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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海军的创建与奠基

■ 孙泽学 贺怀锴

［ 摘 要 ］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华东军区海军的成立 ， 标志着人 民海军的诞生
， 拉开 了人民海军建设

的序幕 。 １９４９－ １ ９５２ 年 ，
人民海军相继组建 了华东军区海军 、 中南军区海军 、 青岛基地海军舰队 ， 并成立

了海军领导机关 ， 确定 了海军战略 。 建军伊始 ， 人民海军坚持团结由 陆军调入的人员 、 国 民党海军起义官

兵和 知识分子三部分力量 ， 使其各尽其能 。 为弥补人才的短缺 ， 先后成立多所海军学校 ， 培养了大量急需

人才 。 人民海军在战火中淬炼 、 壮大 ， 为海军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

［ 关键词 ］ 人民海军 ； 新中国成立初期 ；
毛泽东 ；

［ 中 图分类号 ］ Ｄ２３２
；Ｅ２７３

１ ９４９－ １ ９５ ２ 年是人民海军的初 创时期 ， 为

日 后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 。 目前 ， 学界关于新 中

国成立初期人民海军的研究 尚不够深人 。

［

１
］

本

［ １ ］ 关于新 中国初期海军建设的成果有张晓林 、 班海

滨 ： 《渡江战役与人民海军的创建 》 （ 《军事历史研究 》

１ ９８９ 年第 ２ 期 ） 、 黄胜天 、 魏慈航 、 朱晓辉 ： 《华东军

区海军的创建 》 （ 《军事历史研究 》 ２０ １６ 年第 １ 期 ） 等 。

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华东海军的创建 ， 未对新中国初期

人民海军机构 、 舰队 、 群体 、 教育等问题作系统梳理。

近岸 防御

［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拟从人 民海军创建的历史背景 、 舰队设置 、

领导机构与海军战略 、 海军官兵构成与海军学

校建设等方面 系统剖析人民海军的初创历史 ，

以期推进人民海军史研究 。

一

、 人民海军创建的历史背景

中 国古代虽有水师 ， 但非近代意 义上的海

军 。 洋务运动时期 ， 清政府开始组建近代海军。

但是由 于清政府 的腐败无能 ， 其海军主力北洋

部在 自我批评中 指出 ，
两年多来 ， 在不了解党

员 学习需求的情况下 ， 随便编写学习材料 ； 没

有系统的工作计划 ， 突击性 、 随意性较大 。 县

委组织部提出 ， 曾 因缺乏对干部的主动 了解 ，

在配备干部上 出 现了 很多缺点 ， 对问题较多的

干部缺乏经常性的谈话教育 。 县政府也提出 ，

县府各科长分工领导各区是
“

空
”

的 ， 未能及

时答复各区的请示 ， 甚至认为对下就是
“

写命

令
”

。 另外 ，
还对教育 、 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批评与检讨 。

［
１

］

总 的来说 ， 中共七大制定 的
一

整套建设独

立 、 自 由 、 民主 、 统
一

、 富强的新中国 的路线 、

［
１ ］ 参见 《延川县级干部学习 ， 联系实际后讨论活跃 》 ，

《解放 日报 》 １ ９４５ 年 １ ０ 月 １ ８ 日 。

纲领 、 政策 ，
通过有计划 、 有步骤 、 分层次的

系统宣传和安排部署 ， 在尽可能大的范 围 内 得

到传播和学习 贯彻 。 党员干部 、 部队战士 的政

治觉悟和认识水平得到很大提升 ， 全党进一步

在思想上统一 、 政治上 团结 、 行动上一致 ， 凝

聚力 、 创造力 、 战斗 力空前高涨 。 民主人士 和

普通群众也切实认识到 ， 中共是站在人 民 的立

场上真正为大众谋利益 的 ， 因此心甘情愿拥护

党 、 跟党走 ， 为党领导人民坚持抗战到底和解

放全中国奠定了深厚政治基础 。

〔 作 者王今诚 ， 中 国延 安干部 学 院 教学科

研部讲师 ， 陕西延安 ７ １ ６０００ 〕

（ 责任编辑 ： 程莹 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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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队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 。辛亥革命之后 ，

“

军

阀时代之北方政府 ，
逞私图而昧大计 ， 海军凡

百设施 ， 动受牵 掣
”ｍ

。 １ ９２７
－

１ ９３７ 年间 ， 海

军内 部派 系纷争不断 ， 蒋介石采取以派制 派的

分治策略 ， 加之动荡的社会环境 ， 限制 了海军

发展 。 全面抗战时期 ， 国 民党海军舰队几乎损

失殆尽 ，
仅余十余艘小型 内河炮舰 。 总之 ， 中

国 自从甲午海战
一败涂地以后 ， 由于政局动荡 、

派系纷争 、 经费短缺 、 人才与技术缺乏 、 海权

观念淡薄等因素的制约 ， 到 １ ９４５ 年抗 日 战争胜

利之际 ，

“

从来没有建立过强有力的海军
” ［

２
］

。

由于 中 国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武装力量长期

活动在 山 区 、 平原 ，

“

建立海军这一现代化的

军种 ，
既无条件 ，

也无可能
” ［

３
］

。 抗战胜利后 ，

国 民党政府依靠英美援助 ， 重建 了 一支海军 。

至 １ ９４７ 年底 ， 已 拥 有
“

现役舰艇 ４４９ 艘 ， 总

吨位 １ ３ 万吨
”

，

“

江海防士兵 ， 合计在三万左

右
” ［

４
］

， 又经过一年的扩充 ， 官兵达到 ４ 万余

人
［
５

］

。 １ ９４９ 年初 ，
三大战役结束后 ， 国 民党军

的陆军主力基本上被摧毁 ，
但其企图依靠优势

海军 、 空军负隅顽抗 。 在这种形势下 ，
中 国共

产党 开始考虑
“

建设
一

支有作战能力的人 民海

军
”Ｗ

。 １ ９４９ 年 １ 月 ，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

出 ， 在 １ ９４９ 至 １ ９５ ０ 年 间建立
“
一

支保卫沿海

沿江的海军 ，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

７
］

。

国 民党海军部 队官 兵 驾舰起义 与投诚为

人 民海军筹建提供了 最初 的物质与人员基础 。

［ １ ］ 陈绍宽 ： 《论中国海军建设 》
，

《海军杂志 》 １ ９４４

年第 １７ 卷第 ５ 期 。

［ ２ ］ 《 肖劲光军事文选 》 ，
解放军 出 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２２６ 页 。 肖 劲光 ，
即萧劲光 ， 曾任 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第一任司令员 。

