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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 Navy’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Building the Fighting Capacity

人民海军战斗力建设的历史经验

★ 史滇生 孙文欣 汪 丽

摘要: 在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的历史进程中，人民海军沿着党指引的航向，始终坚持能

打胜仗的根本目标、武器装备发展的物质基础、加强教育训练的基本途径、优化规模结构和力

量编成的组织保证，不断实现战斗力的跃升，逐步构建起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要

求相适应的海上作战体系，成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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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4 月 23 日，人民海军在战火中诞生。68 年多来，人民海军始终沿着党指引的航向，在建设

现代化的强大海军征程中不断实现战斗力的跃升。

一、能打胜仗是人民海军战斗力建设的根本目标

能打仗、打胜仗，是国家对军队的根本要求。建设一支具有现代战斗能力、能打胜仗的强大海军，

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各项战斗任务，始终是人民海军建设的根本目标。
人民海军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艰巨繁重的作战任务。边打边建，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是人民海

军创建时的突出特点。建国初期的形势要求，刚诞生的人民海军必须迅速形成战斗力，解放东南沿海岛

屿，粉碎敌人的海上封锁。1949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为华东军区海军题词: “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

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1953 年 2 月 19 日至 24 日，

毛泽东首次视察海军舰艇部队，先后为“洛阳”“南昌”“广州”等 5 艘军舰题词，内容都是: “为了反

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鲜明地将抗御帝国主义海上侵略、保卫海上安全问

题提了出来，成为人民海军战斗力建设的指针。1950 年 8 月召开的海军建军会议明确提出: “建设一支

现代化的、富于攻防力的、精干的海上战斗力量。”此后，海军指战员始终遵循党中央 “全力以赴，务

歼入侵之敌”的要求，英勇作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视察海军时提出，海军建设要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要建设

一支精干的、真正顶用的海军，能在现代化条件下遂行海上作战任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

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我国海上安全形势面临的挑战提出，必须把海军建设摆在重要地位，加快海

军现代化建设步伐，海军必须具备遂行海上战役的作战能力，要为建设具有强大作战能力的现代化海军

而奋斗。胡锦涛对海军建设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明确提出海军要在提高第一岛链近海综合作战能

力的同时，逐步向远海防卫转型，提高远海机动作战能力; 要按照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要求，推动海军建

设整体转型，提高海军信息化条件下防卫作战能力，建设一支与国家地位相称、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

史使命相适应的强大海军。历史表明，党中央一贯重视人民海军战斗力建设，要求建设一支能遂行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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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任务，打赢海上战争，保卫国家主权、安全

和海洋利益的强大的现代化海军。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不仅鲜明提出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将其作为

强军兴军的根本目标，而且还作出了建设海洋强

国的战略决策，对海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习近平深刻指出: 当前，国家安全威胁主要在海

上，战略利益拓展主要在海上，军事斗争焦点主

要在海上。海上方向在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和军

事斗争准备中的地位显著上升。2017 年 5 月，习

近平视察海军机关时进一步强调，“海军是战略性

军种，在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建设世界一流军

队的重要标志，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支撑，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海军作为维护国家海上方向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的主要军事力量，必须贯彻新形势下的军事战

略方针，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各项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坚持用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来衡量和检验

