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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海军装备建设发展的

历史回顾及经验启示

□ 纪海涛

摘要 ： 人 民海军装备经过 多年的建设取得辉煌成就 ， 海军新的战斗力增长点越来越凝聚于新装

备 。 海军装备建设主要经历 了 三个发展时期 、 四次指导思想演进和体制转变 ， 出现过四次造舰高 潮 。

海军装备建设的伟大实践积累 了 丰 富经验 ， 是海 军装备建设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宝 贵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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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海军在 多年的建设与发展 中取得了辉煌成就 ， 回顾海军装备建设发展历史 ， 新

装备 已成为 战斗力生成模式新的增长点 。 新世纪新阶段 ， 为加快 中 国海军建设发展步伐 ，

确保
“

能打仗 、 打胜仗
”

， 努力锻造
一

支与 中 国 国 际地位相称 、 与 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

适应的强大人民海军 ， 积极推进现代化海洋强国建设 ， 需认真总结海军装备建设经验 ， 以

资鉴人民海军的跨越式发展 。

一

、 海军装备建设发展的主要历程

人民海军装备按照发展历史 ， 大致经历三个时期 。

奠基初创 时期 （从 年诞生到 年 ） 。 人民海军的装备主要是通过缴获接收 、 整

修改装 、 国外购买等 ， 解决从无到有的 问题 。 年 月 日 ， 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前

身
——

华东军区海军 ， 在江苏泰州 白马庙宣告成立 。 当时 ， 共有舰船 艘 ， 总吨位
吨 仅相 当

一

艘中型航母吨位 。 这些舰船部分来 自 国 民党起义部队 ， 部分来 自 战场缴

获 ， 另有部分为 以往的遗弃遗留 。 其中 ， 最老的有清末从 日 本购买的
“

楚
”

字号炮舰和 民

国初年的
“

永绩
”

号炮舰 。 从 年开始 ， 通过香港 ， 人民海军先后购进美 、 英 、 日 等超

龄舰船 艘 。 年至 年期间 ， 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 先后拨出专款 ， 从

苏联购买 了
一

批战斗舰艇 、 辅助船只 、 各型飞机 、 专用火炮 、 水中兵器和弹药 ， 以及设

备 、 配件等 。 依靠这些新旧 混杂 、 参差不齐的装备 ， 人 民海军相继组建了 驱逐舰 、 潜艇 、

猎潜艇和鱼雷艇部队 ， 组建了 海军航空兵 、 海军陆战队 （团级 ） 和海岸炮兵部队 ， 人民海

军五大兵种初具规模 。

发展壮大时 期 （ 从 年至改革开放前 ） 。 年 ， 中 苏两国 政府签订
“

六四协

定
”

， 人 民海军装备建设开始进入
“

转让制造
”

阶段 。 先 后购买 了 护卫舰 、 潜艇 、 扫雷

舰 、 大型猎潜艇 、 鱼雷艇等五种型号舰艇的全部技术图纸和
一

批材料 、 设备 ， 在国 内制造

生产 。 年 ， 人民海军又从苏联购买 了五型舰艇和两种导弹的动力装置 、 雷达 、 声纳 、

无线 电 、 导航器材等 项设备的设计技术图纸及相关资料 ， 以及部分装备器材项 目 的制造

特许权 。 通过
“

转让制造
”

顺利过渡到仿制改进 ， 使得海军武器装备和配套设备增加 了

新品种 ， 技术性能获得
一定提高 。 同 时 ， 海军武器装备的专业设计研究队伍 日 益壮大 ，

① 参见杨国宇 ： 《 当代中国海军 》 ， 页 ，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

② 参见杨国宇 ： 《 当代 中国海军 》 ， 页 。

③ 参见杨国宇 ： 《 当代 中 国海军 》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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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舰艇科研和生产制造能力 也得到相应发展 。 内 船舶工 业和经济形势还不能满足作战 需求和

以此为 基础 ， 针对 中 国海区特点 、 国 家工业现状 装备建设要求的 实 际情况 ， 海 军党委于 年

和 当时战备形势 ， 自行设计 、 研制 、 生产了 巡逻 月 向 中央军委提夂报告 ， 指出 ：

“

今后海军建

艇 、 猎潜艇 、 导弹护卫舰 、 导弹驱逐舰 、 新型常 设 以导弹为主和不断改进常规装备 ， 以发展潜艇

规动力潜艇 、 核动力潜艇 、 远洋测量船及其辅助 为重点 同时发展 中小型水面舰艇
”