［ ３ ］ 萧劲光 口述 、 吴宏博整理 ： 《组建新中 国海军领导

机关 》
，

《军事历史研究 》 ２０ １６ 年第 ６ 期 。

［
４ ］ 海军总司令部新闻处 ： 《 中国海军之过去与现在 》

，

《 中 国海军 》 １９４７ 年第 ６ 、 ７ 期 。

［ ５ ］ 《三十八年度海军总司令部施政计划提要 》 （ １
９４８

年 １ ２ 月 ） ， 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档案 号 ： ７９０－５ ５ 。

［ ６ ］ 《张爱萍军事文选 》 ，
长征出 版社 １

９９４ 年版 ， 第

６ １ ９页 。

［ ７ ］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第 ２６册
， 中 央文献出

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６ 页 。

１ ９４９ 年 ２ 月 １ ２ 日
， 黄安舰在山东青 岛港宣布起

义 。 这是国 民党海军第一次起义 ，

“

为 国 民党

海军官兵树起了弃暗投明 的
一面旗帜

”

 １ ７

日
，

２ ０ １ 号扫雷艇在 山 东长 山 岛起 义 。 ２２ 日 ，

２９ 号舰在青岛起义 ， 因 国 民党军加 强戒备 ， 致

使起义失败 。 ２５ 日 ， 国 民党海军王牌军舰重庆

号巡洋舰在吴淞 口 起义后驶抵葫芦岛 ， 在 当 时

产生 了 巨 大 的社会反 响 。 ３ 月 初 ， 蒋介石指 令
“

悬重赏 ， 勒令空军必须觅获该舰 ， 炸沉而后

已也
” ［ ９

］

。 遭到蒋介石严厉斥责的国 民党海军

总 司令桂永清派飞机轮番轰炸重庆号 。 ２ ０ 日
，

起义官兵不得不将重庆号 自沉于葫芦岛 。 ２４ 日
，

毛泽东和朱德给重庆号全体起义官兵发电指 出 ，

重庆号虽沉 ， 但国 民党
“

不能阻止更多 的军舰

将要随着你们而来
”

， 并称赞
“

你们就是参加

中 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

。

［
１ １） １

渡江战役期 间 ，

我军迎来 国 民党海军第二次起义高峰 。 ４ 月 ２ ３

曰 ， 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所属 ２５ 艘舰艇 、

官兵 １ ２７ １ 人起义 ， 被毛泽东称为
“

南京江面上

的壮举
” ［

１ １
］

。 同 日
，
中央军委指示 ，

“

三野立

即 组建海军 ，
定名为 中 国人民解放军华东 军区

海军
” ［

１２
１

。 渡江战役后 ，
国 民党

“

海军人员起

义 的事件越来越多
”［

１ ３
］

。 据统计 ，
１ ９４９ 年 ，

国 民 党海军起义 、 投诚舰艇共计 ９７ 艘 ， 官 兵

３８ ００ 余人 ， 约 占国 民党海军军舰数量 、 总兵力

的 ２２ ．７％ 和 ９． ５％。

［
｜ ４ ］

正如 曾 任人 民海军副政

委的刘道生所说 ， 国 民党海军官兵的起义 ，

“

是

［ ８ ］ 《谷牧回忆录 》
，
中 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

第

１３ ８页 。

［ ９ ］ 《蒋介石 日 记 》 （ 手稿 ）
，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５ 日上星期反省录 。

［ １０ ］ 《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 》 第 １ ８ 册 ， 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２００ 页 。

［ １ １ ］ 《 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起义参加解放军海军 》 ， 《人

民 日报 》 １ ９４９年 ５ 月 １ ３ 日 ；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１ ８册 ，

第 ２７６ 页 。

［ １２ ］ 《 张爱萍军事文选 》 ， 第 ６２０ 页 。

［ １３ ］ 《永明舰部分官兵离舰起义 》 ， 《大公报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１ 月 ２ 日 。

［
１４ ］ 参见 中 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解放战争时期 国 民党军起义投诚 ？ 海军 》 ，
解放军出

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 ， 第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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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反动力量的 瓦解和打击 ， 是对人民革

命力量的支持和壮大 ， 加速 了解放 战争胜利 的

进程 ， 他们的这个历史功绩不容抹煞
”［ １ ］

。

国 民党海军官兵 的起义原因大致有四个 。

第一 ， 国 民党政府腐败无能 ， 部分海军官兵对

国 民党产生不满情绪 ， 转而拥护 中 国共产党 。

这是 国 民党海军官兵能够参加起义或同情起义 ，

进而加人到人民军队行列 中的思想基础 。 第二
，

这是由
“

中 国人民革命战 争的胜利形势所影响

决定 的
” ［ ２

］

。 三大战役相继胜利 ， 蒋介石政

权陷人总崩溃 ， 部分海军官兵
“

不甘再助纣为

虐
”

［ ３ ］

， 从而排除了顾虑 ， 鼓起勇气 ， 冲破黑暗 ，

走上起义的道路 。 第三 ， 国 民党海军内部素有

闽 系 、 电雷系 、 青岛系 、 广东系之分 。 蒋介石

专弄权术 ， 导致海军派系问题愈演愈烈 。 尤其

是抗 日 战争胜利后 ， 蒋介石 以亲信陈诚 、 桂永

清掌控海军 。 桂永清依旧 走派系分治的老路 ，

使各派系
“

互相牵制和消耗
” ［ ４ ］

。 桂永清的做

法 ，

“

并没贏得某个派系 的掬诚拥戴 ， 反而使

大家普遍地感觉不公平
” ［

５
］

。 第 四 ， 中共开展

了 行之有效的策反工作 。 策反工作是中共利用

敌人内部矛盾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解放战争时期 ， 中共十分重视在国 民党海军中

发展人员 ， 建立联 系 ， 进行策反工作 。 正是因

为
“

我们党强有力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和卓有

成效的地下党的争取工作 ， 促使这些国 民党海

军官兵相继站到人民
一

边
” ［

６
］

。

二 、 舰队设置
、
领导机构与海军战略

华东军区海军的成立 ， 拉开 了人民海军建

设序幕 。 海军机构 、 舰队设置 、 海军战略与制

［ １ ］ 《刘道生回忆录 》 ，
海潮 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 ， 第 ２ １ ９页 。

