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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De’s Thought and Practices on Building the People’s Air Force

朱德关于人民空军建设的思想与实践
★ 晁 帅

摘要：空军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建立的新军种。朱德在参与领导人民空军筹备组建发展

的实践中 , 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空军，怎样建设空军”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立足军事斗争

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提出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立足在陆军的基础

上建设空军的实际，强调“空军能不能建设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立足空军组建之初人才

匮乏的实际，主张团结各方面人才“一起来建设新中国的空军”；立足经费和资材不足的实际，

要求空军建设必须“掌握精干政策”“学会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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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1月 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成立，空军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建立的新军种。

朱德身为人民军队的总司令，对空军的筹备和建设始终高度关注、大力支持。在指导和推动空军发展壮

大的过程中，朱德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空军，怎样建设空军”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目前相关的

学术研究成果较为少见 a。本文拟在爬梳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朱德关于人民空军建设的思想和实践作进

一步探讨，以期对此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化。

一、立足军事斗争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提出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

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随着领导军事斗争和国防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朱德对空

军地位作用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解放战争时期，朱德提出空军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掩护陆军

取得作战胜利。1946 年 8 月 29 日，朱德在“八路军总部航空队”成立大会上表示，“八路军确实很需

要一支航空队，配合地面部队作战”b。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军队盘踞在台湾、金门、海南岛和舟

山群岛，渡海登岛作战的空中掩护问题摆在了人民军队面前。金门战役失利后，粟裕等前线指挥员反映，

在敌人飞机和军舰阻挠之下，仅用木船渡海难以成功。为此，朱德于 1950 年 1 月 9 日、15 日两次致信

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建议争取苏联的援助，加强空军和海军建设，以保证尽快解放沿海诸岛。c尽

管他这时认为“没有步兵是不能取胜的，步兵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但对空军等新军兵种的重要作用亦

有充分认知，强调“空、海、炮、工、坦克等部队在将来作战中是不可缺少的力量”，是“决定胜负关

键的转换点”d。随着认识上的深化，朱德从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和巩固国防的需要出发，逐渐明

［作者简介］晁帅，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空军预警学院基础部讲师。

a 关于朱德与空军建设的研究论著甚少，邱朝成的《朱德与空军建设》一文初步梳理了朱德关心人民空军建设的做法和提

出的要求，但对相关史料的挖掘不够全面深入，对朱德关于人民空军建设思想的归纳提炼略显粗糙。该文收录于朱德思想生平研

究会编《朱德与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490～ 498 页。

b 方子翼：《雪山·草地·蓝天：方子翼军旅生涯录》，香港：中国国际新闻出版社，2010 年，第 169 页。

c 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363 页；《朱德军事文选》，北京：解放

军出版社，1997 年，第 714 页。

d 参见《朱德军事文选》，第 7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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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了实现空军现代化的建设目标。1949 年 3 月 6 日，朱德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时表示：取得全国

政权以后，就要建立巩固的国防，不能像以前的游击时代，敌人来了我就走，应当建立和训练海军、空军、

炮兵、步兵等军兵种，组成国防部队，坚决打击来犯之敌。a 3 月 24 日，朱德与毛泽东联名复电国民党

海军巡洋舰“重庆号”起义官兵时郑重宣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要建

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b 9月 24日，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时表示，要“加

强现代化的陆军，建设空军和海军”，以“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保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

果和一切合法权益”c。1950 年 3 月 10 日，朱德把人民空军的建设目标概括为：“首先，要配合其他军

种完成解放台湾、海南岛的任务，做到在一定的领海和领空上初步取得制空权。然后，逐渐地在这个基

础上建成一支完全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这支空军，要在我们所有的领海和领空上完全取得制空权，

能够击退任何侵略者的进攻。”d此后不久，朱德又明确提出：“我们要尽快地走向现代化。我们要有飞机、

军舰、大炮、坦克、工兵、骑兵、伞兵和各式各样的兵种。为了打台湾，我们正积极地建设空军和海军，

使之达到现代化的水平。”e这就为初创时期的人民空军指明了奋斗目标。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朱德就致信毛泽东，提出防备美国扩大战争的对策，“除整顿我们大量陆军外，

应以空军对空军、空军对海军，作为自卫战争中的最好军种”f。可见这时他已经意识到空军在争夺制

空权和制海权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并取得对美军作战的初步经验后，朱德敏锐指出，