， 形成 空 、

船只等 ， 使人民海军逐步走上了 自 主研制生产海 潜 、 快 ， 以潜为重点
”

的装备建设指导思想 ， 重

军装备的道路 。 申 年提出 的武器装备
“

三步走
”

建设步骤 ，

转型 跨越时 期 （ 改革开放 以 来 ） 。 世纪 并经历 了转让制造 、 仿制改进和 自行研制三个重

八九十年代 ， 为 了缩小差距 、 提高质量 ， 人民海 要发展阶段 ， 使中 国逐步走上 了 自主研制生产海

军在充分消化吸收引进技术 ， 对现有装备进行全 军装备的发展道路 。 这
一

阶段 ， 海军装备体制从

面整治和加强配套的基础上 ， 加速武器装备的研
“

苏联式
”

转 向
“

自 主式
”

。 经过消化 、 吸收和 自

制进程 ， 重点加强 了新型装备科研 ， 关键技术领 力更生 ， 逐步摆脱了苏联模式 ， 形成了中 国特色 。

域取得重大突破 ， 武器装备系统获得跨越发展 。

“

精 干 、 顶 用 、 配套
”

的装备建设指 导思

年 月 日 ， 正式组建海军装备部 ， 标志着 想 。 中 共十
一

届三 中全会后 ， 根据 中央提 出 的

海 军装备建设进入 了快速发展阶段 。 进入 世
“

建设一支精干 、 顶用 、 具有现代化战斗能力 的

纪 ， 海军装备建设坚持 自 主创新 ， 有重 点 、 有选 海军
”

要求 ， 按照 近海防御
”

战略 ， 借鉴世界

择地升级改造 ， 广泛应用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 各 国加强军队质量建设的经验 ， 海军提出 了 以质
新技术 ， 海军武器装备加快 了体系化 、 系统化 量建军为核心的

“

精干 、 顶用 、 配套
”

的建设指

建设 。 年 月 ，

“

辽宁
”

号航母正式入列和 导思想 ， 海军 武器装备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

歼 舰载机首次起降和着舰成功 ， 标志着人民海 这一阶段 ， 海军装备发展体制从
“

低技术
”

转 向

军正在步入
“

航母
”

时代 ， 显示 了 人民海军不断
“

高技术
”

。 特别 是
“

八五
”

以来 ， 重点对海军

增强的实力 。 的
一些 高新技术项 目 和关键技术环节进行 了 攻

布田 》±名 倉 ■

； 毋 足 匕旦 田 相 亩 彳

关 ， 使
一

批高新技术成果用于 急需的海战装备建
、 殳 ⑶

设 ， 批新型武器装备完成研制并列装海军 ， 较
市料？

力 提胃了 见 。

依据党中 央 、 中央军委战略思想要求 ， 人民
“

发展新型 武器装备 、 优化装备结构
”

的装

海军根据不 同历史时期 的发展需求 ， 与 时俱进创 备建设指导思想 。 进入新世纪后 ， 为适应世界新

新发展装备建设指导思想 ， 为海军装备建设与发 军事变革的 发展趋势和未来海上作战的实 际需

展提供了 科学指导 。 与此相适应 ， 海军装备建设 要 ， 按照
“

突发事件有准备 、 局 部战争有保障 、

的发展 ， 也经历 了 四次体制转变 。 威慑有手段 、 发展有基础
”

的 目标 ， 加紧构建海

空 （ 海 军 航 空 兵 部 队 ） 、 潜 （ 潜艇部 空
一

体 、 适应近海作战和远海防卫作战的海军现

队
）

、 快 （ 鱼 雷快艇部 队 ） ，
以 空 、 快为主

”

的 代化武器装备体系 ， 海军党委确立
“

发展新型武

装备建设指导思 想 。 在初创 时期 ， 人 民海军遵照 器装备 、 优化装备结构
”

的装备建设指导思想 ，

党中央关于建立强大海军的战略决策 ， 根据 当 时 海军武器装备加快 向远近结合 、 攻防兼备转变 ，

海上军事斗争形势 ， 确定 了
“

建设
一

支现代化 有力地捍卫 了 国家海洋 国土和海洋权益 。 这
一

阶

的 、 富于攻防能力的 、 近海的 、 轻型的海上战斗 段 ， 海军装备发展体制从
“

重平 台
”

