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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1日 星期五 焦点关注焦点关注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9月 3日，天安门广场，
在振臂一呼高喊出“三个必胜”前，习近平向世界承诺，中国将
裁军30万员额。

习近平这篇讲话，举世关注，尤其裁军30万员额，已经成为
过去一周里，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的焦点。围绕着裁军难度、裁
军对象、裁军意义等诸多话题，人们为中国点赞，支持这个大国
为和平作出的这一决定。

时光荏苒，从抗战胜利到现在的70年间，中国从艰难赶跑
侵略者的弱国，变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从革命的前沿，变成了建设的一线；从争取民族的独立与尊
严，到耕耘着13亿人口的美好未来。

尽管外表变化巨大，但有一些可贵的品质，这个国家从未
丢弃，比如对正义的笃信，对和平的追求，以及对人民群众永恒
的依赖。正因如此，我们在胜利日的纪念才尤为重要。先进的武
器，训练有素的军人，所要做的无非是保卫正义、和平与人民。

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重要一课是，保家卫国，必须要有自
己强大的军力作保障。在漫长的近代史中，这个国家受到的无
数屈辱，都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更重要
一课是，这个国家真的厌烦战争，渴求和平。我们翻开历史书，
看到无数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在临终前留下的心愿是，
希望子孙后代生活在和平之中。

大国有着独特的烦恼。我们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
13亿一心安居乐业的人民，我们需要保家卫国的庞大力量，却
不需要穷兵黩武。在保护自己与维护和平的动态平衡中，我们
以实际行动展示出倾向和平的决心。我们喊出“三个必胜”，证
明的方式之一，就是军队裁员30万。

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拿破仑曾形容中国是一头睡狮，
当它醒来，全世界都会为之颤抖。故事真假不详，但早已家喻户
晓，让国人警醒。如今，睡狮早已醒来，经历了艰难的过程，重新
焕发巨大的生机。可是我们深知，这头狮子最不想做的，就是吼
叫着让世界颤抖，它所要的，无非是持久的和平与安宁。

所以世界应该知道的是，当习近平握紧拳头，以罕见的激
情高呼“三个必胜”时，中国的态度极其认真。

﹃
三
个
必
胜
﹄
里
的
和
平
逻
辑

刘
少
华

裁军30万：

中国的和中国的和平信心平信心
本报记者 申孟哲 刘少华

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
平主席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裁军30万员额。

消息一出，各方震动。各方普遍认为，此举彰显了中国捍卫和平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为何要裁军？此次裁军将如何进行？外界又如何看待此次裁军？

30 万 不
是 一 个 小 数
目。

此前，中
国人民解放军
的 总 员 额 是
230 万人。裁
军之后，这一
数字将压缩至
200 万人，裁
军 比 例 超 过
1/8。 可 以
说，在盛大阅
兵典礼上宣布
裁军，没有比这更好地表达中
国向往和平、捍卫和平的决心
和方式了。

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少
将余爱水就表示，这一决定，
向国际社会清晰而又坚定地传
达出中国爱好和平的心声。它
已表明，中国不搞军备竞赛，
举行“9·3 阅兵”不是秀肌
肉，更不是对他国的威胁。和
平是需要珍惜和捍卫的，而只
有一定的、足够的力量，才能
捍卫和平。在外部安全和军事
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宣布裁
军，更可以看出这一决定之难
得。

将于 2017 年完成的此次
裁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第 11 次裁军。
从峰值时的627万人到2017年
的200万人，解放军总计的裁
汰比例超过 2/3，先后共有数
十个大军区和兵团级单位被撤
销，近千所军队院校、医院等
被裁撤、缩编或改隶。

在裁军决定作出之后，解
放军七大军区党委纷纷表示，

“无论裁减涉及谁、利益影响
多大，都坚决听从指挥、服从
命令。”

那 么 ， 此 次 裁 军 30 万
人，将从谁裁起、按照什么步
骤进行裁军？

“这次改革裁减军队员额
将分步实施，重点将是压减老
旧装备部队、精简机关和非战
斗机构人员、调整优化军队结
构，最终裁汰将于 2017 年底
基本完成。”在9月3日的新闻
发布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杨宇军如是说。

要回答“中国为什么选择
现在裁军”这个问题，我们不
妨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中国裁
军。

1950年5月，新中国成立
后不久，解放军就进行了第一
次大裁军。当时，中央军委决
定，军队复员150万人，将全
军的总员额由 550 万压缩到
400 万，当年即复员 23.9 万余
人。1952 年底结束的第二次
军队精简工作中，全军共缩减
3 个兵团、19 个军、73 个师，

总 人 数 降 为
406.4 万 余
人 。 而 在
1953 年 8 月的
第 三 次 大 裁
军，全军总兵
力 精 简 超 过
20%，总员额
减 到 350 万
人 ， 到 1955
年底，全军转
业干部和复员
战士已达 500
万人。

