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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11月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起，

我军发展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的变革由此

拉开序幕。这场意义非凡的军事变革注定将打

上厚重的历史烙印，因为这场改革将事关中华民

族复兴伟业的安危和前途。至今整整一年过去

了，我军深入而全面的改革正在按照中央军委的

计划部署，如火如荼地在全军展开，改革已取得

阶段性成果，我军战斗力在稳步提升。

一年的时光，我军改革如离弦之箭，势如破

竹，初见成效。陆军司令部成立，火箭军、战略支

援部队独立成军，军委机关由4个总部改为15个

职能部门，7大军区调整划设为5大战区，成立军

委联勤保障部队，海军、空军、火箭军、武警部队

机关整编工作初步完成。这些被称之为“脖子以

上”的改革措施，已使我军在世人面前呈现出惊

世骇俗的全新面貌。我们仅花了一年时间，做了

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业。一年的改革已使我

军实现华丽转身，甚至是梦幻转身。这一切都是

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的坚强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

没有突破，就没有飞跃。体制和制度上的

突破近似于一场革命，必将带来军队战斗力的

飞跃发展。一年的改革，使我军彻底突破了长

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

的制度藩篱，建立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

种主建的全新格局，从根本上解决了多年来严

重制约军队战斗力发展旧体制、旧观念的积

弊，实现了军队组织体制的一次历史性突破与

飞跃。我军这次体制机制深刻变革反映了习主

席和中央军委彻底解放发展我军战斗力破釜沉

舟的坚定决心和巨大的历史勇气。为此，习主

席将这次改革的艰险比喻为过“火焰山”。我们

看到，在新的体制下，我军官兵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正在被调动和激发出来。

如果说我们用了一年时间，初步解决了“头

重”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脚

轻”和“尾巴大”的问题，即解决军队规模结构和

力量编成不合理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

军尽管也进行了几次裁军和结构改革，但受各种

利益因素的牵制，军队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没

有得到根本解决。对此，习主席和中央军委下了

最大的决心，要排除一切困难，建设一支精干高

效的人民军队。一切为战斗力让路，为打赢未来

战争让路。因此，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就是要对全

军部队进行结构调整。一些部队将面临重组、转

隶，甚至撤销，许多官兵将面

临分流、转岗、退役。中国军

人应胸怀大局意识和牺牲精

神，愉快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为强国强军目标建功立业。

这次深刻改革的一项重

中之重是建立联合作战指挥

体制。今年2月1日，习主

席向五大战区授予军旗并发

布训令时强调指出，组建战

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是全

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的标志

性举措，是构建我军联合作

战体系的历史性进展。

可以说，能否建立强大的联合作战指挥体

系是衡量本次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未来

作战，重在联合，胜在联合。我们要在作战观

念、作战方式方法上紧跟时代，坚决抛弃制约

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旧东西，大胆实践新体

制。上下齐心协力，按照现代信息化一体化联

合作战的要求，实现作战方式和作战手段的珠

联璧合，无缝连接，发挥系统集成的最大效能。

后续改革的任务更艰巨，意义更伟大，使命

更光荣。全军官兵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积极

投身改革，支持改革，拥护改革。我们相信，突破

了体制藩篱的束缚，我军的战斗力发展一定会更

快更好更强，强军目标一定能早日实现。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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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一大早出操，天空下起雪。

第27集团军某旅装步四营营长裴德毅忽然想

起，去年冬天，部队因改革移防搬迁，也是个雪

天。

按照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命令，陆军第

27集团军从河北移防山西，成为全军第一个因

改革而进行部署调整的军级单位。

2015年12月2日，一纸命令传来：第27集

团军领导机关和直属分队移防山西，限2016年

1月5日前腾空营区，交给新成立的陆军某部。

改革，总要涉及利益得失。官兵们将要离开

的，是一座驻守长达46年、现有70%以上干部士

官安家置业的城市——石家庄。然而，没有任何

折扣，丝毫没有扰民，25天后的12月27日，最

后一批人员装备离开驻地。

1945年5月一个清晨，上海市民推门出户，

看到马路上睡满了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这就

是当年的27军。66年后，这支部队依旧严格恪

守军令。“撤并降改听党的，进退走留看我的”

“党叫干啥就干啥，打起背包就出发”……

这是一年来，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

上，有关军改报道的大量文章中的一个细节。

一年前的2015年11月24日至26日，中央

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

就是从那场会议起，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步

入快车道。过去一年，军改搭起四梁八柱，留下

浓重一笔。27军移防，只是一个缩影。

接受本报采访时，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

部研究员王新俊说，一年的时光，我军改革如离

弦之箭，势如破竹，初见成效。

大事：改革搭起四梁八柱
过去一年，几件标志性改革搭起了军改四梁八柱。

这包括一场会议、一个意见、新军授旗、军委机关调
整、军区改战区等重大事件。

一场会议，就是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
会上强调，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强

军梦的时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也是决定军
队未来的关键一招。指出，要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
战、军种主建的格局。2020年前，要在领导管理体制、
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优化规模
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改革上
取得重要成果。

一个意见，是中央军委印发的《关于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的意见》。

2016 年新年第一天，《意见》正式公布。意见指
出，军改大致分几个阶段：2015年，重点组织实施领导
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2016年，组织实施
军队规模结构和作战力量体系、院校、武警部队改革，
基本完成阶段性改革任务；2017年至2020年，对相关领
域改革作进一步调整、优化和完善，持续推进各领域改
革。
《意见》明确了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军队规模结构、部队编成、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政策制
度、军民融合发展、武装警察部队指挥管理体制和力量
结构、军事法治体系等方面的主要任务。其中军队规模
结构方面，“裁减军队现役员额30万，军队规模由230万
逐步减至200万。优化军种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
员”。

