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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PLA System Building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Ｒ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人民解放军制度建设探析

★ 刘中欣 秦 杨

摘要: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解放军制度建设经历了初步展开、全面推进和在曲折

中发展三个阶段，其主要经验有: 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以正规

化建设为重点; 根据国情军情变化，适时修订各项制度; 吸收借鉴外军军事制度建设经验必须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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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解放军的各项制度，既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军事制度建设经验的

继承发展，也是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军事制度建设经验的借鉴。深入研究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军事制

度建设的历程，从中可以发现其制度建设的经验，对当前人民军队制度建设不无裨益。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解放军制度建设的发展历程

( 一) 初步展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由战争状态进入经济恢复与建设时期，我军也进入军事制度

建设的新阶段。根据客观环境变化，1951 年 1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了 “为建设正规化、
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的口号。①1952 年 7 月 10 日，毛泽东强调指出: “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

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军事建设又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处于装备的简单低劣，编

制、制度的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这些在过去

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可是，自从中国人民获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以后，这种客观情

况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

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 “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

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②在这些指示指引下，人民解放军军事制度建设迅速展开，总参谋部

将《内务条令 ( 草案) 》《纪律条令 ( 草案) 》和《队列条令 ( 草案) 》颁布全军试行，随后又以苏军条

令条例为参照，颁发了包括《步兵战斗条令》《骑兵战斗条令》《高射炮战斗条令》《空军战斗条令》和

《海军战斗条令》等在内的一系列条令条例、教令、教程、教范，这些规范对人民解放军制度建设起到

了基础性作用。
( 二) 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全面推进。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具备了集中时间进行军

事制度建设的有利条件。1953 年底到 1954 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建设一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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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奋斗目标，并对人民解放

军现代化建设进行了总体规划和部署，计划用 5 ～
10 年的时间，逐步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

制合理化、干部培养标准化、军事制度和军事训

练正规化。这次会议作出的战略决策和规划的蓝

图，使人民军队有了一个宏伟的奋斗目标，对指

导人民解放军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伟大转变，

加速军事制度建设进程，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会议制定的规划没

有完全得到实现。但这次会议以后，全军建立了

一系列正规军事制度，提高了军事制度建设的起

点。比如，1954 年 4 月颁布 《政治工作条例 ( 草

案) 》; 1955 年 1 月 开 始 实 施 《薪 金 津 贴 暂 行 办

法》; 1955 年 7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正式通过 《兵役法》; 1955 年 9 月正式实行

《军官服役条例》; 1958 年修改后的纪律、队列、
内务三大条令正式颁布; 等等。

这一阶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兵役法》确立

的义务兵役制、《军官服役条例》确定的军衔制以

及《薪金津贴 暂 行 办 法》规 定 的 薪 金 制 ( 简 称

“三大制度”) 。这 “三大制度”是人民解放军军

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

建设的一项重大措施。将原有的志愿兵役制改为

义务兵役制，可以为国家训练强大的预备兵员，

以适应现代化建军和作战的需要; 可以缩减常备

军，节省人力物力，加强国家的经济建设; 可以

为军队实行统一的编制和正规的制度打下基础，

克服志愿兵役制产生的许多消极与不利因素，使

现役军人的服役、待遇、婚姻、家庭、复员就业

一系列问题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还可以使全国公

民都能根据宪法公平合理地为国家服兵役。实行

薪金制度、军衔制度，有利于确定数十万以军事

工作为职业的军官在军队中的地位和社会上的荣

誉，解决军官的家庭及个人的生活问题，克服由

于长期供给制所产生的依赖思想、平均主义和浪

费的弊端; 对于全体军人，更能鼓励上进、激发

荣誉感和责任感，增强纪律性，以保证高度集中

统一，提高工作效率，推进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

化建设。①

( 三) 在曲折中发展。从 1958 年至 1965 年以

及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人民解放军制度

建设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曲折。第一次是 1958 年

5 月批判军队建设上的 “教条主义”和 “资产阶

级军事路线”; 第二次是 1959 年 8 月批判彭德怀

元帅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第三次是 1959 年

9 月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大搞 “突出政治”。特别

是“文化大革命”，使人民解放军制度建设受到严

重的挫折和损失。但从整体上看，党对军队的领

导占据主导，正确的建军思想占据主流，人民解

放军制度建设在这一时期仍有新的发展。
1958 年底，毛泽东作出 “一定要搞出我们自

己的战斗条令来”的指示。我军于 1963 年后陆续

颁布《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和各种战斗条令、
勤务教令，从而结束了我军沿用外军战斗条令的

历史。1963 年 9 月 28 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修正通过 《军官服役条例》对军官