转 向 重体
力量

”

的建设 目 标 。 年 月 召开的海军建军会 系
”

。 在信息系统的 融合下 ， 海军装备加快 向 作

议 ， 明确装备建设要坚持
“

空 、 潜 、 快 ， 以 空 、 战体系建设转型 ， 信息互联互通共享水平不断提

快为主
”

的指导思想吒 当 时 中 国造船 、 航 空基 高 ， 体系对抗能力不断增强 ， 装备保障能力 不断

本处于
一片空 白 ， 而装备只 能从前苏联购买 ， 同 取得新的突破 。

时考虑到飞机 、 潜艇和鱼雷快艇建设成本相对较 一

堆宏驻忽速 产咖 湖
低 、 形成战斗力相对较快 ， 把空 、 潜 、 快部 队很

二 、 每军‘备建设发展 中的—问潮

快搞起来 ， 有利于尽快形成保卫海岸安全的能 人 民海军初创时期 ， 历史遗 留 下来的工业基

力 。 这
一阶段 ， 海军装备发展体制从

“

万 国牌
”

础极度薄弱 ， 国 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 ， 造船设备

转向
“

苏联式
”

。 最初各兵种的武器装备没有正 和技术落后 ， 海军基本没有建设经验 和造船 能

规来源 ， 制式繁杂 ， 老 旧破损 ， 后来在苏联的援 力 。 因此 ， 人民海军从第二个发展阶段开始 ， 在装

助下建立了仿苏造船工业 ， 海军装备统
一成 了苏 备建设思想的指导下 ， 先后迎来 了 四次造舰高潮 。

联制式 。 第
一次造舰 高 潮 （ 世纪 年代中 期至 年

“

空 、 潜、 快 ， 以潜为 重点
”

的装备建设指

导思想 。 在海军发展壮大时期 ， 随着海军赖 以发 ① 参见 胡彦林 ： 《威震海疆 ： 人 民海军征战纪 实 》 ，

展的经济 、 财政和科技状况的改善 ， 同 时根据国 页 ， 北京 ， 国防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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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期 ） 。 年冬 ， 海军筹建造船部 （ 年 第
一

， 中共 中央 、 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 。 党

改编 为舰船修造部 ） 。 海军在修复 、 改装 旧舰艇 的历代领导集体对海军装备建设发展十分关心 、

的 同 时 ， 开始 自 行设计建造机帆船 、 小型巡逻 高度重视 ， 始终把建设
一

支强人的海上战斗力量

艇 、 登陆艇及运水船等 。 为做好转让制造工作 ， 作为海军建设发展 的根本 问题 ， 对此曾 作 出重要

海军和有关工业部 门选定 国 内 五个造船厂进行扩 决策和指示 。 这
一

系列重大决策和指示 ， 对于充

建和技术改造 ， 并派驻工厂监造组和军代表 ， 建 分认识海军装备建设的突出 战略地位 ， 打牢提升

立 了驻厂军事代表制度 。 年 月 ， 第
一

艘 海军综合作战能力思想基础 ， 充分调动各方面积
“

转让制造
”

的护卫舰航行试验取得成功 ； 月 极性 、 主动性和创造性 ， 保证海军装备建设的科

日 ， 首 两艘潜艇试航成功 。 年 月至 年 学发展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

月 ， 共制造 艘
“

转让制造
”

鱼雷艇 。 第二 ， 发挥社会主义集 中 力量办 大事的制度

第 二次造舰 高潮 （ 世纪 年代末至 年代 优势 。 年针对苏联的技术封锁 ， 毛泽东 以伟

末 ） 。 年 月 日 ， 中 国 自行研制的第
一艘攻 大战略家 的气魄毅然决定

“

核潜艇 ，

一

万年也要

击核潜艇
“

长征
一

号
”

， 正式编入海军战 斗序 造出来
”