新军授旗，指2015年 12月 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陆军领导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中国人民解放
军战略支援部队成立大会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习
近平主席向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
训词。

军委机关调整组建方面，军委机关由4个总部改为1
厅、6部、3个委员会、5个直属机构共15个职能部门。
2016年1月11日，习近平接见调整组建后的军委机关各
部门负责同志。

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区成立，习近平向东部
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授予
军旗并发布训令。自此，7大军区调整划设为5大战区。

9月13日，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成立，习近平向
武汉联勤保障基地和无锡、桂林、西宁、沈阳、郑州联
勤保障中心授予军旗并致训词。
“通过这些大力度的改革，人民解放军突破了长期实

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建立了军委
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解决了一些多年
来想解决但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许多过去
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实现了军队组织架构的一次历
史性变革。”习近平在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时说。

细节：军营处处是变化
改革，不止有大事件搭建框架，也有小细节逐步构

建，有每个人的切身感受。
《解放军报》引述火箭军某导弹旅发射营营长刘志红

的感受：今年是火箭军建设元年，军营处处是变化。最
大的变化，莫过于实战化训练强度、力度更大了，从靶
场到战场的距离更短了。

他举了一个例子：今年5月，我营跨区挺进东北参
加红蓝对抗。对于我来说，拿下那个老对手不在话下。
不承想，这次部队刚抵达，转运卸载物资时，便遭“蓝
军”特战分队打击。全营仓促应战，“损失”过半，最终
错过发射窗口。复盘推演时，我带头检讨：“打破以往演
练的惯性思维刻不容缓。”

将士与统帅，都在思考“战场”上的问题。“关于军
队建设和改革，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在党和人民需要的
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住党的绝对领导，
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
仗、指挥打仗。”习近平说。

一些细节，折射变化。军委从 4总部转为 15个部
门，看上去部门多了，但总的是层级减了、等级降了、
人员少了。军委机关的新式胸标、臂章，与07式标识相
比，有一个显著变化——去掉了“指挥刀”。阅读军委机
关各部门的职责目录，已经没有“领导”这样的词汇，
取而代之的是“指导”“负责”“组织实施”等。《军营理
论热点怎么看?2016》透出的这一细节显示，军委机关，
已由领导机关、决策机关转变为参谋机关、执行机关、
服务机关，告别“领导范”，当起“办事员”。

一些变化，在悄然进行，职业军人的荣誉感在增
强。2015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
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法》。半年后的2016年6月，我国首次派出军机，跨越
11个国家，连续飞行27000多公里，奔赴马里接运执行
维和任务遇袭伤亡的英雄，党政军各界人士在机场举行
隆重仪式迎接烈士和伤员回国，并沉痛送别“蓝盔英
雄”申亮亮烈士。7月份，我们以同样隆重的方式接回
李磊、杨树鹏两位维和烈士。

2015年 8月 1日，《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
正式施行。2016年11月27日，经有关部门批准，军委后
勤保障部财务局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
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等5家协作银行达成一致，在全军正
式开展军人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业务。这对拓宽军人购
房筹资渠道，推进军人住房保障社会化，减轻军人购房
经济负担。

部队的良好形象，在不断重塑。今年2月，中央军
委下发《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
通知》，标志着我军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已部署展开。

方向：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
军队的根本职能是打仗。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快推进军队改革，

谋求军事优势地位的国际竞争加剧。在这场世界新
军事革命的大潮中，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
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军事上的落后一
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感受，都认为不改革是打不

了仗、打不了胜仗的。”2013年 12月 27日，在一次
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有一句话，后来被广为传播：
“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
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
“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

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谋求
打胜仗，必须到中流击水。这是军改的出发点。

现代战争早已进入“秒杀”时代，是信息化条
件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陆海空网多维空间融为一
体。2016 年印发全军的《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16》一书，介绍了这样一个细节：

今年初，某战区机关组织一场讨论会，有的
同志谈道，“不改不知道，一改吓一跳，新旧对照
比较，才知道过去的指挥体制与现代战争差距有

多么大！”
书中指出，领导指挥体制是作战的中枢神经，面对

战争时空特性的重大变化，金字塔式的“层峦叠嶂”早
已落伍，扁平精细的指挥体系成为必然。美军作战体系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从 C4IR 到 C4ISR，再到
C4KISR，不到20年间实现了从“五位一体”到“八位
一体”的跃升，并计划2030年建成C4KISRT系统。而
中国，此前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方面作了不少探索，但
联不起来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有事还得临时建机
构、拉班子。

为此，习近平尤为重视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健全和
人才的培养。4月20日，他以总指挥身份亲临视察指导
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时强调，健全军委联指中心是深
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强化军委战略指挥功
能的重要举措。他要求，构建“平战一体、常态运行、
专司主营、精干高效”的战略战役指挥体系。

在视察国防大学时，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把培养联
合作战指挥人才突出出来。他指出，培养联合作战指挥
人才是国防大学的核心职能。

几乎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打仗展开。不仅训练、军
演要围绕打仗来，后勤保障也一样。习近平强调，要着
力建设一切为了打仗的后勤，坚持保障打仗的根本指
向。他说，各级党委和各级指挥员要高度重视后勤工
作，按照打仗要求建后勤、用后勤。

这次军改，是我军向现代化军队迈出一次关键性跨
越，将为今后20年、30年国防和军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军改这一年：

军队架构历史性变革
本报记者 陈振凯

� 11月 4

日，中部战区陆

军第 54集团军

某师机步团举行

军事课目比武展

示活动。

（人民图片）

11月16日至17日，北部战区某边防巡逻艇大队新兵营全体新兵，不顾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进行雪野战术训练。

郑耀耀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