各项工作，确保能够打赢信息化海上局部战争，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

二、武器装备发展是人民海军战斗力建设的

物质基础

武器装备是战斗力生成的重要要素，也是战

斗力建设的物质基础。人民海军创建 68 年多来，

始终重视依靠科技进步发展海军武器装备，使其

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跨越式发展，人民

海军战斗力也得到了质的提升。
从 1949 年到 1956 年，人民海军主要通过缴获

接收国民党海军舰船、整修改装商船渔船、从苏联

和香港购买等方式，实现了武器装备从无到有的突

破，组建了海军各兵种部队，形成了最初的战斗

力，协同陆、空军解放了除台湾、澎湖、金门、马

祖和东沙、南沙以外的全部岛屿，并积极担负抗美

援朝战争中的西海岸抗登陆作战准备任务。
从 1956 年至改革开放前，人民海军武器装备

发展虽历经曲折，但始终坚持 “独立自主，立足

国内”“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按照装备建设“转让制造”“仿制改进”“自行研

制”的 “三 步 走”步 骤，迅 速 提 升 了 海 军 战 斗

力。1959 年 6 月，海军党委集中讨论了海军建设

方针和规划，明确提出 “海军战斗力量的建设和

发展主要应寄托在尖端技术上”，应“尽快突破尖

端技术这一关”，并在向中央军委提交的报告中指

出: “今后海军建设以导弹为主和不断改进常规装

备，以发 展 潜 艇 为 重 点 同 时 发 展 中 小 型 水 面 舰

艇”，形成 “空、潜、快，以潜为重点”的装备

建设指导思想，并重申武器装备 “三步走”建设

步骤。根据这一指导思想，1960 年起海军先后开

始仿制鱼雷艇、护卫艇、中型潜艇、大型导弹艇、
猎潜艇、扫雷舰、火炮护卫舰等 7 种型号舰艇以

及导弹、鱼雷、非触发水雷、双联装 130 毫米海

岸炮等武器。1965 年，海军制定装备科研第三个

五年计划，提出研制具有比较先进水平的中型水

面舰艇、中型潜艇以及核潜艇的目标。后受 “文

化大革命”影响虽有迟滞，但还是先后研制了第

一代新型导弹护卫舰、中型导弹驱逐舰和常规动

力潜艇、核动力潜艇以及各种配套新设备，在原

有基础上大大提升了海军战斗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党中央提出的

“建设一支精干、顶用、具有现代化战斗能力的海

军”要求，人民海军在对当时现有装备进行全面

整顿和齐装配套的基础上，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

加强新型武器装备科研试验。到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后期，海军已初步形成现代武器装备体系。90
年代后，为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海上局部战争，

海军装备发展转向高技术领域，一些高新技术成

果应用到急需的海战装备建设中，一批“撒手锏”
武器装备完成研制并列装部队，较大幅度地提高

了海军现代化水平。进入 21 世纪后，为适应新军

事革命 发 展 和 未 来 海 上 作 战 需 要，海 军 确 立 了

“发展新型武器装备、优化装备结构”的装备建设

指导思想，武器装备加快向体系化、系统化发展，

加快远海机动能力和战略投送能力建设。在信息

系统融合的大趋势下，海军以信息化新装备为主

加快了武器装备更新换代步伐，同时，信息互联

互通共享水平不断增强，体系对抗能力不断提升，

保障能力也不断突破。党的十八大后，在努力建

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目标指引下，海军先后

入列一大批新型舰艇、飞机和雷弹，基本形成二

① 习近平: 《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 为实现中国

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载《人民日报》，2017 －0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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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为主体、三代为骨干的装备格局，加快了体系

作战能力的形成。056 轻型导弹护卫舰密集下水，

提升了近海防御作战装备的反潜、对海作战能力;

052D 新型导弹驱逐舰相继入列，增强了远海防卫

作战中水面舰艇编队区域防空和对海打击能力;

我国完全自主研制的新型万吨级驱逐舰下水，突

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

一系列关键技术，装备有新型防空、反导、反舰、
反潜武器，舰上作战、平台和通信网络一体化集

成，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

能力，成为海军实现战略转型发展的标志性战舰。
同时，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新型战斗机整建制

