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軍改成果三大關鍵詞
軍委管總
改革前：
總部體制：中央軍事委員會下設四總部，分別為總參、總
政、總後和總裝；弊端：總部權力過於集中，影響了軍委集
中統一領導。
改革後：
軍委下設辦公廳、聯合參謀部、政治工作部、後勤保障部、
裝備發展部，增加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政法委員會、科學
技術委員會。增加戰略規劃辦公室、改革和編制辦公室、國
際軍事合作辦公室、審計署、機關事務管理總局。

戰區主戰
改革前：
1.七大軍區是中央軍委派出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
2.海軍作戰部隊除了海軍總部直轄外，分佈於三大艦隊中。
3.空軍領導機關設有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裝備部。
4.第二炮兵是中央軍委直接掌握使用的戰略部隊。
改革後：
1.成立東、西、南、北、中，五大戰區。
2.將陸、海、空、火箭軍等軍種整合，實現聯合協同作戰。
3.由防禦性質作戰，轉為聯合機動作戰。
4.建立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部。

軍種主建
改革前：
陸軍機動作戰部隊85萬人、海軍23.5萬人、空軍39.8萬
人。陸軍邊海防部隊、警衛警備部隊及二炮未公開。
改革後：
1.成立陸軍領導機構。
2.成立火箭軍、取消第二炮兵。
3.成立戰略支援部隊。
4.將裁軍3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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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5日，十八大剛剛閉幕，習近平即主持召開新一屆軍委班子第
一次常務會議。之後，他先後到廣州戰區、北京
軍區、瀋陽戰區、國防科學技術大學等基層一線
實地考察，親自登戰艦、上戰車、觀摩實兵實彈
演練，並多次就國防軍隊建設發表重要講話，系
統地闡述自己新的治軍思想，提出強軍夢，強調
「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和「敢打仗、打勝
仗」。

成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
中國國防大學科研部副教授李明海指出，20世

紀中葉以來，以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為龍頭的大數
據、雲計算等新技術湧現，引起軍事領域的技術
革命。這必然引起作戰方式、理論和軍隊編制體
制的根本性變革。面對這場新軍事革命的衝擊，
中國必須加快推進軍隊改革力度，謀求軍事領域
戰略主動權。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

革作出整體部署，將國防和軍隊改革納入國家全
面深化改革的總體佈局。2015年7月，《深化國
防和軍隊改革總體方案建議》出爐。9月3日，
習近平宣佈：中國將裁減軍隊員額30萬。10
月，《領導指揮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審議通過。
2015年12月31日，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

戰略支援部隊成立。今年1月11日，調整組建後
的軍委機關各部門負責人集體亮相。今年2月1
日，習近平為調整組建的五大戰區授旗並發佈訓
令，「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新格
局正式形成。
知名軍事專家張軍社指出，此次改革，是為了

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推進領導掌握
部隊和高效指揮部隊有機統一，推動中國軍隊由
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轉變，搶佔未來軍事競
爭戰略制高點，加強新型作戰力量建設。其中，
包括調整改善軍種比例，優化軍種力量結構，突
出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優化領導管理體制改
革等。

不只動「棋子」而且調「棋盤」
根據改革總體方案，今年的改革重點是組織實
施軍隊規模結構和作戰力量體系、院校、武警部
隊改革，基本完成階段性改革任務；2020年前，
中國軍隊將在領導管理體制、聯合作戰指揮體制
改革上取得突破性進展，在優化規模結構、完善
政策制度、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等方面改革上
取得重要成果，努力構建能夠打贏信息化戰爭、

有效履行使命任務的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
系，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軍事制度。
知名軍事專家趙小卓說，這次改革會為戰鬥力

提升提供很大空間，而改革的意義可能再過10
年、20年會看得更清楚。專家指出，這次改革，
不只是動「棋子」，而且調「棋盤」；不是零敲
碎打、修修補補，而是體系重塑與全面再造。這
次改革，謀的是民族復興偉業，佈的是強軍興軍
大局，立的是安全發展之基，為今後20年、30
年國防和軍隊發展打下基礎。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帶領中國軍隊，大刀闊斧推進軍事變革，從實地考察基層一線提出強軍