［ ２ ］ 《刘道生回忆录 》 ， 第 ２ １ ９ 页 。

［ ３ ］ 《邓兆祥舰长率全体官兵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 》 ，

《人民 日报 》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
４ ］ 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 员会文史资料委

员会编 《江苏文史资料 》 第 ３２ 辑
， 中国文史 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 ， 第 ２３４ 页 。

［ ５ ］ 陆宝千访问 、 官曼莉纪录 《郑天杰先生访问纪录 》 ，

九州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 ， 第 １ ０５页 。

［ ６ ］ 《刘道生回忆录 》 ， 第 ２ １ ９ 页 。

度条例等应如何确立
，
都是摆在海军创建者面

前的新课题 。 时任华 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

指 出 ， 海军的机构 、 战略等
“

都必须是新的完

全适合于人民 的 ，
不是抄袭任何外 国 的 ， 更不

是机械采用陈腐的国 民党海军的东西
” ［

７
］

。 通

过不懈的努力 ， 在三 四 年的时间里 ， 人民 海军

完成了创建舰 队 、 领导机构等基本工作 ，
并在

此基础上确立 了近岸 防御战略 ， 开始担负起捍

卫新中 国海疆安全的任务 。

（

一

） 组建海 军舰队

１ ９４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第三野战军前委在江苏

泰州召 开会议 ， 遵照 中共中 央指令 ， 决定成立

华东军区海军 ， 任命张爱萍为 司令员兼政治委

员 ， 抽调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师部及该师第三团 、

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侦察营等官兵 ４０００ 余人 ， 并

吸收 国 民党海军起义人员 ，
组成部队的基础班

底 。 华东军区海军在国 民党起义舰队的基础上 ，

又从上海征调 了
一

批舰船 ，
还从香港购买 了一

批舰船 ，
逐渐扩充了舰队实力 。 １ ９５０ 年 ４ 月 ，

华东军区海军将所属舰船整编为三个舰队 ， 以

１ ６ 艘登陆舰 、 江防舰等组成第五舰队 ， 以 ７ 艘

护卫舰组成第六舰队 ，
以 ７艘炮舰组成第七舰队 ，

“

初步建立了华东海防 、 江防 ， 创设了组织机构 、

制度 、 法规 ， 打下 了
一

个作为建设强大人民 海

军的初步基础
”［

８
］

。 华东军区海军是人民海军

最早组建的舰艇部队 ， 为以后筹建的其他舰艇

部队提供了人才和技术支持 。

华东军区海军建立后 ， 海军建设注 意力转

移到华北与华南地区 。 １ ９５０ 年 ４ 月 ， 海军领导

机关成立后 ， 时任人民海军 司令员 的萧劲光视

察青岛后给 中央军委 的报告 中提出 ，

“

青岛是

商港 ， 同时又是华北最重要的军港
”

， 但是
“

海

防可 以说没有 ， 海上全无保 障
”

， 而原有 的许

多海军建筑物 ， 如学校 、 电 台 、 医院 、 海洋气

象台 、 兵营等 ，

“

正适合于 目 前我们急需解决

的问题
”

，
建议在青岛成立海军基地 。

［
９ ］

６ 月 ，

朝鲜战争爆发 ， 我 国 北方海防局势发生 了急剧

［
７ ］ 《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张爱萍将军在海军人员 座谈会

上讲话 》 ， 《华中文汇 》 １ ９４９年第 １ 卷第 ３ 期 。

［ ８ ］ 《 肖劲光军事文选 》 ， 第 ２３６ 页 。

［ ９ ］ 《 肖劲光军事文选 》 ， 第 ２４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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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

“

美 国 的军舰 、 飞机在朝 鲜战场上耀武

扬威
，
黄海 、 渤海也成了海防斗争的前线

” ［
１

］

。

但是 ， 当时在青岛 组建海军军区 的条件尚 不成

熟 ， 中 央军委决定先建设基地 ， 并 由海军司 令

部直接管辖。 经过 ５ 个月 的筹备 ，

９ 月 ９ 日 ， 海

军青岛基地正式成立 ， 易耀彩任司令员 ， 段德

彰任政委 。 青岛基地成立之初仅有
“

沈阳号等

两艘军舰 ， 后来又用几条美制的渔船架上机枪 ，

权当巡逻艇 以应海防之急需
” ［

２
］

。 在建设过程

中 ， 青岛基地
“

先后购买 、 调拨 、 接收各型舰

船 ５６ 艘
，
加上原有 的巡逻 艇 ９ 艘

”

， 共有 ６５

艘舰艇 ， 到 １ ９ ５２ 年
“

初步建立了 山 东半岛的海

岸防御力量 ， 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

。

［
３

］

１ ９ ４９ 年 １ ０ 月
， 广州解放后 ， 为接收国 民党

海军事宜 ， 成立了广州 军事管制委 员会海军接

管处 。 １ １ 月 ６ 日 ， 以海军接管处为基础 ，
组建

广东军区江防部队 ， 由 广东军区副 司令员洪学

智兼任江防司令部司令员 。 江防部队拥有 国 民

党海军起义舰艇及收缴 、 购买的舰船共计 ２３ 艘 ，

远远不能适应华南海防任务的需要 。 １ ９５ ０ 年 ５

月 １ ６ 日
，
洪学智致电海军司令员萧劲光 ， 指 出

江防部队建制不健全 ， 属于临时过渡机构 ，
且

“

江

防工作要我兼管 ， 实际上是兼而不管 ， 长此不

是办法
” ［ ４ ］

。 鉴于华南的重要战略价值 ， 中央

军委责成 中南军区负责组建海军。 １ ０ 月 ３ １ 日
，

中南军区海军正式组建 ， 方强任司令员兼政治

委员 ，周仁杰任副 司令员兼参谋长 。到 １９ ５２年底 ，

组建了
“

万虎水警区 、 汕头独立防 区 、 黄埔后

方基地 、 西营基地 、 海南 岛水警区 ， 拥有各种

舰船 １ ０４ 艘
”

，

“

初步建立起中南沿海防御力

量
”

。

［
５

］

（
二

） 成立海军领导机构

１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
毛泽东将时任第 １ ２ 兵团兼

［ １ ］ 《 萧劲光回忆录 》
，
当代中 国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２３４ 页 。

