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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与新中国军队
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起步

□李 文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抗美援朝的决策是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权衡利弊之后的自主行为。抗美援朝战争注定会

打乱中国国防和军事建设的既定安排，但从事后看来，1953 年之后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全面、系统地

快速推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的逐步明确，都是与战争带来的遗产分不开的，当然这些遗产是中国人民付出

了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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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解放战争和剿匪作
战很快趋于结束。为了适应任务和职能的历史性
转变，中共中央将建立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作为新
中国必须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提上议事日程。同时
进行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当
务之急就是要集中精力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
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但是，突如其来的朝鲜战争
使得周边的安全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新中国被
迫卷入了一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战争漩涡，人民
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起步的。本文拟系统回顾这一历史过程，以此纪
念人民军队入朝参战 70 周年。

一、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后的
中国参战决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
以北纬 38 度线为界，在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的博
弈下，逐步形成由分裂走向对抗的局面。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南北双方围绕国家统一问题爆发
大规模内战，美国随之采取武装干涉政策并对新
中国的国防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朝鲜内战爆发两天后，即 6 月 27 日，美国总
统杜鲁门公开发表声明要进行武装干涉。随后，
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拼凑起了一支以美军为
主共有 16 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分批运抵朝
鲜。同时派出海军第 7 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
阻挠中国完成国家统一。美国的这一行径激起中
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应。28 日，毛泽东和周恩
来分别发表讲话和声明，提出抗议和谴责。同时，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时局进行了慎重的分析，
重新考虑了国防部署、国防战略和军事斗争重点，
作出“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的重大决
策。［1］P43中央军委于 7 月 13 日发出《关于保卫东
北边防的决定》，调集部队北上进至中朝边境地
区，组成东北边防军。对军队的工作也作了重新
部署，决定解除军队的生产任务，全面转入军事整
训。调整了军事建设重点，由重点建设海军、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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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重点加强空军、炮兵( 含高射炮) 和装甲兵的
建设，迅速扩编空军和陆军技术兵种部队，加快现
代化建设步伐。为此，制订了一个军兵种三年建
设计划，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 8 月 26
日在一次国防会议上指出:“朝鲜进行长期战争的
基本条件是存在的。但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看
来这个任务势必落在我们肩上”［1］P45。

但是，中国的党和政府最终做出抗美援朝的
参战决定，经历了一个慎重、痛苦的决策过程。

本来，朝鲜内战爆发后，战场形势对北方有
利，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到 1950 年 8 月中旬已
经解放了朝鲜南部 90% 的地区和 92% 的人口。9
月 15 日，美军和南朝鲜军等 7 万余人在朝鲜西海
岸的仁川实施登陆，随即向汉城发动进攻，朝鲜人
民军腹背受敌，9 月下旬被迫转入战略退却，战争
形势发生逆转。9 月 29 日，美第 8 集团军指挥的
美军和南朝鲜军全线进抵三八线，并准备越过三
八线继续北进，占领全朝鲜。中国当即向美方发
出警告，表示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中国
不会不管，“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
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
之不理”［1］P66。何况，从 8 月 27 日开始，美军飞机
不断侵入中国东北边境领空进行轰炸扫射，已经
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领空和领土。

10 月 1 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副
书记、内阁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联合署名致函
毛泽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从当时中国和
苏联来往的电报来看，这也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
的意见。但是，是否直接出兵援助朝鲜，中国社会
各界也有不同意见，包括党内的分歧也很大，为
此，毛泽东于 10 月 4 日和 5 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
局扩大 会 议，经 反 复 权 衡 利 弊 作 出 参 战 决 定。
《毛泽东年谱 (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详细记
载了会议讨论经过和内容:
“10 月 4 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
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
利情况。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的
人，陈述的理由主要是: 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迫
切需要医治战争创伤; 建国才一年，经济十分困
难; 新解放区农村土改和城市民主改革还没有进
行; 国民党留下的众多土匪、特务、反革命分子没
有肃清，人民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 人民解放军武
器装备差和无制空、制海权，等等。他们的意见
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毛泽东说: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