到 1957 年的第四次裁军
结束时，全军总人数与新中国
建 立 时 相 比 ， 已 经 精 简 了
61%。

经过“文革”期间部队组
织编制混乱、比例失调、机构
臃肿、干部严重超编阶段，到
了上世纪 80 年代，解放军又
开始大幅裁军。其中最著名
的，莫过于 1985 年的“百万
大裁军”。在此基础上，1997
年和 2005 年，解放军又接连
裁军 50 万、20 万人，形成了
目前的全军规模。

每一次裁军，背后都有非
常现实的问题。

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由于保家卫国的需要，解
放军的员额一度达至峰值的
627 万。伴随其中的，是军费
的 大 量 支 出 。 据 核 算 ， 在
1949 年至 1950 年的中央财政
中 ， 约 有 一 半 用 于 军 费 开
支。而在战争结束后，随着
几 次 裁 军 ， 军 费 在 财 政 和
GDP 中 的 比 例 不 断 下 降 ，
1960 年时，军费在财政中的
占比从1957年时的18.2%降至
10.1%，在 GDP中的占比则从
5.16%降至3.98%。

同样，无论是新中国成立
后首次裁军的大量军人复员，
以及 1975 年整顿军队和上世
纪 80 年代的百万大裁军，都
是适应形势变化的选择。在国
家建设成为主要方向时，军队
的庞大臃肿，就成了必须改革
的对象。

而在现代作战条件下，如
开国中将张震所言，未来的战
争，将是立足于高科技条件下
的战争。在此背景下，以往依
靠人员数量取胜的时代已经一
去不复返，科技、装备将成为
决定性的力量。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就表
示，裁军 30 万人，意味着中国
军队将走高精尖之路，不以人
的数量取胜，而是以科学的制
度、先进的装备和强大的精神
力量来支撑，建设能打仗、打胜
仗的军队。裁减30万员额不是
简单减掉多少人，还包括了整
个军队体制、编制的变化。

阅兵之后，许多
人的朋友圈被一条

“ 驻 英 大 使 舌 战
BBC”的视频刷屏。

在 做 客 BBC 强
档新闻节目《新闻之
夜》时，中国驻英大使
刘晓明有理有力有节
地回答了诸多问题，
并直言，习主席在 10
多分钟讲话中 18 次
提到和平，这就是中
国向世界发出的信
号。刘晓明还以数据
展示，作为一个面积
是英国 40 倍、人口是英国 20 倍
的大国，中国的人均军费仅是美
国的1/22，英国的1/9。

实际上，在世界舆论中，讨
论最为热烈的，当属习近平在讲
话中，突然宣布中国将裁军 30
万人。

“在天安门广场，在世界领
导人盛会的阅兵式上，中国给了
世界一个惊喜。”英国《卫报》这
样写道。《纽约时报》则引用专家
的话说，“习近平主席宣布裁军
30 万是一个惊喜，他向世界明
确释放了和平与诚意的信号。”
路透社也在报道中说，裁军决定
是中国酝酿的长期军队改革措
施的一部分。新加坡《联合早报》
更是在重要版面直言，中国在此
时宣布裁军，回应了外界对阅兵
式“秀肌肉”的批评，并对外宣示
中国维护和平的决心。

除了媒体关注，各国专家也
纷纷点赞。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
塔夫罗夫斯基说，中国一直倡导
和平，并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问
题，裁军30万人就是有力佐证。
巴基斯坦国防大学教授哈尤姆·
汗表示，中国主动裁军，有力回
击了“中国威胁论”。韩国高丽大
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正南（音）
说，习近平希望传递出一个信
息，即中国将通过裁军继续维护
和平。

事实上，中
国大裁军，符合
世界范围内的潮
流。

据统计，自
苏联解体以来，
俄罗斯历经多次
裁军，1996 年之
后俄军从 250 万
人 减 至 170 万
人，并持续减少，
2008 年 之 后 又
计划把军队人数
减 少 到 100 万
人。而美国国防
部官员表示，美
军计划在未来两
年内裁减 4 万名
现役军人，以节

省国防开支。从几年
前开始，英国就大幅
度削减英军各军兵
种，并削减国防预算，
力度甚至一度引起北
约担忧。

横向对比，中国
裁军 30 万员额的力
度，在世界范围内，都
是过去许多年里极少
出现的规模。

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则
刊文总结说，此次阅
兵实际上减少了一些

国家对中国未来意图的疑虑。该
文认为，裁军30万人这个“善意
姿态”，表明中国的军事进步对
其他亚洲国家甚至美国并不构
成威胁，并认为这一明智做法可
以让其他亚洲国家吃下“定心
丸”。