［ ２ ］ 中 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海军

回忆史料 》 ， 解放军出版社 １ ９９９年版 ， 第 ４ ２ 页 。

［ ３ ］ 中 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海军

综述大事记 》 ， 解放军 出版社 ２ ００６ 年版 ， 第 １ ７ 页 。

［ ４ ］ 《萧劲光回忆录 》 ， 第 ２３ ６ 页 。

［ ５ ］ 《海军综述大事记 》 ， 第 １
Ｓ 页 。

１１８

湖南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 召 到北京 ，
商谈组建

海军领导机关事宜 。 １ ２ 月 ，
中央军委指示

“

为

统一管理指挥各地人民海军及现有舰艇
”

， 拟

从第 １ ２ 兵 团
“

直属队抽调部分机关与干部 ，
以

作为海军直属机构之基础
”

。

［
６

］

１ ９５０ 年 １ 月 ，

在苏联 出访的毛泽东致电刘少奇 ，

“

可 即任命

萧劲光为海军司令
” ［

７
］

。 根据毛泽 东的提议 ，

４ 月
， 中央军委从第 １ ２ 兵团 抽调 ２ ０００ 余人 ， 在

北京成立了海军领导机关 。 在组建海军领导机

关时 ， 军队内部在 两个问题上有不 同 的看法 ：

一是海军领导机关应该是什么样的机构 ？ 当时

有人认为海军基础薄弱 ，
可先设兵种 ，

不必设

军种 。
二是机关应该设在什么地方 ？ 当时有人

主张地点可以设在青岛 、 上海等沿海城市 。 鉴

于此 ，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通过军委代理总参谋

长聂荣臻向 毛泽东建议 ， 应把海军设为军种 ，

而不是兵种 ； 海军机构应设在北京 ， 因便于就

近与 中央军委及其他机关联络 。 这些建议得到

了毛泽东的赞 同 。 毛泽东认为 ，

“

海军应该是
一个战略决策机构 ， 是一个军种 ，

应单独成立

司令部 。 海军领导机关应设在北京
”Ｗ

。 海军

领导机关的成立 ， 标志着海军
“

正式成为 中 国

人民解放军的
一

个军种
”［

９
］

。

海军领导机关最 初仿 照 陆军编 制 ， 设立

司令部 、 政治部 、 后勤部 、 卫生部四部 ， 机构

比较精干 ，
王宏坤 任副司令员 ，

罗舜初任参谋

长 ， 刘道生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 建军初期

人民海军未任命政治委员 ， 政治工作 由 副政委

负责 ） ， 张汉承任后 勤部长 ， 丁世芳任卫生部

长 。

［
１
°

］

１９ ５０
－

１ ９５ ２ 年
，
海军领导机关相继增设

干部管理部 、 海军航空部 、 海岸炮兵部 、 军械

［ ６ ］ 《緬怀毛泽东 》 上册
，
中央文献 出版社 ２０ １３ 年版

，

第 １４５ 页 。

［ ７ ］ 《建国 以来毛泽东文稿 》 第 １ 册
， 中 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 第 ２３４ 页 。

［ ８ ］ 李道明 、 李庆 ： 《在蓝色档案里 ： 共和 国领袖与海

军纪实 》 ， 海潮出版社 １ ９９ ３ 年版 ， 第 ２２ 页 。

［
９ ］ 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

所年谱组编 《毛泽东军事年谱 （ １
９２ ７

－

１
９５８ ） 》

，
广西人

民 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 第 ７８ ９ 页 。

［ １
０

］ 参见 《 萧劲光回忆录 》 ， 第 ２ １７
－

２ １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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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舰船修造部 、

工程部 、 学校管理部等 ， 健

全了 领导机关 。 人 民海军建军伊始 ， 华东军区

海军与广东江防部队归各大军区领导 。 海军领

导机关成立后 ， 关于中 央领导机构与地方舰队

的关系亟待明确 。 １ ９５ １ 年 １ ０ 月
， 中 央军委颁行

《关于海军领导关系 的决定 》 ， 规定
“

各大军

区主要为作战指挥关系 ， 军委海司主要为建制

领导关系
”

， 实行双重领导 。

［

１
］

如 中南军区海

军
“

隶属 中南军区建制 ， 除海军建设计划 与有

关海军工作的决定指示属于 中 央海司领导外 ，

其余如作战指挥 、 日 常供应 、 人事补充 、 党的

领导等应受中南军区的领导与指挥 ， 但为更密

切地进行海上斗 争和就近得到华南分局与广东

军区 的领导与更多的实际帮助 ， 请求 中 南军区

将华南海 司 委托华南分局 、 广东军区直接领导

与指挥
” ［

２
］

。

（
三

） 确 定近岸防御战略

１ ９４９ 年 ９ 月 ２ １ 日 ， 毛泽东在中 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上提出 建设
“
一

个强大的海军
”

的 目

标
［
３

］

， 朱德也提出建设海军
“

使之达到现代化

的水平
”

的要求
［ ４ ］

。 １０ 月 ， 周恩来在全国政协
一

届十八次会议上亦提出
“

必须建立强大的人

民空军和 人民海军
”［

５
］

。
１ ９５ １ 年 １ １ 月 ， 刘少

奇视察华东海军时强调 ，

“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

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不行
”［

６
］

。 可 以看 出 ，
以

毛泽东为核心 的党的第
一

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人

民海军建军伊始就提出 了建设强大海军 的宏远

构想 ， 对人民海军寄予了殷切期望。

１ ９ ５０ 年 ８ 月 ， 海军建军会议重点研究 了海

军 的任务和建军方针 、 路线问题 ，
确定 以

“

建

设
一

支现代化的富于攻防能力 的精干的轻型 的

［ １ ］ 《萧劲光回忆录 》 ， 第 ２３ ８ 页 。

［ ２］ 《 肖劲光军事文选 》 ， 第 ２４０页 。

［ ３ ］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 》 （
一

）
， 中 国 民主

法制出版社 ２０ １５ 年版 ， 第 ５ １ 页 。

［ ４ ］ 《朱德军事文选 》 ，
解放军出版社 １ ９９７ 年版 ， 第

７４５页 。

［ ５ ］ 《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 》 第 ３ 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 第 ３５ ６ 页 。

［ ６ ］ 贾坤 ： 《刘少奇对人民海军的首次视察》 ， 《党的

文献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３期 。

海军力量
” ［

７
］

为 目标 。

“

在战略上是防御 ， 在

战术上是进攻
”

，

一方面建设
一支守卫近岸 的

轻型舰艇部队 ，

“

只建轻舰 ，
不造重舰

”

； 另

一方面
“

还要建设海岸要塞
”