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他最后宣布，明天继续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0 月 5 日 上午，让邓小平去北京饭店接彭

德怀到中南海，谈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对
彭德怀说: 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们确实存在
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 彭德
怀说: 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
策。毛泽东问: 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 彭德
怀 反 问: 中 央 不 是 已 决 定 派 林 彪 同 志 去 吗?
毛泽东谈了林彪的情况后说: 我们的意见，这担
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有这个准备吧? 彭德
怀表示: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说: 这我就放
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
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
你摆摆你的看法。”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
援朝问题。讨论中仍有两种意见。周恩来支持出
兵援朝的主张。彭德怀发言说: 出兵援朝是必要
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
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
以找到借口。毛泽东针对林彪提出的美军高度现
代化、还有原子弹等观点，说: 它有它的原子弹，我
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
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经过会上的充分讨论，
大家统一了认识，会议最后作出‘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战略决策。会议还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
军入朝作战，并决定派周恩来、林彪去苏联同斯大
林会谈。”［2］P204 － 205

10 月 8 日，毛泽东签署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
的命令，决定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美国政府完全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决定和力
量，根本没把中国政府的警告当回事，从 1950 年
10 月 7 日开始，派遣地面部队大举越过三八线，向
中朝边境发起进攻。10 月中旬，中央军委和彭德
怀制定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针和部署。10 月
18 日晚，毛泽东正式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赴朝
作战的命令。19 日，志愿军秘密渡过鸭绿江，开赴
朝鲜战场，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并于 25 日打响
了出国作战的第一次战役。

二、抗美援朝运动

志愿军在开赴朝鲜战场作战后的第二天，即
1950 年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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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宣传的指示，要求各地广泛、深入地进行抗美援
朝宣传教育。同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
美国侵略委员会( 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成
立，在国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随着从前线传来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喜讯，不
但扫除了一部分人的亲美、恐美思想，而且在全国
掀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工人、农民纷
纷报名参加志愿军，到处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子
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场景。成千上万的
铁路职工、汽车司机和农民，组织了运输队、担架
队，到朝鲜前线担任战地的各种运输与勤务工作。
医务工作者组织了大批医疗队，为中朝部队服务。
后方的人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中国人民志愿
军与朝鲜人民军作了强有力的支援。1951 年“五
一”前后，全国各地各界人民广泛举行了声势浩大
的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示威
游行。开展了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的运动，到 1951 年 5 月止，全国人民捐献了 126 万
多件慰问品，77 万多个慰问袋。开展了爱国增产节
约运动，以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增加生产，厉行节
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与此同时还
开展了全国规模的捐献武器运动，截至 1952 年 5
月，全国人民捐献了相当于 3710 架战斗机的价值的
钱款，即人民币近 55651 亿元①。运送了大批粮食
和物资，救济在美国侵略者蹂躏下的朝鲜人民。［3］

全国人民爱国主义的高涨，突出地表现在遍
及全国的订立与执行爱国公约的运动中。爱国公
约内容一般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爱国公约中
共同的内容，其中包括表达人们对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主席、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的热爱，对志愿
军抗美援朝行动的拥护，对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
的支持等; 另一部分内容就是结合本单位、本系统
的具体情况，从自身的政治水平和工作性质出发，
制订出较为可行的内容和措施。如许多劳动者在
订立爱国公约时提出，“祖国要什么，我们有什么，
前后方一致行动起来就能打败美国鬼子”等; 许多
学生在爱国公约上写着“学好本领，锻炼身体，随
时响应祖国号召”; 农民保证加紧生产，多打粮食，
支援前线; 医药界表示做好卫生工作，保证人民身
体健康; 宗教界保证与帝国主义断绝联系，订立了
革新宣言，协助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 工商界订立
公约的主要内容是拥护政府的政策法令，遵纪守
法，增产节约，踊跃纳税，买卖公平等。当捐献运
动蓬勃开展后，人民群众又纷纷修订爱国公约，包
括了增产节约、捐献武器、拥军优属等内容。以订