改装，预警机、直升机也在更新换代。2012 年 9
月第一艘航空母舰 “辽宁”号正式加入人民海军

战斗序列，成为我国第一艘以舰载机为主要武器

的大型水面战斗舰艇，进一步加大了海上防御作

战纵深，标志着我国海军跨入航母时代; 2017 年

4 月第二艘航空母舰顺利下水，标志着我国自主

设计建造航空母舰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新一代

核潜艇等主战力量建设获得重大突破，使海军战

略威慑与反击能力大为提升，初步构建起与国家

安全和发展利益要求相适应的海上作战体系。

三、加强教育训练是人民海军战斗力建设的

基本途径

全面提升官兵的军政素质在战斗力建设中具

有决定性意义。军队官兵的素质，决定战争的胜

败、军队的命运。人民海军创建 68 年多来，官兵

素质提升除了依靠战斗实践外，主要依靠教育训

练。只有把教育训练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才

能使海军战斗力在武器装备不断更新、作战情况

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得以维系和提升。
人民海军初创时，海军官兵主要来自陆军转

隶人员、青年学生和起义的原国民党海军人员。
作为海军骨干的大批陆军人员，大多文化程度低、
不懂海军技术。为使其尽快掌握海军技术，完成

繁重的战斗任务，海军开展了以单人应用技术为

主的突击性技术学习，海军官兵驾驶、射击、飞

行、布雷等技术明显提高。1952 年根据中央军委

决定，海军开展了群众性的文化学习运动，帮助

官兵补习文化知识。到 1953 年 4 月底，海军初小

以下 人 员 减 少 了 30. 2% ， 高 小 程 度 增 加 了

28. 84% ，初中程度增加了 1. 36%。① 官兵文化水

平的提高，为海军部队转入正规化军事训练，进

一步学习海军技术，提高部队战斗力打下了基础。
从 1956 年起，海军教育训练开始有步骤、有

系统地依照科目顺序组织实施，逐步建立起一整

套严格的符合人民海军实际的规章制度，并以强

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训练任务完成。特别是

1956 年起开展的“技术能手”“一专多能”活动和

1964 年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开展大比武的群众性

练兵活动，对提高战斗力起到显著作用。1957 年

9 月海军军事训练会议后，海军军事训练转入到

以战术训练为主，以合同训练为中心，加强了海

上训练、远航训练、实兵演习。与此同时，海军

院校在正规化军事教育方面也逐步形成了舰艇指

挥干部三级 ( 部门长、舰艇长、编队指挥员) 培

训体制和工程技术、专业勤务干部两类 ( 高等和

中等工程技术人员) 培训体制。海军院校也发展

到 14 所，专业 110 多个，在 4 个兄弟军兵种院校

设置海军系，在 12 所地方高校设置 51 个海军有

关专业②。到 1966 年，海军院校共培训轮训各类

指挥和专业技术干部 1 万多名，训练专业士兵近

万名，为提升海军部队战斗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20 世纪 80 年代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现战略性

转变后，海军教育训练提高到了战略地位，依据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加速

官兵培养和训练，努力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

能在现代条件下遂行海上作战任务。为此，海军

部队大力开展了现代条件下的战术技术新课题演

练。20 世纪 90 年代后，为贯彻 “科技强军”战

略思想，海军部队掀起科技练兵热潮，不断推动

军事训练内容和方法创新。在内容上，重点要求

掌握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运用，突出侦察反侦察、
空袭反空袭、干扰反干扰等问题研练; 在方法上，

发挥训练基地作用，加强海战场建设，广泛采用

计算机及网络、多媒体、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

加强模拟仿真训练，开展网上训练教学等。党的

十八大后，面对日益严峻的海上安全形势，人民

海军着眼打赢信息化海上局部战争，强化作战需

求牵引，按照习近平 “强军兴国关键在人才，基

①

②

杨国宇: 《当代中国海军》，94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87。
海军史编委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兵种历史丛书《海

军史》，63 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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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在教育”的要求，不断加强教育训练，突出实