。

［ ８ ］

由于历史条

件的局限 ， 人民海军不可 能在短期 内建立起强

大的远洋海军 。 首先 ， 限于国家财力 、 工业基

础 、 技术水平等因 素 ， 人民海军没有能力建设

远 洋舰队 。 其次 ， 新中 国成立初期海军的任务

是协同陆军守卫海岸 安全 ，

“

主要建设 自 卫的

海军
”［ ９

］

。 再次 ， 受到朝鲜战局的影响 。 抗美

援朝战争爆发后 ，

“

中央几次对我们说明 ……

国家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空军 、 炮兵 、
坦克部

队以及陆军装备的改善上
”

， 海军
“

要 自觉的

服从这个基本方针
”

。

［
１ ° ］

历史证明 ， 在新中国

成立初期 ， 近岸 防御战略和建设
一

支 以轻型舰

艇为主的舰队是符合国情的正确抉择 。

三 、 海军官兵构成与海军学校建设

人民海军最初 由解放军陆军调人官兵 （ 当

时被称为
“

新 海军
”

） 、 国 民党海军起义官兵

（ 当 时被称 为
“

原 海军
”

） 和青年知识分子三

部分力 量组成 。 有鉴于此 ， 海军建军会议确立

了
“

以解放军为基础 ， 吸收大量 的革命青年知

识分子 ，
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 ，

建设人

民的海军
” ［

１ １  ］

的建军路线和政策 。 海军是技术

密集型军种 ， 需要大量专业人才 。 如果培养不

出优秀的人才 ， 海军的发展就无法突破瓶颈 。

由此 ， 萧劲光提出
“

治军先治校
” ［

１２
］ 的理念 。

（

一

） 海军 官兵构成 、 整合与 素质提 高

据统计
，

１ ９５ １ 年
“

海军干部 中从陆军部队

调来的 占 ８７ ．５％
”

， 他们是海军建设的主体和

核心骨干 ；

“

接收起义 、 报到 留 用的原海军人

员 占 ３ ． ６８％
”

， 他们 精通 海军技术 ， 有操舰经

验
；

“

新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 占 ８ ．８ ２％
”

， 他

［ ７ ］ 《萧劲光回忆录 》 ， 第 ２２７ 页 。

［ ８ ］ 《 肖劲光军事文选 》 ， 第 ２ ２７ 页 。

［ ９ ］ 《 肖劲光军事文选 》 ， 第 ２ ２７ 页 。

［ １ ０ ］ 《 肖劲光军事文选 》 ， 第 ２ ７４
－

２７５ 页 。

［
１ １］ 《 当代中国海军 》编辑委员会编 《 当代中国海军 》 ，

当代中国出版社 、 香港祖国 出版社 ２ ００９年版 ， 第 ３２ 页 。

［
１ ２ ］ 《萧劲光回忆录 》 ， 第 ２２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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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 ， 学习 能力强 。

［
１

］ 当时

海军人员来 自 四面八方 ， 政治素质 、 文化程度 、

生活 习惯等 ， 都存在不 同程度 的差异 。 要使海

军人员拧成一股绳 ， 是
一

件不容易的事 。 对此 ，

毛泽东作 出指示 ，

“

人民解放军的各部分 ， 包

括起义部队在 内 ， 必须巩固地团结起来
” ［

２ ］

。

新海军官兵饱经战火洗礼 ， 有着坚定的政

治信念 ，

“

继承了 陆军的优 良传统 ， 这对于海

军的建设是有极大好处的
”［

３
］

， 是人民海军牢

固的基础 。 但他们不懂海军知识和技术 ， 是
“

最

大的困难
”

。

［
４

］

１ ９５ １ 年 ６ 月 ， 周恩来视察大连

海校时说 ：

“

海军是个新军种 ， 我们这些人都

是陆军 出 身 ， 谁也没干过 ， 有 困难不要紧 ， 知

难而进 ， 边干边学 。

” ［
５

］ 为了提高新海军知识

与技术 ， 海军部队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 ： 第一
，

在正规院校学 习 ， 主要
“

采取专科的速成的教

育方针
”

； 第二 ， 办各种类型训练班 ； 第三是

在职训练 。 海军官兵认为
“

在舰上学习
”

比
“

在

学校学习进步快
”

， 学习 与训练中 采取 由浅人深 ，

用什么学什么等方法 ，

“

只保留 必须的 ，
比较

高深 的暂时不学 ， 如学轮机的主要是学机械方

面的理论知识 ， 课程应是围绕着掌握轮机这
一

方面 ， 每人学
一

样
”

。

［
６

］ 通过以上措施 ， 新海

军官兵很快掌握了基本的海军技能 。 人民海军

初建时期 ， 部分新海军官兵在很多地方还拘泥

于过去的陆军传统 ， 不能适应海军发展的新要

求 ， 为此就需要
“

创造 出
一套适合于新事物发

展的新方法
”［

７
］

。 新海军官兵通过学 习 ，

“

在

海军业务和技术上有 了显著的进步
”［ ８ ］

， 成为

人民海军的骨干力量 。 时任 中 南军政委员会副

主席 、华南军区司令员 的叶剑英用
“

母鸡孵鸭蛋 ，

［ １ ］ 《海军综述大事记 》 ， 第 ６３ 页 。

［ ２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 第 １ 册
， 第 ４ １ １ 页 。

［ ３ ］ 《朱德军事文选 》 ， 第 ２９９ 页 。

［ ４ ］ 袁也烈 ： 《克服困难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 》 ， 袁也

烈等 ： 《袁也烈纪念文集 》 ，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２５５ 页 。

［ ５ ］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 》 下卷 ， 中央文献 出 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２０９ 页 。

［ ６ ］ 《 肖劲光军事文选 》 ， 第 ２５ １ 页 。

［ ７ ］ 《萧劲光回忆录 》 ， 第 ２４２
－

２４３ 页 。

［ ８ ］ 《 肖劲光军事文选 》
，
第 ２５６ 页 。

母子亦相亲 。

一

日 凌波去 ， 沧波无限情
”［ ９ ］

来

比喻这
一转变是很贴切 的 。

除 了 起义 和投 诚的 国 民 党 海军外 ， 人 民

海军在上海 、 广东等沿海大城市设立登记国 民

党海军人员办事处 ，
继续接纳 留在大陆的原 国

民党海军官兵 ， 共计吸收起义与登记原 国 民党

海军人员 ４０００ 余人 。

［
１°

］ 原海军官兵有技术 ，

但也有 短板 ，

“

对我军 的宗 旨 、 建军原则 、

工作作风等等在认识和 立场方面都有较大差

距
”［

１ １
］

。 他们有的认为由陆军调来的人员是
“

土

包子
”