夢，到出爐國防和軍隊改革總體方案，從宣佈30萬大裁軍，到成立陸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實行軍委多部門

制，設立五大戰區……在3年多的時間裡，中國軍隊改革高歌猛進，國防體制脫胎換骨。外界普遍判斷，到2020年，

中國將從一個陸上軍事強國，轉變成一個陸、海、空攻防力量兼備的國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跨越」、「聯合」、「紅劍」、「礪
劍」、「衛士」……從蒼茫大地到碧海藍
天，3年來，數百場旅團規模以上實兵演
習輪番上演，力度之大、標準之高、要求
之嚴前所未有。與此同時，從「禁酒令」
到查處軍中「大老虎」，解放軍日漸風清
氣正。外界輿論普遍認為，過去3年多，
無論是依法治軍、從嚴治軍，還是一次次
實兵演練，中國軍隊這所有一切指向的最
終目標，都是提升戰鬥力。

培育戰鬥精神向積弊開刀
未來戰爭怎麼打，軍隊就應該怎麼建。
戰鬥力是「唯一的根本的標準」，要「全
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項工作向打仗用
勁」，「能打仗、打勝仗」。過去3年，
全軍部隊狠抓戰鬥精神培育，向和平積弊
開刀，武器裝備信息化建設步伐不斷加
快，遼寧艦不斷拓展試驗訓練課目，國產
三代戰機批量裝備部隊，大型運輸機試飛
成功，大國長劍在勝利日閱兵式上震撼亮
相……
從嚴冬到酷暑，從高原到海島，從大漠

到大洋……盤點3年來各系列聯合演習演
練，軍報指出，不僅覆蓋了全季節、全天
候、全地域，更突出了「全系統全要素參
與、戰略戰役力量全覆蓋、陸海空天電全
維展開」的鮮明時代特點。與此同時，中
國軍隊的實戰化訓練越來越常態化，並且
從海軍陸戰隊首次赴寒區演練，到海空軍
首次進行自由空戰對抗演習等，創造了諸
多「首次」。
另一方面，針對軍隊存在懶、散、臃問

題，特別是官僚作風，亦嚴重影響軍隊戰
鬥力生成，習近平掌軍伊始，就雷厲風行
推出「禁酒令」等十項整飭軍紀的條例並
頻密視察軍隊，對軍隊整風提出高要求，
多次從行動和制度上築牢依法治軍、從嚴
治軍。
2013年10月，中央軍委決定在軍隊建立

巡視制度、設置巡視機構、開展巡視工作。
至2015年底，完成了對全軍各大單位巡視
的全覆蓋，發現一批問題線索，嚴肅查處一
批違紀違法案件。近日，中央軍委紀委又採
取單獨派駐和聯合派駐的方式，共向軍委機
關部門和各戰區派駐10個紀檢組。

人才培養是一國軍隊和國防的核心與靈
魂。專家指出，過去3年多，中國軍隊正在建
立軍官職業化制度，推進軍隊住房、軍人保
險和醫療等制度方面的諸多改革，這將使一
些困擾正規化建設和影響官兵切身利益的問
題得到解決，必將極大地激發官兵獻身國防
熱情，進一步助推新一代職業軍官隊伍的形
成，一支專業化、複合型的中國軍隊正呼之
欲出。

過去3年多時間裡，軍隊政策制度調整改
革正在逐步深化。據了解，其中「重頭
戲」是健全完善與軍隊職能任務需求和國
家政策制度創新相適應的軍事人力資源政
策制度。軍官政策制度改革，大方向是建
立中國特色軍官職業化制度，其中重點要
系統調整改革選拔任用、培訓交流、福利
待遇、退役保障等政策制度。
軍事問題專家宋忠平坦言，有些方面以

前做得不夠好，而軍官在服役期間享受各
種待遇，退役後得到基本生活保障，將為
軍隊建設提供必要的人才保證。

「實現強軍目標，必須同心協力做好軍民
融合深度發展這篇大文章。」過去3年多，在
富國強軍新征程上，中國大力推進軍民融
合，統籌佈局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輿論指
出，過去3年多，軍地部門加強組織領導和頂
層設計，國家主導、需求牽引、市場運作的
運行體系初步形成，越來越多地方資源進入
軍工、軍事訓練等領域，更好服務國防和軍
隊建設。