的分类，军官选拔、培养和使用原则，现役军官

平时和战时的组成，军官的军衔等级，军官军衔

晋级的条件，授予军官军衔的权限，军官降级，

军官职务的任免权限，军官的权利义务，军官服

现役和预备役的最高年龄，现役军官转入预备役

和退役条件及批准权限等事项均作了明确规定，

直至 1978 年 8 月 18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 《干部服役条例》，该

《条例》才废止。1965 年 1 月 19 日，第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军士和兵的现役期

限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各类军士和兵服现役的具

体期限。1965 年 9 月 23 日，国务院发布《中国人

民解放军退出现役干部转业地方工作暂行办法》
就转业干部的工资待遇、交接转业干部的方法、
转业干部家属的安排等事项作了明确规定。②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解放军制

度建设的主要经验

( 一) 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必须加

强党的领导。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必须加强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因为党的领

导是完成重大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的根本保证。
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党

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制度。对此，彭德怀在 1953 年

12 月至 1954 年 1 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

①

②

林蕴晖、范守信、张弓: 《凯歌行进的时期》，446 ～
447 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韩延龙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通史: 1949 －
1995》，上册，563 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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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强调指出: 在组织方面，根

据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

采取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即政治委员和同级的军事指挥员同是部队的首长，

一切重要 问 题，如 有 关 方 针、政 策、计 划 问 题，

保证上级指示的执行问题，对部队的思想领导问

题，干部调配处理问题，以及部队工作的统一安

排问题等，除紧急情况外，均先由党委讨论，作

出决定，属于军事方面的由军事指挥员负责组织

实施和检查执行情况，属于政治方面的由政治委

员负责组织实施和检查执行情况。这一制度，是

我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并适合我军情况的。
它是一种既有统一的集体领导，又有分工负责的

制度。不适当地强调个人领导，把个人的权力放

在党委集体领导的权力之上的做法，或以党委代

替首长行政和包办业务部门的工作，使党委的工

作失去中心的做法，都是错误的。①

( 二) 以正规化建设为重点。新中国成立初

期，考虑到当时我军的情况已与国内战争时期有

所不同，建设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已经摆到全军面

前。军队的正规化建设，首先要根据需要有步骤

地改革和建立新的军事制度，主要是确立兵役制、
薪金制、军衔制，颁布军官服役条例等。

1952 年，毛泽 东 在 给 军 事 学 院 的 训 词 中 指

出: 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

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

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

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

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

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

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

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

种组 织 性、计 划 性、准 确 性 和 纪 律 性 ( 简 称

“五统 四 性”) 。他 强 调 说: 这 同 样 是 建 设 正 规

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

一。② 1954 年，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

会议中也指出: 正规化就是把全军的各方面用正

式的规格，即条令的规定彻头彻尾地统一起来，

主要的就是统一装备、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

一制度、统一纪律，把这些制成条令，作为每个

军人遵守的法典，以适应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

需要。③ 共同条令是建立我军正规生活、巩固纪

律、保证部队训练的根本法典。贯彻执行共同条

令，是我军走向正规化的重要关键。④ 刘伯承元

帅曾指出: 最具体的正规军队的生活秩序，就是

各种条令。军队生活秩序能依照条令办事，像一

部大机器，车间与车间，这一齿轮与那一齿轮，

能有准确的规律，向共同的生产目标协同动作。
这就是正规化。否则，无组织、不准确，就无正

规可言，更无诸兵种协同动作可言。⑤ 他还指出:

条令是一种军队行动的常则和法律，必须坚决贯

彻之。条令的贯彻就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重要的

建设，绝不可视为末节。⑥ 彭德怀还进一步指出，

虽然明确提出把全军用正式规格统一起来，但考

虑到军队的一些实际情况，特别是武器装备还不

能同时在全军解决，因而在训练上还不能马上实

行全军同步，编制上还不可能完全一致，在某些

制度的执行上也不能要求全部一致。因此，在正

规化的实施步骤上，还允许有一定限度的因地制

宜。如果不承认其在实际工作中的必要性，不适

当地过分强调统一，工作会受到影响，但是，基

于实际的需要，如何做到因地制宜，应作辩证分

析、对待，否则，就会妨碍正规化建设的进程，

影响军队的建设。⑦

“五统四性”要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民解

放军制度建设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它是全面加强

人民解放军制度建设的重要指导和核心内容，正

确反映了人民解放军制度建设的内在规律，是人

民解放军制度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人民解

放军制度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 三) 根据国情军情变化，适时修订各项制

度。人民解放军军事制度是在军事斗争实践中产

生的，它既来自实践、指导实践，又受军事实践

的检验，需要通过实践不断修订和完善。人民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肖裕声主编: 《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史》，下卷，

316 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314 ～ 315 页。
《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1954 年 1

