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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委行多部門制 組陸軍司令部
專家：軍隊領導管理體系將更高效快速簡潔

中 國
2015年11月27日(星期五)

陸軍建領導機構 功能向美俄看齊

總參謀部：負責組織領導全國武裝力量的軍事
建設，組織指揮全國武裝力量的軍
事行動的軍事領導機關。設有作
戰、情報、通信、軍訓、軍務、動
員、裝備、機要、測繪、外事、管
理以及各兵種業務部門。

總政治部：負責全軍黨的工作，組織進行政治
工作的領導機關。設有組織、幹
部、宣傳、保衛、紀檢等部門。

總後勤部：負責組織領導全軍後勤工作的領導
機關。設有財務、軍需、衛生、軍
事交通、油料物資、基建營房等部
門。

總裝備部：負責組織領導全軍裝備工作的領導
機關。設有綜合計劃、軍兵種、陸
軍裝備科研訂購、通用裝備保障等
部門。

記者 朱燁 整理

在習近平定調軍改的重要講話中，着重談起關於軍隊領
導管理體系的改革。「從解放軍歷次改革看來，這次

改革的力度是最大的，體制變動是最多的」，洪源表示，
改革既有管理指揮體制的調整，也有人員、裝備的裁減，
還要加強充實一線部隊。

指揮管理一體化 一切為打贏
洪源認為，軍委從單純的決策部門，轉變成決策、指揮、管
理的職能，通過簡化後的四總部職能，以及陸海空天等軍種，建立
起快速、簡潔管理指揮體制。
洪源認為，此次軍隊改革頂層標準就是「打勝仗」，實現強軍目
標。「中國的強軍目標，不同於歷史，也不同於現實，更不等同於
國外和西方軍隊的現行體制，而是一條中國特色的強軍道路，同時
還要保持人民軍隊本色」，洪源說。軍隊領導管理體系從過去的層
次繁多、職能分開，變為精幹、扁平、短小、快速的集決策、指揮
和管理一體化的體系，是適應未來現代戰爭、着眼於與強敵進行軍
事鬥爭的改革，是有着強烈實戰意義的，並在國際軍事鬥爭中具有
強烈競爭意識的改革，「一切為了打贏」。

專設領導機構 發展陸軍戰力
習近平講話中明確提出，要組建陸軍領導機構。觀察人士指出，
這一表態意味着，解放軍組建陸軍司令部已趨明朗，陸軍今後將不

再由新設立的類
似參聯會這樣的軍委聯
合作戰機構直接指揮，而是
等同於海、空、二炮等軍種專設領
導機構。
洪源認為，解放軍走向現代化，既包括武器裝備

人員，也包括編制體制的變化。武器裝備和戰法的變化，
必然引起軍隊編制、體制的劇烈變革，這是歷史和當代世界軍
事改革中都得以證明的。解放軍成立陸軍司令部，是把「大陸軍」
逐漸變得跟國際化的空軍、海軍具有相似意味。中國既要「大陸
軍」，也要「大空軍」、「大海軍」，這是一種齊頭並進的改革方
式，既要加大對空、海、二炮人員、裝備發展，也要發展陸軍的作
戰能力，這就是未來強軍的微觀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明確提

出，將調整軍委總部體制、實行軍委多部門制，組建陸軍領導機構、健全

軍兵種領導管理體制，構建軍委—軍種—部隊的領導管理體系。著名軍事

專家洪源就此向本報表示，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大的軍隊改革，其特

點為軍委實體化、恢復解放軍戰爭時期高效、扁平、快速、簡潔的管

理體系。解放軍將成立陸軍司令部，顯示出既要「大陸

軍」，也要「大空軍」、「大海軍」的齊頭並進

的改革方式，將提高打贏未來戰爭能力。

香港文匯報
訊 中國軍種有
陸、海、空、二
炮，並擁有海
軍、空軍和二炮
司令部，單獨缺
陸軍領導機構，
此次軍改提出組
建陸軍領導機
構，其功能與美
國、俄羅斯陸軍
領導機構有望看
齊， 以美國為
例，陸軍部由陸
軍部長領導，即
一名文官，負責美國陸軍的行政性（非作
戰）事務。