美军“不同于国内战争时期的敌人，它有高度现代化的装备，有很完整的诸军兵种。我们应针对美国侵

略军的编制与战术来研究出有效的对策”，其中的关键就是在已经“建立了海军、空军”等“复杂的军

兵种”和武器装备“开始现代化”的条件下“学习现代化作战”，通过“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来“学

会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g。至此，朱德对空军在战争中地位作用的判断，已从最初的“配合地面部队

作战”，上升为“自卫战争中的最好军种”，乃至“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二、立足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实际，强调“空军能不能建设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

朱德向来十分重视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并多次阐述过勇敢与技术在作战中的辩证关系。他认

为：“今后战争的胜利仍然要靠勇敢，但不能只靠勇敢，而必须使军队各种成员精通技术……使勇敢与

技术相结合。勇敢加技术，就战无不胜。”h

早在延安时期，朱德就认识到技术在空军建设中的关键作用。1946 年 8 月，他专门请八路军总部航

空队的同志和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人员分别讲解苏、美军机的战斗性能、训练的模式方法，指示航空队

成员：“中央和军委对你们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你们及早恢复技术，参加作战。可是，当前延安没有条

件供你们恢复技术……所以，中央军委决定，让你们提前结束全休，开赴东北，恢复技术。”i 1949年 2月，

三大战役刚刚结束，朱德就富有远见地提出：“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军队近代化的科学知识，学习陆海空

军联合作战的方法和技术。”j可见，在空军组建之前，朱德就已经未雨绸缪地探讨推动相关技术的学习了。

空军领导机关成立后不久，朱德就强调：“空军能不能建设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在一定的意义上，

a 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325 页。

b 《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1327 页。

c 《中国人民政协会议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发言》，《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25 日，第 1 版。

d 《朱德选集》，第 274 页。

e 《朱德军事文选》，第 745 页。

f 《朱德军事文选》，第 755 页。

g 《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302～ 303 页。

h 《朱德选集》，第 306 页。

i 方子翼：《雪山草地蓝天：方子翼军旅生涯录》，第 169 页。

j 朱德：《目前军事形势和任务》（1949年 2月），转引自：《朱德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 741～ 742页。



2020年第 1期

朱德关于人民空军建设的思想与实践

83

技术决定一切。”a因为“只有学会善于驾驭现代装备的技能，才能在战场上创造出奇迹来”b。他敏锐

把握空战持续时间短、对技术要求高的特点，强调：“空军作战的胜负，有时往往是一分钟一秒钟的事

情。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战胜敌人，不然就要为敌人所打败。”c 1950年 4月 6日，朱德为《人民空军》

杂志创刊号题词，号召空军全体官兵“努力学习，掌握技术，为建设一支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而奋斗”d。

朱德对空军各级各类人员学习掌握技术也都提出过具体要求。1950 年 3 月 10 日，朱德出席空军政

治工作会议，对于政治干部在空军这样的高技术军种应当发挥什么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提出明确要求：

“政治工作人员也要懂得技术，因为你要人家掌握技术，你自己首先要懂得技术。”政治工作人员“不

仅要保证空军的成员忠实可靠、勇敢坚定，还要保证他们学会技术，把政治和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e。

1950 年 4 月 10 日，朱德出席空军参谋工作会议时叮嘱与会代表：“目前对你们最大的要求，就是很好

地将队伍训练和组织起来，精心研究科学技术，并好好地掌握它。”f空军部队组建之初，从陆军选调

了大批战斗骨干。虽然这些官兵具有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但其中绝大多数文化层次较低，学习航空技

术时存在不少困难。朱德热情鼓励他们树立“长期为空军服务的思想，时时刻刻钻研业务，不屈不挠地

去克服困难，学到能飞行、能修理、能装配”。g针对有人对空军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而产生的思想波动，

朱德郑重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干这一行有没有前途的问题，而是如何把技术掌握好的问题。我们要

培养出大批的足够用的飞行员。这就要求大家好好地学，专心地学，不要学几天就不干了。人民对我们

空军抱着极大的希望，并花了不少钱，如果我们不好好去学，就对不住老百姓。”h此外，朱德还提出

要“学习苏联空军的一套完整的技术知识、思想和作风”，同时强调“不要因为有了苏联同志的帮助，

就存有依赖思想，还要学会自己教自己，逐渐做到独立地掌握空军技术，管理空防和航空事业”i。

三、立足空军组建之初人才匮乏的实际，主张团结各方面人才“一起来建设新中国的空军”

