全過程和各領
域。

改革軍隊 以適應信息化戰爭
中國軍控裁軍協會理事徐光裕將軍對香

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實現戰鬥力生成模式
的轉變，不僅有賴於高素質的人和先進的
武器裝備，更有賴於人和武器裝備的最佳
結合。信息化戰爭對軍隊的體制編制，提
出了新的要求：在指揮體制上，應減少指
揮層次；在軍兵種發展比例上，應重視發
展適應信息化戰爭要求的軍兵種，創建新
型部隊，如航空航天部隊、網絡戰部隊、
數字化部隊、目標部隊等，這都是發達國
家軍隊適應先進戰鬥力生成而加速發展的
新型力量。
展望未來5年，中國軍隊建設將躍上一個

新台階。中國著名軍事專家劉江平向香港
文匯報表示，「十二五」期間，軍隊裝備
將會有重大提升，武器裝備現代化水平將
有大的質的飛躍，機械化和信息化將實現
融合集成，並舉發展，配套完善。具體而
言，空軍的大型預警機、隱形戰鬥機將取
得重大技術突破；海軍的大型水面艦艇和
新型潛艇等也將下水服役；陸軍的數字化
主戰坦克和一體化戰場網絡設施建設，也

將邁上一個新台階；第二炮兵的洲際彈道
導彈的機動發射、突防能力和分導技術
等，也必將縮小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
劉江平表示，「十二五」期間，中國軍

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將取得階
段性成果。官兵的政治、軍事等素質將會
進一步優化，後勤保障的社會化程度會進
一步提升，保障打贏現代高技術局部戰爭
的能力將會更強，精確型後勤的發展將更
加完善，國防經費的使用效率也將更進一
步提高。而在全球化浪潮下，隨 中國國
家利益的向外擴展，中國「藍水海軍」時
代亦必將提前到來。

武器裝備「兩成兩力」建設
軍情專家表示，在去年於北京舉行的全

軍武器裝備「兩成兩力」建設工作會議
上，官方渠道已隱約透露出「十二五」期
間中國軍隊國防建設快速發展的信號。 其
中，「兩成兩力」，意義非同尋常。所謂
「兩成」，就是指武器裝備要成建制成系
統；「兩力」則是指形成作戰能力和保障
能力。

專家表示，解放軍未來發展趨勢，實質
上就是要實現新式武器成系統、成建制地
裝備部隊、成建制、成體系地形成戰鬥
力。在改革開放之前，礙於軍費和實力所
限，軍隊的新裝備往往是先裝備某個師的
某個團，甚至有時只是裝備一個連隊，完
全不成體系。今後各種新式武器乃至整個
武器系統，將一步到位地裝備一個師一個
團，令戰鬥能力、保障能力同步建成，中
國軍隊的現代化建設必將因此大大提速。

中國軍控裁軍協會
理事徐光裕將軍認
為，未來20年內，中
國軍隊在武器技術裝
備將有大改善，官兵
基礎素質將有大提

高，中國軍隊將從現有規模，分
期分批降至150萬人之內，從員
額絕對值看，將與美、俄等大國
軍隊同屬100萬級的檔次。
展望未來20年，他表示，中國

軍隊結構比例將進一步優化，各
軍、兵種綜合戰略能力將實現均
衡發展。到2030年，中國軍隊的陸海空軍比
例有可能達到50︰25︰25，這是中國軍隊步
入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誌之一。

將裁軍至150萬 與美俄相當
據介紹，由於歷史的原因以及發展水平

的限制，中國軍隊的數量到目前仍處於世
界第一位，仍然保有230萬人之眾。而作為
世界頭號軍事強國的美國，軍隊規模只有
142萬人。
徐光裕表示，中國軍隊的戰略能力和活

動空間在未來20年內亦將大幅提升，陸、
海、空、天、電將全面發展，成為具有多
維積極防禦能力的現代化軍隊。

他預期，20年後，中國陸軍將繼續保有
一定程度的領先地位。海軍不僅能保近
岸、護近海，還能出遠洋。以國產先進航
母為代表的艦隊將會巡弋各大洋，並能隨
時執行國際人道主義救援任務。空軍將擁
有世界一流的國產全機種飛行器，自己研
製的遠程飛機能及時將我維和部隊迅速跨
洲運抵目的地。空間站將建成，北斗定位
衛星將進入全系統運營。完全知識產權的
芯片和獨立的網絡、軟件系統的實現，將
保證中國軍隊相對安全、有效的電子、智
能和網戰能力。隱形和反隱形技術，也將
會廣泛應用到相關軍兵種的武器裝備平台
上。

軍事專家劉江平指坦言，即使
經過「十二五」的建設，中國軍

隊的武器裝備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仍然有
一定的差距，某些領域還會有「代溝」。加之，
西方以及周邊一些別有用心的反華勢力，會不時
地興風作浪，並鼓吹「中國威脅論」。對此，中
國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劉江平指出，中國在任何時候都堅持「不稱霸」

的外交準則。中國發展有限的軍事力量，完全是
為了滿足保衛日益增長的國防安全的需要，不會
去威脅任何國家。
近期以來，有些國家不斷向中國挑釁，在涉

藏、涉台等問題上出爾反爾，在中國周邊海域不
斷發動聯合軍演，插手中國南海事務，挑撥中國
與鄰國關係。劉江平指出，對於此種「近身遏
制」，中國必須有「反制牌」。他說，中國對於任
何國家企圖損害中國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挑
釁，都會作出應有的回擊。中國有能力、有策
略、有辦法回擊任何企圖遏制、包圍中國的做
法，中國的反制措施和有效舉措涉及外交、經濟
到軍事、法律等各個層面，奉勸某些國家不要錯
判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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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三「關節點」推進軍隊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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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分折國產航母將巡弋大洋

■中國的東風導
彈。 資料圖片

■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空警-200預警機和殲-11戰機在訓練。

■新型導彈艇在演練中對海上目標發射反艦導彈。

■中國航空母艦設計圖。

■解放軍運用網絡指揮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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