俄媒稱中國陸軍機動性提高
據參考消息網報道，陸軍是中國軍隊中
人數最多的軍種，此外，它還擁有超過80
萬人的預備役。
俄羅斯《獨立軍事評論》周報網站此前
發表文章稱，在提高陸軍機動性的同時，
中國人民解放軍還重視發展和推廣現代化
作戰指揮、通信、偵察、監視工具，以及
集成在統一網絡中的計算機設備。新型電
子戰系統也走入軍隊。軍隊各級自動化指
揮系統被賦予格外重要的意義。目前，中
國建成並使用了戰略、地區、戰役和戰役
戰術級自動化指揮系統。
文章說， 中國陸軍的長處之一是擁有大
量處於戰備狀態、仿照戰時編制配置的部

隊。中國的動
員基礎超過當
代任何大國，
其中超過半數
是接受軍事訓
練的預備役。
中國的重大成
就是大幅提高
了陸軍的作戰
機動性。機動
力量全部由戰
備度高的機械
化部隊組成。
中國陸軍的

另一長處是擁
有大量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特種部隊。
陸軍特種部隊可以在任何時間和地點有效
執行特殊任務。
文章稱，不能忽視的是，中國陸軍擁有
足夠多的軍事訓練和科研院校，它們對各
級軍事人才進行高質量培訓，積極研究戰
略戰術，分析國內外軍隊的經驗，制定現
代化條件下的創新作戰手段和方法。

裁軍30萬料主要裁減陸軍
此前，中國宣佈裁軍30萬，俄戰略分析

和技術中心專家瓦西里．卡申說：「這是
預料之中的計劃，將主要裁減陸軍。當前
政治形勢下，中國不需要這種規模的陸
軍，因為該軍種沒有強勁對手。裁軍也不
代表削減軍費開支。資源正在從陸軍大規
模流向裝備更多高科技武器的軍種，主要
是海軍。」

香港文匯報訊 備受矚目的深化國防和
軍隊改革，正式按下了啟動鍵。環球網
昨日發表評論說，從公佈的消息看，這
一被坊間稱為「史上最牛」的軍改，推
進力度之大、觸及利益之深、影響範圍
之廣，在解放軍歷史上前所未有，讓人
震撼之餘倍感振奮、充滿期待。從中能
夠強烈感受到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主
席的大氣魄大擔當，感受到堅定不移建
設強大軍隊、勢不可擋走向民族復興的
希望和力量。

改革主客觀條件十分有利
評論指出，從國內外形勢看，國防和

軍隊改革正面臨着一個難得的「窗口
期」。當前，全球範圍內新一輪軍事革
命潮起湧動，為我們提供了迎頭趕上、
彎道超車的歷史性機遇。國家安全形勢
總體穩定可控，各項建設改革事業成效
斐然，人民群眾對國防和軍隊改革高度
關注、積極支持。歷經正風反腐洗禮的
人民軍隊紀律嚴明、士氣高昂，全軍官
兵對改革真心擁護、熱切期盼。可以
說，改革主客觀條件十分有利。「事之
當革，若畏懼而不為，則失時為害。」
此時啟動軍隊改革，可以說是順應大
勢、正當其時。
評論稱，這次軍改之所以被稱為「史

上最牛」，就在於直指體制性障礙、結
構性矛盾和政策性問題，是一場整體
性、革命性變革，在人民軍隊發展史上
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構建軍委管
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格局，實現
領導掌握部隊和高效指揮部隊的有機統
一，讓軍隊的「中樞神經」更加高效靈
敏。組建新的軍委紀委、軍委政法委，
調整組建軍委審計署，抓住治權這個關
鍵，從根本上將權力的籠子編密紮緊，
剷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精簡機