战实训、联战联训。坚持 “体系练兵”“背靠背对

抗”，连续组织复杂电磁环境下战法训练演练，深

化反潜、反水雷、对抗空战、陆特战队跨区训练、
立体夺控岛礁等系列演训，强化“出岛链”“远海

训练”，不断加大远海训练力度，组织“机动”系

列远海实兵对抗演习，舰机合同编组出岛链训练，

海军航空兵出岛链训练已成常态。突出 “国际合

作”“任务牵引”，通过执行远洋护航、联合军演、
国际救援、医疗服务、撤侨护侨等多样化军事任

务，提升部队远海机动能力，增强海军官兵专业素

养和国际化素质。紧盯“创新驱动”“新装备训练”，

重点围绕航母等新装备作战样式等使命课题研究训

练，尽快使其成建制、成系统形成战斗力。航母编

队先后圆满完成实际使用武器演习、跨海区训练试

验任务，并首次远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航母

战斗力建设迈出重要一步。

四、优化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是海军战斗力

建设的组织保证

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是人与武器装备

有机结合、生成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关键因素。
人民海军创建 68 年多来，根据海上方向的安全需

求、海军的使命任务和海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情况，

不断优化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为海军战斗力建

设提供了扎实的组织保证。
人民海军诞生后，在组建海军舰队、基地等

各级领导机构的同时，迅速开始组建各兵种部队。
从 1949 年 11 月组建第一支护卫舰部队开始，人

民海军第一支驱逐舰部队、第一支潜艇部队、第

一支航空兵部队、第一支高射炮兵部队、第一个

雷达营、第一支岸防部队、第一支陆战队先后建

立。到 1955 年底，海军先后组建了 23 个舰艇大

队，6 个航空师和 2 个航空独立团，19 个海岸炮

兵团，8 个防空兵团以及各种专业勤务部队。在

短短的 6 年中，人民海军建设已初具规模，初步

实现了人和武器装备的结合，形成了战斗力。
1985 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人民

解放军实行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有计划、有步

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队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作战能力。海军依据军

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要求，部署体制改

革、精简整编工作，研究如何解决目前 “体制不

够合理，机构不够精干，装备不够精良”的问题，

制定了新的精简整编、体制改革方案。按照精干、
顶用的原则，着眼于海军完成新时期使命任务的

能力要求，对海军部队进行了编制体制精简调整。
重点是调整海军部队编组、撤销部分装备老旧的

部队，改革后勤保障、装备管理体制和院校、训练

机构体制编制，撤并军以上机关内设机构等，减少

领导指挥层次，对各种作战力量进行科学编成，突

出海上作战兵力的建设，实现海军各兵种的比例，

兵种内部各舰 ( 机) 种的比例，近海机动兵力与基

地防御兵力的比例，水面作战兵力与空中、水下作

战兵力的比例，战斗部队与后勤保障部队的比例，

机关、院校与部队的比例，军官与士兵的比例等各

方面的协调均衡发展。经过这次精简整编，海军各

舰队主战舰艇部队的实力明显增强，新组建了作战

支援舰支队，适应了未来信息化海战对后勤装备保

障提出的要求。
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是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党在新形势下

的强 军 目 标、建 设 世 界 一 流 军 队 的 重 大 举 措。
2015 年 11 月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后，海军领导

指挥体制改革率先展开，实现海军组织架构历史

性变革。根据习近平 “要坚持体系建设、一体运

用，调整力量结构布局，打造以精锐作战力量为

主体的联合作战力量体系”的指示，人民海军按

照调整优化结构、发展新型力量、理顺重大比例

关系的要求，坚持需求牵引、体系建设、创新驱

动，调整力量结构布局，有序推进规模结构和力

量编成改革，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

行使命任务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近年来，在新

型驱护舰船等井喷式建成入列、航母战斗力建设

不断取得新跨越、海基核力量建设大力推进的情

况下，人民海军力量编成改革不断走向深入，海

上精锐作战力量成体系发展，远海护卫作战力量

体系、近海防御作战力量体系、两栖投送作战力

量体系 和 信 息 系 统 与 配 套 保 障 力 量 建 设 取 得 新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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