朱德认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大空军必须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因为“有了现代装备，没有善

于运用技术的干部，便是死的东西”j。由于人民军队历史上长期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导致航空人才

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与空军建设发展需要存在较大差距。1945 年 8 月下旬，朱德接见汪伪政府“建国号”

专机起义人员时不无遗憾地表示：“我们也要搞空军的，但是人才太少了。”k 1946 年 7 月 11 日，朱

德在迎接四年前被盛世才逮捕入狱，经中共代表团营救归来的同志时，欣喜地对其中学习过飞行和航空

技术的人员 l说：“我们在东北缴获了许多飞机，没有驾驶员，飞不起来，有了你们，飞机就可以飞起

来了。”m可见朱德对航空人才匮乏有深切感受和清醒认知。

为此，朱德总是千方百计推动航空人才培养工作。东北航校组建之初，急需专业人才。朱德要求八

a 《朱德选集》，第 275 页。

b 《朱德军事文选》，第 828 页。

c 《朱德选集》，第 275 页。

d 《朱德年谱》（新编本）（下），第 1373 页。

e 《朱德选集》，第 275 页。

f 《朱德军事文选》，第 725 页。

g 《朱德军事文选》，第 722 页。

h 《朱德选集》，第 275 页。

i 《朱德军事文选》，第 722 ～ 723 页。

j 《朱德军事文选》，第 828 页。

k 于飞：《汪伪“建国号”飞机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空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

军出版社，1992 年，第 60 页。

l 这些人员回到延安后，最初被称为“新疆航空队”，1946 年 8 月 29 日，该航空队被正式命名为“八路军总部航空队”。

本文为行文方便，统一称之为“八路军总部航空队”。

m 《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1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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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军总部航空队的同志到东北航校“去当骨干”，为“今后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培养更多的航空种子”。a 
1949 年 3 月 8 日，在中共中央酝酿创建人民空军之际，朱德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约见

东北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委王弼，听取关于航空技术人才情况的汇报。b 1949 年 7 月，为尽快组建

空军部队掩护渡海登岛作战，朱德提议“派学生赴苏联学习空军”。为此，毛泽东致信周恩来，表示“根

据朱德建议，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c。1950 年 9 月 5 日，朱德又致信毛泽东，建议“大

量赶造飞机师，三年以内至少要练成一万以上的飞行人员”，“大量地办飞机预备学校，选拔万余人作

预备生”。d 1951 年 11 月，在空军各航校已经三次扩大训练规模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决定分配给空军

新参军的青年学生 1.7 万名。e朱德对加入空军的青年学生寄予厚望，赞扬“他们热情，有朝气，对新鲜

事物感觉敏锐，迫切要求进步，年轻有为”，要求“很好地重视这批新的力量”，“耐心地帮助他们进步”。f

朱德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非常重视，要求航校在办学中建立严格的纪律，强调“飞行员和空中战斗人员”

在校期间“要养成严格遵守纪律的习惯”；同时注意普遍发展体育运动以“健全空军人员的体格和发展

他们的机敏性”g。至 1953 年底，“空军航校培训出飞行人员 5945 名，机务人员 2.4 万名”h，为迅速

组建航空兵部队训练出大批急需的专业人才。

此外，朱德还特别重视做好国民党空军起义和留用人员的团结工作。他强调：“这些人有一定的技

术和能力，如果我们认真地做好团结、教育、改造工作，量才使用，对空军事业的发展是有相当帮助

的。”i“我们要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教育，改造他们的思想和作风，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并号召

我们的同志也向他们学习”，“使他们和我们一起来建设新中国的空军”。j 1946 年 6 月 26 日，刘善

本及其机组驾机起义飞到延安不久，就受邀到朱德住处做客一个星期。其间朱德与机组人员同劳动、

同吃饭、同娱乐，并以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亲身经历教育引导他们为中国革命和空军建设贡献力量。k 
1949 年 4 月 23 日，朱德与周恩来、聂荣臻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并宴请了在北平的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

人员，鼓励他们为建设人民空军多做贡献。l 1949 年 10 月 1 日，我军第一个飞行队顺利完成开国大典

空中受阅任务。在当天下午的宴会上，朱德对飞行队中的原国民党空军飞行人员说：“你们是新起义的，

我是老起义的，我曾经几次起义，最后才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你们都很年轻，还大有作为。我们空军还