關和非戰鬥機構人員，調整改善軍種比例，優化軍
種力量結構，推動部隊編成向充實、合成、多能、
靈活方向發展，讓能打勝仗的「鐵骨鋼拳」更加精
銳有力。推動人才發展體制改革和政策創新，更好
地激發「人」的創新動力，增強「財」的使用效
益，強化「法」的規範引領，讓政策制度的「經絡
血脈」更具生機活力。着眼富國和強軍相統一，努
力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
展格局，讓國防潛力的「強大根基」更加堅實鞏
固，像多年來社會關注的退役軍人管理保障、全面
停止軍隊有償服務等，都列入了改革清單。

立足國情軍情 具鮮明「中國範」
評論指出，這次改革從總體設計到具體舉措，都

始終堅持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
堅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和本色，使我軍的特有政
治優勢得到鞏固加強，確保改革不改向、變革不變
色。可以看出，這次改革立足我國基本國情軍情，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具有鮮明的「中國
範」。
評論稱，改革的順利實施，離不開全社會的理解
和支持。事實上，任何改革方案都不可能絕對完
美，實現改革目標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成效的顯
現也必然有一個過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軍隊
改革，不是在調整中逐步完善的。各項改革舉措出
台後，我們要多一些理解支持、多一些信任包容，
都來做改革強軍的促進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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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陸軍具有很高的作戰機動性。 資料圖片

原有的四總部及職能原有的四總部及職能

香港文匯報訊 據《解放軍
報》報道，從海軍軍民融合工
作辦公室了解到，自2012年以
來，海軍持續推進軍民融合發
展，先後組織地方20餘家單位
和130餘家高新技術企業召開
專場推介會，促成通信、新材
料、生物醫藥等一批先進技術
成果在海軍應用。與此同時，
海軍工程大學等派出專家團
隊，向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
範區百餘家單位推介軌道交
通、新能源接入等技術成果和
專利，其中4項海軍軍事技術得
以在民用領域轉化。
軍地協作共贏，成果雙向轉

化。海軍注重同步推進「民參
軍」和「軍轉民」項目對接與
轉化，先後與北京市政府、中
國工程院、清華大學、國防科
工局、交通運輸部等 12家單
位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構
建起長效合作機制，軍民融
合從最初的高科技裝備和後
勤保障社會化領域，拓寬到
人才培養、國防動員和國防

教育等領域。

軍民融合工作逐漸拓展
2014年9月，海軍依托北京
大學舉辦海軍院校長集訓班，
走開了軍民融合加快提升海軍
院校辦學水平的新路子。今年8
月，海軍第二次組織清華大
學、北京大學優秀國防生隨海
軍學員航海實習，進一步激發
高校學子熱愛海洋、關注海
防、獻身海軍的熱情。
如今，海軍軍民融合工作已

由最初與個別省市開展合作，
拓展到與國家部委、院所高校
等專業特色鮮明的戰略合作單
位協調對接；工作內容由以信
息化建設為突破口，拓展到體
制機制、法規制度、裝備科研
生產等全方位多領域；工作方
式由單領域獨立合作模式轉變
為多領域戰略合作模式，初步
探索形成了「部委融合」、
「院所融合」、「學校融合」
等特色模式，有效提升了軍民
融合效益。

海軍推進「民參軍」
和「軍轉民」同步對接

■■在一場協同作戰演習中在一場協同作戰演習中，，陸軍某部向陸軍某部向
「「敵敵」」前沿陣地發起攻擊前沿陣地發起攻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陸軍今後將與海陸軍今後將與海、、空空、、二炮等軍二炮等軍
種一樣種一樣，，有專設領導機構有專設領導機構。。圖為陸圖為陸
軍坦克在演習中軍坦克在演習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