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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精兵簡政 減非戰鬥人員
專家：未來料裁陸軍 或新增「網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

沖北京報道）中央全面部

署未來改革，國防和軍隊

改革展現新藍圖。昨日公

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

決定》提出一系列精兵簡

政舉措，包括健全軍委聯

合作戰指揮機構和戰區聯

合作戰指揮體制，優化軍

隊規模結構，調整改善軍

兵種比例，減少非戰鬥機

構和人員，加快新型作戰

力量建設。專家預料，未

來十年，中國料將裁減陸

軍的員額，增加海、空軍

和二炮力量，並可能增加

網絡軍隊和「天軍」等新

兵種。

昨日公佈的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專門論及了深化

國防和軍隊改革問題，強調要緊緊圍繞建設一支聽黨指
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的強軍目標，構建
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決定》具體提出了未來
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三大重點與方向：一、深化軍隊
體制編制調整改革；二、推進軍隊政策制度調整改革；
三、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

打造克敵制勝「撒手㢝」

知名軍事評論員宋忠平向本報指出，所謂「中國特色
現代軍事力量體系」，就是要打造一支立足防禦，但同
時又一定具備反擊能力和反介入的能力現代化軍隊，要
有可以克敵制勝的「撒手㢝」。其中，「中國特色」，一
是任何時候都是防禦型而非進攻型國防與軍隊，二是要

建立強大和均衡發展的軍隊，打造聯合作戰能力。

體制改革強調聯合作戰

對於深化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決定》提出，要
健全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和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制，
推進聯合作戰訓練和保障體制改革。優化軍隊規模結
構，調整改善軍兵種比例、官兵比例、部隊與機關比
例，減少非戰鬥機構和人員。依據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
作戰任務改革部隊編成。加快新型作戰力量建設。

或效美七軍區合成四戰區

宋忠平認為，《決定》中反覆強調具備聯合作戰，顯
示未來解放軍將從過去的以陸軍為大，海空軍和二炮為
輔的體制，邁向建立短平快的高效指揮鏈，整合海、
陸、空和二炮，提升聯合作戰和一體體化作戰能力的道

路。
據悉，美軍目前的指揮流程只有三級，而中國作戰指

揮流程是仍四至五級。宋忠平預料，未來十年中國有可
能會學習俄羅斯，將七大軍區整合成四大或五大戰區。
他認為，中國以前重陸軍，未來不排除會大量裁減陸軍
的員額，增加海、空軍和二炮力量，將海、空軍和二炮
作為優先發展的重點。
宋忠平判斷，未來十年可能會建立新的軍種，如網絡

司令部和網絡軍隊，以及在二炮、總裝和空軍的基礎
上，整合一個「天軍」，以提升整個軍兵種結構，而騎
兵、文藝兵等可能會進行較大調整。
至於何為新型作戰力量，這位專家分析，主要是指

海、空軍及第二炮武器裝備的研發與部署，要減少中國
與美國等在軍事裝備上的巨大差距，適應未來的軍事衝
突需要，不能讓中國軍隊輸在武器裝備的起跑線上。

引民企進軍品科研生產領域

此外，昨天公佈的《決定》在論及推進軍隊政策制度
調整改革時，強調要健全完善文職人員制度。完善兵役
制度、士官制度、退役軍人安置制度改革配套政策。具
體到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決定》提出，將引導優
勢民營企業進入軍品科研生產和維修領域，改革完善依
托國民教育培養軍事人才的政策制度。

讓每一分錢花在刀刃上

宋忠平指出，此次改革的核心就是精兵簡政，優化軍
兵種的結構，解決幾次軍隊改革反覆強調要解決的懶、
散、臃以及官僚作風嚴重等影響軍隊戰鬥力生成的老大
難問題。不排除未來某個時期中國還會裁軍的，讓軍費
的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刃上。

解放軍戰鬥人員指陸軍集團軍、邊海防部
隊、海軍艦隊、防岸部隊、海軍航空兵、空
軍、二炮、武警部隊等。非戰鬥人員包括機

關兵、文職人員、文工團、軍事院校和解放軍下屬的各媒體等單
位。機關兵有很多分類，負責通信、交通、衛生、飲食等諸多方
面；解放軍文職人員，是指按照規定的編制聘用到軍隊工作，履行
現役幹部同類崗位相應職責的非現役人員。文職人員雖不授軍銜，
但也是解放軍力量構成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幫助現役軍人少擔負
事務性和技術性工作。 ■綜合資料

賦農民承包地抵押權

首建自然資源產權制 專家：生態改革突破 政績考核多元 不再獨尊GDP

加快戶籍改革 小城落戶不設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三中全會

《決定》指出，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
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
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
人口規模。全會又決定，逐步將符合條件的農業轉
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將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

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

中等城市有序放開

《決定》提出，要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
制。即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進以人
為核心的城鎮化，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

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促進城鎮化
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以進一步優化
城市空間結構和管理格局，增強城市綜
合承載能力。
至於如何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決定》指出，要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
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首先，創新
人口管理，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
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
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
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農民變市民納入城鎮社保

其次，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
住人口全覆蓋，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
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在農村參
加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規範接入城鎮

社保體系。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
化掛㢕機制，從嚴合理供給城市建設用地，提高城
市土地利用率。

建城市建設投融資機制

對此，國際金融論壇城鎮化研究中心主任、國家
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研究員易鵬向本報表示，
戶籍制度改革就是關係到如何解決社會公共服務均
等化的問題，而這些需要財政強有力支撐，大城市
的戶口一下放開也不現實，中國戶籍制度改革推進
必然是分類推進，先從中小城市入手，然後過渡到
大城市。
《決定》亦提到，要推進城市建設管理創新，可