。 为此 ， 中国 军地展开协作攻关 ， 第
一

列 ， 标志着人民 海军进入 了 拥有核潜艇的 新阶 艘核潜艇用 了十多年时间 ， 于 年正式入列 。

段 。

②
年 ， 中 国 自 行设计制造的第

一

代横 向 近年来 ， 海军发扬多年来与 国 防工业 、 科研部 门

干 、 液补给装置研制成功 ， 标志着人民海军勤务 军 民结合 的优 良传统 ， 调 动全 国 力量 ， 突 出 重

舰船建设和后勤保障能力有了 新发展 。

③
年 点 ’ 集中人力 、 物力 、 财力 ， 集智攻关 ， 圆满完

月 日 ， 中 国 第
一

艘新型导弹护卫舰交付海军服 成海军装备建设任务 ， 实现了海军关键装备技术

役 。 年 月 日 ， 中 国导弹核潜艇发射运载火 的跨越式发展 。

箭获得成功 ， 标志着人民海军拥有了核打击能力 。 第 三 ， 积极适应 战略调整和发展。 战略需求

第 三次造舰高 潮 （ 世纪 年代 ） 。 中 国造 是武器装备发展的首要动力 。 人民海军在 由
“

沿

船工业彻底改变了 过去
“

军舰 自 造 ， 民船外购为 江沿岸 、 近岸
”

向
“

近海防御
”

， 再 向
“

远海防

主
”

的方针 ， 采取
“军 民结合 、 寓军于民

”

的发 卫
”

转变的过程中 ， 经历 了 ‘‘沿江沿岸防御 ， 配

展模式 ， 人 民海军舰艇数量 、 质量进
一

步提高 。 合 陆军作战
”

，

“

近岸防御作战
”

，

“

积极防

期间 ， 建造了
“

中华第
一

舰
”

舰 （ 哈尔滨
”

御 、 近海作战
”

， 以及
“

近海防御 、 远海防卫作

舰 ） ， 这是人民海军 世纪 年代战术技术性能 战
”

等作战思想转变 。 海军装备与之相适应 ， 综

最先进 、 高技术最密集的军舰 ； 同时 ， 坚持
“

成 合作战能力不断提高 。

套引 进 、 综合提高
”

的原 则 ， 引进了苏联的
“

现 第 四 ，
始终坚持 自 主创新 。 独立 自主 的装备

代
”

级驱逐舰和
“

基洛
”

级潜艇 ， 在大大增强 中 建设是大 国海军必 由之路 。 人民海军 自成立之 曰

国海军舰艇实力 的 同 时 ， 中 国舰艇的建造水平很 起 ， 就始终坚持独立 自主 、 自力更生 ， 坚持依靠

快提升 了至少一代 。 自 己的力量发展海军装备 。 近年来 ， 又积极应对

第 四次造舰 高 潮 （ 世纪开始 ） 。 人 民海军 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 ， 通过吸收和借鉴世界军事

装备进入
“

系 统发展 、 创新研制
”

的 快车道 ， 每 强 国海军装备建设成功经验 ， 加强关键技术攻

年都有新型舰艇下水服役 ， 外媒称
“

人民海军装 关 ， 增强原始创新 、 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

备如 同下饺子
一

样下水
”

。 海军新式驱逐舰 、 护 创新能力 ， 加快海军装备建设发展 ， 成效显著 。

卫舰和 大型船坞登 陆舰等装备 己完全摆脱
“

苏式

风格
”

， 形成 了鲜明 的
“

中 国特色
”

。 年

月 ， 被誉为
“

中华神盾
”

、 中 国信息化程度最高

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列入海军编制序列 ， 具备对空

中 、 水面和水下的攻击能 力 ， 以及超视距打击和 作者 ： 纪海涛 ， 军事 科学 院军队建设研究部

区域防空能力 。

一批具有较大续航力 、 自 持力 、 助理研究 员

抗风和耐波能力 的大型舰艇陆续列装 ， 特别是随 责任编辑 ： 潘 宏

着
一批以新型综合补给舰为代表的后勤保障舰船

装备部 队 ， 为海军
“

走 向 深蓝
”

提供 了强有力 的

支撑 。

四 、 海军装备建设发展的经验启示

： 法 ■ 夕 次 住 令
■

戚 ① 参见杨国宇 ： 《 当代中 国海军 》 ， 页 。

② 参见丁
一

平 ， 李洛荣 ， 襄连娣 ： 《世界海军史 》 ， ？

积累 了丰 验 ， 成为海军装备建设头现跨越式 页 ， 北京 ， 海潮出版社 ， 。

发展的宝贵财！
。 这些历史经验给今天人民海军 ③ 参见丁 平

，
： 《世界海军史》 ， 页。

建设 以重要启示 ： ④ 参见杨 国宇 ： 《 当代中国海军 》 ， 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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