月 26 日。
《彭德怀军事文选》，532 页，北 京，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1988。
《刘伯承军事文选》，633 ～ 634 页，北京，解放军出

版社，1992。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论军队 建 设》，434 页，北

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肖裕声主编: 《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史》，下卷，

237 ～ 238 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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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军军事制度的制定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例如

武器装备的更新，组织编制的调整，军事理论的

发展，以及军队管理对象、作战对象、战区条件

的变化，等等。正因为如此，随着军队新情况新

问题的出现，要适时修订各项制度。例如，在我

军众多的条令条例中，修改次数最多的条令条例

是 《政治工作条例》和 《纪律条令》。新中国成

立后，我军进入建军的高级阶段，即掌握现代化

技术和装备的阶段。这就使全面加强正规化建设

提到了议事日程，军事立法的速度加快，立法水

平 不 断 提 高。如， 我 军 于 1951 年 2 月 1 日、
1953 年 5 月 1 日、1957 年 8 月 1 日、1964 年 2
月 1 日、1975 年 11 月 25 日先后 5 次修订 《纪律

条令》，1954 年 4 月 15 日、1963 年 3 月 27 日、
1978 年 7 月 18 日 先 后 3 次 修 订 《政 治 工 作 条

例》，这都是从军队建设不断变化的实际出发而

及时修订颁布的，以适应部队的需要。这些都说

明，必须要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对各项军事

制度进行修订，以保证其对军队建设的规范性、
严肃性和 实 效 性，充 分 发 挥 其 应 有 的 作 用。当

然，作为一定时期内规范军队行动的法规，也需

要保持相对的稳定，其立、改、废必须经过严格

的法律程序，任何违背法定的程序擅自改变的做

法或随意不执行规定的行为都是错误的，也是违

法的。
( 四) 吸收借鉴外军军事制度建设经验必须与

中国实际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

没有统一的条令条例，各野战军有的自编，有的

翻译外国的，有的借用国民党军队的。为尽快实

现正规化，中央军委决定翻译借用苏军条令条例。
1950 年 1 月，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总 部 翻 译 出 版 了

《苏军纪律条令》《苏军内务条令》; 1950 年 4 月，

翻译出版了《苏军步兵操典》 《苏军警备勤务条

令》; 1955 年 1 月，翻 译 出 版 了 《苏 联 军 事 刑

法》。这些条令下发全军部队，发挥了很大的作

用。但是，在试用中也发现苏军条令条例并不完

全符合人民解放军的实际情况。中央军委决定成

立条令条例编审委员会，尽快编写出适合中国人

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条令条例。彭德怀在 1952
年 12 月召开的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

上指出: 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经验，又必须

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学习中国共产党建军的

历史相结合。任何企图把苏联的先进军事科学和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同样，任何把学习苏联的先进军事经验与学习和

总结中国的军事经验、朝鲜战争中的实际经验分

割开来的想法，也都是错误的。① 黄克诚也曾指

出: 对如何学习苏联经验，我们还是有自己的考

虑，并不一律照搬。我们不会不考虑自己的国情

和历史，决不轻易丢掉自己的好经验、好传统。
对苏联的经验我们从实际出发，或采用、或不用、
或修改后再采用。我们的方针是: 以我为主、学

习先进。我们没有学习苏联的“一长制”。中央军

委于 1953 年 9 月，正式确定我军的领导体制为:

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司令员和政治委

员有分工之别，无上下之差; 意见有分歧，特别

是对待关系重大的问题，由党委合作决定。有的

还需报上级党委请示。② 人民解放军军事制度建设

正是如此，通过借鉴外军有益经验，少走了很多

弯路，从而加快了我军正规化建设速度。

三、结束语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是一个波澜壮阔

的时期，短短的几十年内，几乎每年都发生具有

世纪意义的事件; 那又是一个高歌猛进的时期，

曾经有着亿万人被空前地动员起来步调一致地为

美妙的理想而忘我地奋斗; 但那也是一个很难简

单评价的时期，无数的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曾使

得不计其数的中外理论家为之惊叹、困惑、非难

或指责。不过，不论从哪个视角，不论变换什么

样的方法，所有的观察者几乎都一致性地认为那

是一个绝不平凡的 时 期。”③ 这 一 时 期 人 民 解 放

军各项军事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军事历史上最深

刻最伟大的变革，也是中国今后一切军事进步和

发展的基础。尽管遭到过一些挫折，但仍然取得

了很大成 就，积 累 了 人 民 军 队 制 度 建 设 的 重 要

经验。

［责任编辑: 闫茁草］

①

②

③

彭德怀: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

载《八一杂志》1953 年第 25 期。
黄克诚: 《黄克诚自述》，24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赵春燕: 《最初的理想: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法制话语

与实践》，1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