以建立透明規範的城市建設投融資機制，允許地方
政府通過發債等多種方式拓寬城市建設融資渠道，
允許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
施投資和運營，研究建立城市基礎設施、住宅政策
性金融機構。
此外，《決定》還指出，進一步完善設市標準，

嚴格審批程序，對具備行政區劃調整條件的縣可有
序改市，而對吸納人口多、經濟實力強的鎮，可賦
予同人口和經濟規模相適應的理權，同時建立和完
善跨區域城市發展協調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決定》提出，穩

定農村土地承包關係並保持長久不變，在堅持和完善最嚴

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前提下，賦予農民對承包地佔有、使

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

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保障農戶宅基地

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選擇若干試點，慎

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探索農民

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

《決定》表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在符合

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

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

縮小徵地範圍。完善土地租賃、轉讓、抵押二級市場。

料激活農村沉睡的土地資產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向本報指

出，允許農民對承包地、宅基地進行抵押，賦予農村集體

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權同價等措施，將有利激活農村沉

睡已久的土地資產。尤其是賦予全國近18億畝承包地抵押

權，資本的流入將使得農村釋放出巨大的發展能量，農民

將從土地中獲得更多收益。此前，由於城鄉不合理的二元

土地制度，農民從土地中獲得的收益只有不到3%。

鄭風田預期，此次改革不會一下子鋪開，還是將以試點

的形式進行逐步落實。他認為，新的《土地管理法》很可

能明年兩會期間出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決定》提出要扭轉多年來以
GDP論英雄的政績考核「指揮棒」，
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
偏向，加大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
態效益、產能過剩、科技創新、安全
生產、新增債務等指標的權重，更加
重視勞動就業、居民收入、社會保
障、人民健康狀況。

取消審批經濟活動

《決定》提出深化投資體制改革，
確立企業投資主體地位。企業投資項
目，除關係國家安全和生態安全、涉
及全國重大生產力佈局、戰略性資源
開發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項目外，一律
由企業依法依規自主決策，政府不再
審批。強化節能節地節水、環境、技
術、安全等市場准入標準，建立健全
防範和化解產能過剩長效機制。
此外，進一步簡政放權，最大限度

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市
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
取消審批，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要
規範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
層、量大面廣、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
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
基層管理。

購買服務採競爭制

《決定》提出，加強中央政府宏觀
調控職責和能力，加強地方政府公共
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
護等職責。推廣政府購買服務，凡屬
事務性管理服務，原則上都要引入競
爭機制，通過合同、委託等方式向社
會購買。另外，還要加快事業單位分
類改革，推動公辦事業單位與主管部
門理順關係和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學
校、科研院所、醫院等單位的行政級
別，推進有條件的事業單位轉為企業
或社會組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昨日
對外公佈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決定》在加
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方面，首次提出要健全自
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這一重大改革；明確提出
要探索編製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對領導幹部
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國家行政學院經
濟學教研部副主任、生態文明專家張孝德對本
報表示，在生態文明方面的改革舉措，具有革
命性突破。
《決定》指出，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

和用途管制制度。對水流、森林、山嶺、草
原、荒地、灘塗等自然生態空間進行統一確權
登記，形成歸屬清晰、權責明確、監管有效的
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建立空間規劃體系，
劃定生產、生活、生態空間開發管制界限，落
實用途管制。健全能源、水、土地節約集約使
用制度。健全國家自然資源資產管理體制，統
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者職責。完
善自然資源監管體制，統一行使所有國土空間
用途管制職責。
張孝德表示，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是

生態文明制度改革最大亮點，包括「編製自然
資源資產負債表，對幹部實行自然資源離任審
計、生態補償制度」等制度的基礎，就是對自
然資源資產產權的明晰。

環保市場化引民資

《決定》提出要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
態補償制度。加快自然資源及其產品價格改
革，堅持使用資源付費和誰污染環境、誰破壞
生態誰付費原則，逐步將資源稅擴展到佔用各
種自然生態空間。建立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
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
治理。
張孝德指出，此舉預示㠥未來將會催化出全

新的生態經濟模式，將市場化機制導入到生態
經濟中可以進一步推動生態的保護，衍生自然
資源價值，變成新的國民財富，讓自然資源具
有經營性和交易性，履行生態財富增值功能。

劃定生態保護紅線

《決定》指出要劃定生態保護紅線。探索編

製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對領導幹部實行自然
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
身追究制。
張孝德稱，有了具體的考核指標，幹部任職

不再只是以GDP論政績，而是要考核其所管理
的自然資源是否保護。未來可以建立一個具體
的評價體系，讓生態環境保護納入政府考核體
系更具操作性。張孝德稱，如果將系列改革制
度落到實處，此次改革將是史上最嚴格的環保
制度改革。

軍隊改革亮點選摘
■優化軍委總部領導機關職能配置和機構設置，完善各軍

兵種領導管理體制；

■加快新型作戰力量建設。完善新型作戰力量領導體制；

■優化軍隊規模結構，調整改善軍兵種比例、官兵比例、

部隊與機關比例，減少非戰鬥機構和人員；

■以建立軍官職業化制度為牽引，逐步形成科學規範的軍

隊幹部制度體系；

■健全軍費管理制度，建立需求牽引規劃、規劃主導資源

配置機制。

何謂軍隊非戰鬥人員？

■三中全會《決定》指

出解放軍要厲行精兵簡

政。圖為習近平在廣州

軍區考察。 資料圖片

■農民住進現代化

樓房。 資料圖片

■中央將對水流、森林等自然生態空間進行統

一確權登記。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