，

“

文化低 ， 不懂海军技术 ，
没有 资格

作为海军建设的基础
”

， 主张建设海军
“

以他

们 自 己为主
”

。

［ １２
］

有鉴于此 ， 有必要开展对原

海军官兵的再教育 ， 使之克服 旧思想 ， 树立新

思想 。 第一
，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

使原海军官

兵
一

方面认识 自 己过去曾 是反人民的工具 ， 另

一方面号召他们
“

改造升官发财 、 自私 自利 的

思想
”

， 学习
“

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
”

。

［
１３

］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原海军军官

林遵等人 ， 对他们说 ：

“

你们懂得科学知识 ，

有技术 。 我们新海军要向 你们学 习 。 人民解放

军有优良 的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 ， 你们也要 向

新海军学习 。

”

第二 ， 政治上给予信任 。 历

史问题只要讲清楚 ，
不予追究 ， 让其放下思想

包袱 。 第三 ， 在工作上一视同仁 。 原海军官兵

只要愿意进步 ，

“

就是可用的人材 ， 人民
一律

量才录用
”［ １ ５

］

。 如林遵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海军

副司令员 ， 邓兆祥被委任为安东海军学校 、 海

军快艇学校校长 ， 大部分舰长 、 部 门长都委派

原海军人员担任 。 以 中南军区海军为例 ，
１ ９ ５ １

年底
“

原海军人员有 １ ９２ 名 ， 主要分配在领导

［ ９ ］ 《叶剑英诗词集 》 ，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

第 ４２页 。

［ １０
］ 参见 《刘道生回忆录 》 ， 第 ２ １９ 页 。

［ １ １］ 《 张爱萍军事文选 》 ， 第 ６２３ 页 。

［ １２ ］ 《刘道生回忆录 》 ， 第 １ ８３ 页 。

［ １３ ］ 《广东省军区举行晚会欢迎联容 、 舞凤等舰艇起义

官兵 》 ， 《南方 日报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１ 月 １ １ 日 。

［
１４ ］ 《 缅怀毛泽东 》 上册

，
第 １４３ 页 。

［
１５ ］ 《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张爱萍将军在海军人员座谈会

上讲话 》
，

《华中文汇 》 １ ９４９ 年第 １ 卷第 ３ 期 。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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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和第 １ 舰队 。 其中 １ ７ 名担任舰长 、 艇长 、

副 长 ，
３ ３ 名担任部 门长

，
５４ 名担任航海员 、 轮

机员
” ［

１
］

。 第四 ， 生活上给予照顾 。

“

新中 国

建立初期 ， 人民军队实行供给制 ， 考虑到原海

军人员的特殊性 ， 我们对他们实行半薪金制度 ，

后来改为原薪制
”

， 他们的薪金
“

还得到
一

定

数量的增加
”

，
同时

“

对于他们家庭的 困难给

予适当的救济
”

。

［
２

］

海军要发展 ， 就需要知识分子与科学技术

人员 。 １ ９５ ０ 年 ８ 月 ， 海军建军会议确定了
“

吸

收大量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
”

的方针 。 １ ９５ １ 年 ，

海军首届 政治工作会议又提出 将科学技术人员

作为依靠力量 。

［
３

］

知识分子有 知识 、 懂技术 ，

进取心强 ，
但

“

在思想上和作风上都还保有各

种不 同程度的落后的和错误的东西
”［ ４

］

。 针对

上述情况 ， 海军政治部门从团结人手 ， 进行艰

苦奋斗教育 、 为人民服务教育 ， 使其树立 了正

确的人生观。 事实证明 ， 新中 国成立初期海军

采取 团结吸纳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正确 的 ， 是一

项有远见的决策 ， 为 日 后人民海军的发展提供

了知识 、 技术支撑 。

经过对海军内 部各种力 量的教育与引 导 ，

到 １ ９５２ 年 ，

“

由于出身不同 ， 来源不同 和革命

觉悟程度的差别而 曾经存在的不团结现象 ，
已

经有了基本上的改变 了
” ［

５
］

。

（
二

） 海军 学校建设

人民海军初建时 ， 先后组建了 大连海军学

校 、 海军联合学校两所综合性海军学校 ， 还成

立了航空 、 快艇 、 炮兵 、 潜艇等海军兵种学校 ，

为海军发展输送了大量的急需人才 。

重庆舰起义后 ， 东北局 即计划筹设海军学

校 ， 并向 中 央军委请示 。 １ ９４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中 央军委致 电东北局 ，

“

同意将原重庆舰之

四百五十余海员 ， 再新选调 三四百学生 ， 于葫

芦岛建立海军学校
”

。 ４ 月 ３ 日 ， 东北局 回 电
“

学

校位置之确定葫港 ， 在形势上虽便于训练海军 ，

［ １ ］ 《海军回忆史料 》 ， 第 ５０ 页 。

［ ２ ］ 《刘道生 回忆录 》 ， 第 ２２ １ 页 。

［ ３ ］ 参见 《 当代中国海军 》 ， 第 ３２ 页 。

［ ４ ］ 《 肖劲光军事文选 》 ， 第 ２９５ 页 。

［ ５ ］ 参见 《 肖劲光军事文选 》 ， 第 ２５ ７ 页 。

但国特活动较严重 ， 受空袭 、 海袭的可能性较

大……在今天无军舰实习 的条件下 ，
如在 哈尔

滨 、 安东等地都可办海校
”

。 ８ 日
， 中央军委复

电东北局 ，

“

中 央委托东北局 即举办
一

千学员

的海校于安东 ， 海校的干部调配及经费均请东

北局 负责解决
”