過去3年多，中國相繼出台《關於加快吸納
優勢民營企業進入武器裝備科研生產和維修
領域的措施意見》等規章制度，成立跨軍地
部際協調小組，開通運行武器裝備採購信息
網……「民參軍」熱潮湧動，企業數量明顯
增加，進入領域擴大、層次水平提升。
《人民日報》文章稱，以北斗衛星導航系
統、「天河二號」超級計算機等為代表，軍
民融合正在向網絡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

造、海洋資源、航空航天等領域縱深推進，
「中國製造2025」、「互聯網+」、大數據、
3D打印等新技術、新業態，成為融合發展、
軍民兩利的新引擎。與此同時，3年來，借助
軍民融合，積極推進部隊人才和地方人才兼
容發展，越來越多的人才走入軍營。
2014年5月25日，包括第三代戰機在內的

多種機型，首次在高速公路成功起降。如
今，中國高速公路總里程高居世界第一，高
速鐵路運營里程位居世界首位，民航、水運
等快速發展。寓軍於民，部隊利用地方交通
設施進行機動投送和應急保障漸成常態。

解決「懶散臃」提升戰鬥力

從一次次正常的武器試驗，到軍隊改革
的結構性巨變，中國軍隊的一舉一動都是
各國媒體關注的焦點。外電普遍認為，中
國進行的軍隊和國防改革，是60年來規
模最大、最徹底、最重要的一次軍事改
革，未來解放軍將變得更有效、更具戰鬥
力和更精悍，與日益崛起的強國地位相適
應，並更有利於維護和平穩定。

果斷改革能提高軍力
俄戰略與技術分析中心專家瓦西里．卡

申向俄媒分析稱，俄羅斯也改革了之前的
軍區體系，建立了四大聯合戰略指揮部，
削弱各軍種指揮部的作用並撤銷了許多輔
助機構。俄羅斯的經驗表明，果斷徹底的
改革能夠在短期內使軍事實力顯著提
高，使軍隊「不僅能夠準備保家衛國，還
能夠出境作戰」。
法國《世界報》網站指，中國的軍隊現

代化，重要的是質量而不是數量。美國詹
姆斯敦基金會一份研究報告稱，一大批軍

官得到了提拔，以增加軍隊對黨的支持。
同時，中國還在軍隊內開展反腐行動，這
有利於改革計劃在軍隊的實施。
德國《商報》稱，「中國軍隊將變得更

強大！」日本軍事記者小川和久表示，中
國軍隊確實在朝着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向切
實前進，中國軍改「不可小覷」。
儘管各國媒體普遍認為改革正使解放軍

變得更加精銳，但沒有將其與威脅畫等
號。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
年指出，他國無須對中國落實改革並強化
軍隊感到擔憂，「因為中國有一支更有
效、更透明、更國際化的軍隊，能夠更好
地與他國進行國際間的合作，從而增進互
信並維護國際秩序。」
《紐約時報》引述專門研究安全和軍事

問題的智庫CNA公司副總裁兼中國研究
項目主任馮德威說：「這次新一輪改革5
年後才能看到成果。但10年後，可能會
出現一支與現在完全不同的人民解放
軍。」

外媒：軍改讓解放軍更精悍

軍民融合富國強軍兩翼齊飛

新一代職業軍官隊伍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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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31日，解放軍陸軍領
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成立
大會在北京八一大樓隆重舉行。

資料圖片

■習近平大刀闊斧推進軍事變革，實
地考察基層一線，提出強軍夢。圖為
2013年4月，習近平在水兵餐廳，同
水兵們共進午餐。 網上圖片

■中國軍隊
大刀闊斧整
肅 軍 風 軍
紀。圖為解
放軍正在進
行 軍 事 演
習。

資料圖片

■■20162016年年55月月2121日中泰海軍陸日中泰海軍陸
戰隊聯合訓練戰隊聯合訓練，，解放軍戰士在解放軍戰士在
開幕式上表演擒敵拳開幕式上表演擒敵拳。。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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