要大发展，你们是空军的‘种子’，将来要起骨干作用。”m正是在这些真挚的言行中，朱德团结争取、

教育感化了一批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推动形成了各方面人才一起建设人民空军的生动局面。

a 吕黎平：《通天之路》，第 8 页。

b 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1326 页。

c 《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1340 ～ 1341 页。

d 《朱德军事文选》，第 755 页。

e 参见空军司令部编研室编：《空军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第 43 页。

f 《朱德选集》，第 276 页。

g 《朱德军事文选》，第 724 ～ 725 页。

h 空军司令部编研室编：《空军史》，第 42 页。

i 《朱德选集》，第 277 页。

j 《朱德军事文选》，第 723 页。

k 参见唐世耀：《终生难忘的一些往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空军史编辑室编：《中国空军史料》第 3辑，1986年，

第 61 ～ 66 页。

l 参见谢派芬：《飞向人民的怀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空军史编辑室编：《中国空军史料》第 3辑，第 97～ 98页。

m 杨培光、阎磊：《我军第一个飞行队组建始末》，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空军·回忆史料》，

第 158 ～ 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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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足经费和资材不足的实际，要求空军建设必须“掌握精干政策”“学会科学管理”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财政比较困难，而国防建设又需要一定的经费保障。特别是空军正值初创时

期，百事待举，经费开支需求相当大。以修建机场为例，当时“修一个简易的喷气式机场，就需要小米

8430 万斤”a。怎样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的关系呢？朱德认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

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巩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保障。没有国家的工业化，就谈不上国防的

现代化。特别是现代的国防建设，是建立在最新的科学技术和最新式的装备上，这就需要有充足的资金

来建设强大的现代工业基础。为此，就应该尽量减少现役军费的支出，集中更多的资金来加强经济建设，

以便给国防建设打下强固的基础。”b但具体到空军来说，朱德虽然深感建设空军“要花很多钱”，认

为只有在“财经等各方面都计划得很周到，才有可能做到”c，同时主张不能坐等条件成熟而要积极作为，

他坚定地表示：“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一切革命工作都是从克服困难中取得成功的。不能等现成的来

享受，该办的事就得办。建设空军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不管家务大小，困难多少，我们非好好地办不可。”d

为了既节省国防经费，又不耽误空军建设发展进程，朱德致信周恩来，建议“由工兵直接修造”包括“大

量飞机场”在内的国防工事，这样做“花钱不多，只要钢骨、水泥、木材等实际材料”，“可大大的减

少修造预算，工事可完成，预算不会惊人的庞大，以致不能下决心修”。e

朱德主张在空军建设中不应把摊子铺得太大，而应根据国家“财经的可能力量”，注重提高质量、

压缩数量，“加强整理训练，做到少而精”f。他强调，只有“掌握精干政策才能把空军建设好”，只

有做到“从组织到人员都要精干”，才能提高效率，把有限的经费“用到更适当的地方去”，否则“如

果组织庞大，人员滥杂，就要花去不少为人事服务的时间，就会降低效率，甚至起抵消作用”g。为此，

朱德主张空军要有“新的组织形式”而“不要沿袭陆军的”，“无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组织，

都不宜庞大，要少而精”，重要的是“把组织严密起来”，各部门克服“上面一把抓，结果忙不过来，

而下面有些事情却又无人管”的现象，“实行层层节制、有领导、有检查的分工负责制，使每一个螺丝

钉都能起它的作用”，使各项工作“更有秩序、更有成效”；对于人员的选用问题，朱德强调，“用人

要经过选择，办不了事的人不要，贪污腐化的人不要”，以此“加强工作人员的质量，提高工作效率”；

对于空军的后勤工作，朱德强调要树立“为飞行和作战服务的思想”，“善于研究和创造适应新环境、

新条件的工作方法”，“保证在执行作战、运输任务上的一切供应”。h此外，朱德还要求空军官兵要“学

会科学管理”，在经费使用上精打细算，在完成任务上同心协力，尽快“成立航空兵师和航空兵军”，

拥有“更多的飞机、机场、修理厂”，i以便早日实现建成一支现代化的强大人民空军的目标。

总之，朱德作为人民军队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立足于他所处时代的世情国情军情，从军事斗争

和国防建设需要出发，探索形成的关于人民空军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

新时代建设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仍有启示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刘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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