。

［
６ ］

５ 月 １ ６ 日 ， 安东海军学校

正式组建 ， 以 重庆舰舰长邓兆祥为校长 ， 辽宁

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为副校长 ，
主要任务是

“

对

国 民党军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进行政治

思想教育 ， 转变他们的立场和世界观
” ［

７
］

。 其

后 ， 中央军委 又决定在原安东海校的基础上 ，

筹划第一所正规化的海军学校 。 ７ 月 ３ １ 日 ，
毛

泽东致电刘少奇 ， 点名要张学思赴苏联接洽办

海军学校之事 。

［
８

］

８ 月 ９ 日 ， 张学思抵达莫斯科 ，

“

与苏商谈帮助我建设航校 、 海校等事宜
”［

９
］

。

１ １ 月 ２２ 日
， 大连海军学校正式成立 ， 萧劲光任

校长兼政治委 员 ， 张学思任副校长兼副政治委

员 。 海校工作
一

般由 军委总部直接部署 ， 东北

军区具体领导 ， 张学思负责实施 。

１ ９４９ 年 ８ 月 １ ５ 日 ， 华东军区海军在南京创

办了 华东军区海军学校 ， 由华东军区海军司令

员张爱萍担任校长和政委 ， 最初系训练班性质 ，

“

共有学员 ３ ８００ 多人 ， 其中原海军人员 ２０００

余人
” ［ １° ］

， 主要任务是提高原海军官兵政治觉

悟 ，

“

对他们本着团结 、 教育 、 争取 、 改造的方针 ，

使之成为人民海军的
一

员
” ［ １ １ ］

。
１ １ 月

， 第
一

期

训练学员结业被分配到海军部队 ， 剩余 １００余

人缩编为训练团 。 １ ９５０ 年 １ 月 ， 恢复并扩充华

东军区海军学校建制 ， 下辖 ７ 个大队 ，
以夏光

为校长 ， 孔繁彬为政委 。 ８ 月 ， 华东军区海军学

校易名 为海军联合学校 ， 主要培训舰艇初级技

［ ６ ］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编审委员 会编 《院

校
？ 文献 》 ，

军事科学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１ ２ １５
－

１２２４ 页 。

［ ７ ］ 中 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 院

校 ？ 回忆史料 》 ， 解放军出版社 １ ９９５ 年版 ， 第 ９９２ 页 。

［ ８ ］ 参见徐则浩 ： 《 王稼祥年谱 》 ， 中 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 第 ３７３ 页 。

［ ９ ］ 薄
一波 ：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 上卷 ， 中

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 第 ２７ 页 。

［ １ ０ ］ 《海军回忆史料 》 ， 第 １ ４４ 页 。

［ １ １ ］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永远怀念沙家

浜 ： 百岁夏光纪事 》 ， 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 １２年版 ， 第 ７５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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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员 ， 招生对象主要是来 自陆军的工农战士 ，

并吸收
一定数量的革命知识青年 ， 所辖 ７ 个大

队建制改编为兵器 、 机械 、 通信 、 舰务 ４个分校 ，

仍 由 夏光和孔繁彬分别担任校长 、
政委 。 大连

海军学校与海军联合学校作为海军建军初期 的

两所综合性海军学校 ， 为海军培养 了大批基础

人才 ， 缓解了海军建军初期人才急缺的局面 。

在创办综合性海军学校 同时 ，
也相继成立

了各兵种学校 。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
在苏联的援助下 ，

海军第 １
、 第 ２ 航空学校成立 。 １９５ １ 年

，
为健

全组织机构 ， 加强领导 ，
集 中力量 ，

两校合并

为海军航空学校 。

［
１ ］

朝鲜战争爆发后 ， 鉴于美

国
“

把战火烧向鸭绿江边 ，
而人民海军的舰艇

部队和海军航空兵部队尚不能迅速发展 ， 在这

种情况下 ， 岸 防兵部队 的建设对加强我 国海岸

防御显得尤为重要
”［

２
］

。
１ ９５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 ，

组建海岸炮兵学校 （ １ ９５ １ 年 ３ 月 更名为海军炮

兵学校 ） 与海军快艇学校 。 鉴于中 国潜艇建设
一片空 白的情况 ，

１ ９５ ０ 年 １ ２ 月 ， 萧劲光提 出 向

苏联
“

订购两艘小型潜艇并帮助训练 ４艘潜艇

艇员
”

。 １ ９５ １ 年 ２ 月 ７ 日
， 苏联同意 中方请求 ，

并答应在旅顺训练 中 国 潜艇学员 。 我军随即挑

选 ２７ ５ 名海军官兵赴旅顺受训 。

［

３
］

１ ９５ ２年 １ １ 月 ，

中 央军委电令
“

原川北军区机关上调军委海军

组建潜艇学校
”［

４
］

， 为潜艇部队培养急需人才 。

１ ９５ ２ 年 ７ 月 和 ９ 月 ， 在青 岛相继成立海军政治

干部学校 、 海军后 勤学校 。 到 １９５２ 年底 ， 海军

各兵种学校相继完成组建 ， 陆续向海军输送大

量的海军专 门人才 ， 推动 了人民海军的发展 。

海军学校在创建的最初几年里 ，
最大的 困

难就是缺少教员 。 以大连海军学校教员为例 ，

在原海军军官 中选调的 占 ２６ ．７％ ， 从参军人校

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挑选的占 １ ３ ． ３％
，
从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 、 湖南大学聘请的 占 ３ ３ ． ３％
， 从大连

大学和大连船厂聘请的 占 ２０％
， 苏联专家亲 自

［ １］ 参见 《海军综述大事记 》 ， 第 ４８ 页 。

［ ２ ］ 《刘道生回忆录 》
，
第 Ｋ ７９ 页 。

［ ３ ］ 《 海军综述大事记 》
，
第 ５０ 页 。

［ ４ ］ 吴西 ： 《老骥忆烽烟 》
，
广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 ８８ 年版

，

第 ２５ ８ 页 。

授课 占 ６． ７％ 。

［ ５
］

原海军官兵大多有过海军学校

学习经历 ， 有的甚至出 国 留学过 ， 经过政治教育 ，

提高了政治觉悟 ， 积极要求参与海校建设 。 为

充实海校力量 ，
部分原海军官兵被分配到各教

研室当教员 。 苏联海军顾问多数也被分配到教

学岗位 。 即便如此 ， 教员
“

仍如杯水车薪
” ［ ６

］

。

为 了补充教员 不足 ， 大连海军学校政委李东野

到 清华大学 、 北京大学等院校物色教员 。 当 时

人们对部队学校还不了 解 ， 动员大学教师 自 愿

到军校任教比较困难 。 李东野从唐山交通大学 、

北京大学招聘到郭 日 修 、 郭沂 曾等人 ， 动员 了

从美国 回 国 的俞懋旦等人 ，
还通过清华大学教

务长钱伟长联系 了 强 明伦 、 慈云桂 、 李安宇等

五六位教授 、 讲师 、 助教来校任教 。

［ ７
］

同时 ，

萧劲光
“

通过湖南军区 ， 从湖南大学招聘了 光

学博士曹懋修 、 数学教授余潜修等多名 高级知

识分子来校任教
” ［

８
］

。 大连市政府也给予 了大

力 支持 ， 从大连大学和大连造船厂抽调十几位

教授和工程师担任海校兼职教员 。 这种聘请地

方高级知识分子到军校任教的做法 ，

“

在 当 时

堪称创举
”［ ９ ］

， 为其他兵种办校提供了经验。

人民海军初创时期任务艰巨 ，
工作繁重 ，

缺乏可依靠的物质条件和经验准备 ，

一切 都是

白手起家 ， 处处面临困难 。 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 ，

但在各方支持下 ，
人 民海军学校建设取得了 显

著成绩 ，

“

教学人员培养在数量上与质量上都

提高了
”