立爱国公约，捐献、增产、节约为主要内容的支援
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对于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
增加工农业生产、保持物价稳定、提高工作效率等
起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
民为朝鲜前线提供作战物资达 560 多万吨。巨大
的物力支持，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
的物质基础。［4］

这一时期，为防止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发动细
菌战，还广泛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广大群众充分
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城市和乡村清除垃圾
尘秽，清理杂草粪便，改修厕所，填平污水坑，疏浚
沟渠，并开展了灭蚊、灭蝇、捕鼠运动，使城乡卫生
环境焕然一新。

抗美援朝运动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英
勇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和稳固的后方，为最终实
现参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朝鲜停战的实现

在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进朝鲜境内后，
根据敌人放胆分兵冒进、长驱直入、兵力分散的情
况，放弃第一期防御作战设想，改取在运动中各个
歼敌的方针。1950 年 10 月 25 日，东线志愿军在
利洞、两水洞分别与南朝鲜军第一师、第六师遭遇
并将其大部歼灭，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仗，揭
开了第一次战役的序幕。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战纪念日。至
11 月 5 日，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毙、伤、俘敌 1． 5
万余人，志愿军自身伤亡 1 万余人，将美军率领的
“联合国军”从鸭绿江打回到青川江一线以南，粉
碎了敌人于感恩节前占领全部朝鲜的计划，初步
稳定了朝鲜战局。此后，又分别于 1950 年 11 月 6
日至 12 月 24 日、1950 年 12 月 31 日至 1951 年 1
月 8 日、1951 年 1 月 25 日至 4 月 21 日和 1951 年
4 月 22 日至 6 月 10 日进行了第二次至第五次战
役，志愿军与人民军一起共歼敌 23． 3 万余人，自
身减员 18． 9 万余人。［5］P199 － 208

经过连续五次战役，美国政府意识到，要打到
鸭绿江边迅速结束朝鲜战争已经毫无希望，于是
试图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自此战争进入边打边
谈、打打谈谈的相持阶段。我军贯彻“持久作战，
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毛泽东提出的“零敲牛皮
糖”的战术指示，积极进行战术反击作战，为停战
谈判创造有利条件。这期间也发生了几次规模较

①人民币旧币，10000 元旧币等于 1 元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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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战事，如 1951 年夏秋季防御作战、1951 年 8
月至 1952 年 6 月的反“绞杀战”、1952 年秋季战术
反击作战、1952 年 10 月 14 日至 11 月 25 日著名
的上甘岭战役和 1952 年 12 月下旬至 1953 年 4 月
底的反登陆作战准备等。为迫使美军签订停战协
定，从 1953 年 5 月 13 日开始，志愿军发起夏季反
击战役，共歼敌 7． 8 万余人，收复土地 192． 6 平方
公里，自身减员 3． 3 万余人。［5］P219此次作战有力配
合了停战谈判，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也对停战
后维护朝鲜局势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时间上午 10 时，交战
双方谈判代表在板门店举行停战签字仪式，至此，
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在这场
战争中，志愿军毙、伤、俘“联合国军”71 万余人。
美军消耗各种作战物资 7300 余万吨，战争经费达
400 亿美元。志愿军自身作战减员 36． 6 万余人
( 另有非作战死亡 2． 5 万余人) ，消耗各种作战物
资 560 万吨，战争经费 62． 5 亿元人民币。［6］P461

1953 年 9 月 12 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对抗美援朝战
争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抗美援朝战争的
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第一，和朝
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巩固
了东北边防。“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
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
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
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
的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 推迟了帝国主
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7］P175

在同一个会议上，彭德怀对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
做了总结报告，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力量的泉源
及其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斗
争的正义性”。“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不过是和
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开端。当前的任务是巩固朝鲜
停战，保证严格遵守停战条款以严防侵略战争的
再起，促成政治会议的顺利召开，以进一步谋求朝
鲜问题的和平解决。”［8］P333、338