除了为中国和平的态度与
决心点赞，世界舆论普遍认可的
是，中国将借裁军机会，让军队
结构更为合理，队伍更加精干高
效。

在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
所研究员乔纳森·霍尔斯拉赫看
来，裁军会为中国节省在军队工
资上的开支，同时精简团队是
建设现代化、能力强军队的前
提，中方对和平发展政策的表
述也会让欧洲更进一步了解中
国的安全政策。

欧盟安全研究所研究员埃
娃·佩绍娃持类似观点，她认
为，裁军并不意味着削弱战斗
力，而是要更加合理、更加精
简、更加现代化地建设军队，中
国将把重点放在发展空军、海军
上，以应对现在的安全威胁。

在裁军的意义上，韩国纽
西斯通讯社的总结一针见血
——原本被视为宣扬“大国崛
起”的阅兵式却宣布了裁军，
这多少令人意外，显示出中国
对于军事现代化的强烈自信。

迎来世界点赞迎来世界点赞

阅兵式上的英模部队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摄



11 次裁军，其中贯
穿着同样的逻辑。无论
时代如何变迁，是战争
年 代 还 是 和 平 建 设 时
期 ， 军 队 的 每 一 次 改
革，目的都是强军，使
人 民 解 放 军 走 向 现 代
化、合理化、科学化。

例如，从 1950 年首
次裁军到 1985 年，解放
军 兵 种 设 置 及 其 比 例 ，
一直在走向现代化、合
理 化 。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小米加步枪”的步
兵是解放军的主体，空
军、海军和陆军特种兵几乎是空
白。从 1952 年起，陆军的规模就一
直在压缩。同样不停在压缩的，是

“非战斗部队”。
数据就可以说明这一点：1952

年裁军，国防部队精简了28.3%，公
安部队精简了31.6%，步兵和机关人
员大幅度压缩；1953 年裁军，裁减
比例最大的同样是陆军；1957 年第
四次裁军，步兵部队精简51.2%，各
级机关精简 27.2%；1975 年，工程
兵 、 铁 道 兵 等 兵 种 被 精 简 最 多 ；
1980 年，军队大量精简机关、压缩

“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将一部
分部队移交地方，解决“部队臃肿
庞大”的问题；1982 年，“铁道兵”
和“基建工程兵”两个兵种撤销，

转入相关部委；1985 年的“百万大
裁军”中，陆军则淘汰了骡马、骑
兵、司号兵等不适应现代战争的兵
种和专业。

与 裁 减 、 淘 汰 形 成 鲜 明 对 比
的，是现代化兵种的不断充实。

1952 年，海军、空军、特种兵
和军事院校被加强；1953 年，同样
加强了特种兵；到 1975 年，海、空
军和特种兵在全军总人数中的比例
已经达到 32%，成为合成军队中重
要的战斗力量；1982 年，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和预备役部队组建；
1985 年，扩编了通信兵、防化兵等
兵种，增编了电子对抗部队、伪装
部队等专业兵种，同时，解放军陆
军的专业兵种数量第一次超过了步
兵，炮兵成为陆军中的第一兵种，装
甲兵成为陆军的主要突击力量，陆军
航空兵、海军陆战队、陆军防空导弹
部队等一大批新的兵种纷纷诞生。

与此同时，解放军的建制、指

挥体系也在逐步走向精
细化、完善化。

1952 年时，进行了
整编压缩；1953 年，进
一步做到了人员统一编
制 、 武 器 统 一 定 型 ；
1982 年，兵种部队进行
集中统一领导，军委炮
兵、装甲兵、工程兵机
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炮
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
部，同时建立了文职人员
和志愿兵制度，全军干部
与战士总比例由 1∶2.7
调整到1∶3左右。

到了 1985 年，陆军军改编成集
团军，将独立的装甲兵、炮兵、工兵
等兵种部队编入集团军，直属中央军
委和大军区的炮兵司令部、装甲兵司
令部、工程兵司令部、防化兵部，分别
缩编合并为总参谋部和大军区司令
部所属的业务部。以前的 11 个大军
区，也合并为7个，县市人民武装部则
改归地方政府建制领导。

“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机构精
干、指挥灵便、战斗力强的现代化
正规化革命军队”，是历次军队改革
中的终极目标。事实上，从 2013 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起，军队改革就早
已定下了方向。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对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方面明确提出，“要优化军
队规模结构，调整改善军兵种比
例、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比例，
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并依据不
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
队编成”。

这其中，不仅有健全军委联合
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
体制、加强信息化建设集中统管等
管理层面的改革，还有包括军官职
业化、军队干部制度、文职人员制
度等在内的军队政策制度调整，以
及推动包括国防科研、装备采购等
在内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用习近平的一句话概括，此次
裁军和历次裁军一样，就是要“解
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
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深
入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

换句话说，在彰显和平决心的
同时，中国捍卫和平的能力依然要
继续提升。

第11次裁军第11次裁军

裁军就是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