，

“

编译了相 当充分统
一

的教材
”

，

“

教

学设备逐渐充实 了
”

，

“

学员 们学习 的成绩是

优秀的
”

。

［ １° ］

经过几年的努力 ， 海军学校为海

军建设输送了大批人才 ， 并为以 后 的海军学校

建设奠定了基础 。

［ １ １ １

［
５ ］ 参见 《 当代中 国海军 》 ， 第 ８４ 页 。

［ ６ ］ 《刘华清回忆录 》 ， 解放军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２５ ３页 。

［ ７ ］ 参见 《海军回忆史料 》 ， 第 １ ５８
－

１ ５９ 页 。

［ ８ ］ 《萧劲光回忆录 》 ， 第 ２２０ 页 。

［ ９ ］ 《刘华清军事文选 》下卷 ， 解放军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 ，

第 １ ７２ 页 。

［ １０ ］ 《 肖劲光军事文选 》
，
第 ２７９

－

２８０ 页 。

［ １ １ ］ 大连海军学校后来发展为大连舰艇学院和海军工

程学院
，
海军炮兵学校与海军航空学校后来合并为海军

航空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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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语

１ ９ ４９ 年 ４ 月 ， 华东军区海军建立 ， 拉开 了

人民海军建设的帷幕 。

“

这支年青 的人 民海军

的 出 现
，
在中 国海军历史上划开了

一条截然 的

界限
”

， 是 以往任何海军
“

根本不能拿来相 比

的
”

。

［
１

］ 人民海军从诞生就担负着保卫海疆的

光荣任务 ， 在人民海军诞生后的三年时间里 ，

坚持
“

到斗争 中去增强 自 己 ， 在狂风暴雨 中锻

炼 自 己
”［

２
］

，

“

在海上作战近五十 次
”［ ３ ］

，

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 。 频繁 的战斗
“

固然给

建设增加 了一些困难 ， 但对于海军的成长壮大 ，

却 又是
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 ［ ４ ］

。 海军对

敌斗争的过程 ，
实际上也是不断成长的过程 。

在 战斗 中锻炼成长 ， 是人民海军创建时 的一个

特点 ，
也是一个优点 。

值得
一

提的是 ， 在人民海军的创建过程中 ，

苏联的援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 １ ９４９ 年 ６－８ 月 ，

刘 少奇秘密访苏 。 在会谈中 ， 双方就海军援华

达 成了 初步共识。 人民海军建军之初 ， 苏联主

要是援助舰艇装备和派遣海军顾问 。 当时 ， 国

民党海军不断侵扰 、 袭击大陆沿海地区 。 为加

强 防卫 ，
１ ９５ ０ 年 ４ 月 ，

周恩来致电 苏联部长会

议副主席布尔加宁 ，

“

提出一批急需 的海军舰艇 、

飞机和海岸炮的订单
” ［

５
］

， 苏联很快同意援助

中 国 ６ 艘鱼雷快艇 ， 并于 ８ 月 运抵青 岛 。 １ ９ ５ １

年 ５ 月
， 苏联又向 中 国交付 ３０ 艘鱼雷快艇 。 除

了对华援助海军装备外 ， 苏联还派遣 了海军顾

问 。 １ ９４９ 年 ９ 月 １ ９ 日 ，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中

［ １ ］ 《 肖劲光军事文选 》
，
第 ２５ ７页 。

［ ２ ］ 《周恩来政论选 》 下册 ，
人民 日 报出版社 １ ９９８ 年版 ，

第 ６８５ 页 。

［ ３］ 《张爱萍军事文选 》 ， 第 ６３ ３
－

６３４ 页 。

［ ４ ］ 《萧劲光回忆录 》
， 第 ２６６ 页 。

［ ５ ］ 《 周恩来年谱 （ １ ９４９－ １９７６ ） 》 上卷 ， 中 央文献出

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 第 ３７ 页 。

方派遣海军
“

指挥人员 ５ 人 ， 教官 ７ ５ 人 ， 翻译

６ 人 ， 共计 ８ ６ 人
”［

６
］

， 实际来华 ８４ 人。 此后

苏联海军顾问陆续来华 ， 每年多则数百人 ， 少

则数十人 ，

“

对中 国人民海军的建设事业贡献

了可贵的力量
”［

７
］

。 同时 ， 中国海军也向苏联

派 出 留学生 ，
１ ９５ １ 和 １９ ５２ 年分别选派 了５３ 人

和 ６３人 ， 等等 。

［
８

］

新 中 国成立初期的海军建设是
“
一

个摆摊

子的阶段
”

，
经过几年的努力 ，

“

建设了学校 、

训练了一批干部 ，
组织 了战 斗力量的初型 ， 建

设了若干基地 ， 成立了建设海军的领导机构
”

，

为海军以后的发展
“

作了组织上 、 思想上 、 业

务技术上的准备
”

。

ｍ
今年是人民海军成立 ７０

周年 。 回望 ７ ０ 年的海军发展历程 ， 人民海军虽

在起步之际一穷二 白 ， 但经过 ７ ０ 年的奋进 ，
逐

渐从无到有 、 从小到大 、 从弱 到强 ， 发展为一

支能够捍卫祖 国海疆的强大海军 。 在不久的将

来 ， 人民 海军必将更进一步 ， 按照近海防御 、

远海护卫的要求 ，
逐步实现近海防御 型向 近海

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 ， 构建合成 、 多能 、

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 。

（ 本文 系 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

地重 大项 目
“

中 苏 同 盟与 １ ９ ５ ０ 年代 中 国社会
”

的阶段性成果 ， 项 目 编号为 １ ４ Ｊ ＪＤ ７ ７ ０ ０ ３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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