四、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的起步

( 一) “边打边稳边建”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多次告诫决策

部门战争要从最坏处着想，要有长期拖下去的准
备。周恩来也认为，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
国防力量，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建设结合起
来，边打边建设。后来，中共中央进一步将其概括
为“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这当中，“稳”就是
要有稳固的后方基础，这方面的任务也很繁重，包
括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土地改革、镇压反革
命和剿匪等等。就军事而言，主要是“边打边建”，
一是要保证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同时，人民解放
军按国防军建设要求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二
是要为保证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需要，在国内突
击组建和扩建空军部队和有关技术兵种部队，并
为志愿军改善武器装备，使志愿军的现代作战能
力不断得到提高。

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从新中国成立一开始就
是国防力量建设的重点。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基
本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任务发生了历史
性的转变，由夺取全国政权转变为巩固人民民主
专政，保卫祖国安全和国家建设。由此，人民解放
军的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首先是按照
《共同纲领》的规定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
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
恩来、彭德怀、程潜，委员贺龙、刘伯承、陈毅、林
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 22 人。充实和调整
了军委总部领导机构，军委下面设总参谋部、总政
治部和总后方勤务部，后又增设总干部管理部。
应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国防战略的需
要，撤销了野战军和兵团机构，建立了单一的军区
领导体制，全国共分为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华
北、东北 6 个一级战区，分别由彭德怀、贺龙、林
彪、陈毅、聂荣臻、高岗担任司令员。按照 1950 年
5 月全军参谋会议的部署，对军队进行整编复员，
计划将全军总员额由 550 万人压缩到 400 万人，
全军统一编制体制，并对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的
原国民党部队完成教育改造。组建海军、空军和
加强诸兵种建设是国防军建设的首要任务。1950
年 4 月 1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正式
成立①，萧劲光任司令员。1949 年 11 月 11 日，中
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
随后还组建了公安部队和防空部队，分别由罗瑞
卿、周士第任司令员。兵种方面，建立并组建起了
炮兵、装甲兵、工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兵等多
兵种的领导机构及其部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在苏联政府提供空军装备援助的基础上，中央军

①原华东军区海军组建日 1949 年 4 月 23 日被定为海军成立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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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加速了空军建设。到 1953 年停战时，空军部队
已由 1950 年 8 月的 1 个混成旅共 4 个团 110 余架
飞机，发展到 27 个航空兵师共 62 个团，1953 年底
发展到 28 个师 70 个团，拥有各型飞机 3000 余
架。［5］P236各陆军技术兵种也在作战中走向成熟，比
如炮兵部队、高射炮兵部队、装甲兵部队、工兵部
队、铁道兵部队等。根据中央军委做出的建设正
规军事院校的决定，以培养合成军队高级指挥员
和高级参谋人员为宗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
院于 1951 年 1 月 15 日举行成立典礼，刘伯承任院
长。随后组建了多所军兵种院校。加强了部队正
规军事训练，尤其是加强了部队政治建设，着力克
服了和平麻痹思想和战斗意志涣散的问题。组织
实施统一的后勤供应，有效保证了军队作战和建
设的需要，为形成集中统一的后勤体制打下了良
好基础。

由于得到苏联的援助，加上国内各界的捐献，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陆军部队陆续改装了苏
式武器装备，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起到了巨大的
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还很有远见地采取了轮番
作战和轮换作战的方针，全面锻炼了部队、高级指
挥机关和高级指挥员，使人民军队积累了现代战
争的重要经验。抗美援朝战争也使人民解放军的
作战观念发生了许多重要转变，主要是: 由单一步
兵作战向现代多军兵种联合协同作战的转变; 由
单纯地面作战向现代立体作战的转变; 由主要实
行运动战向既注重运动战又注重阵地战的转变;
由单纯前方作战向现代前后方全面作战的转变;
后勤保障由“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向组织现
代后勤保障的转变; 等等。这些对于人民解放军
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 二) 抗美援朝战争后国防军正规化、
现代化建设的初步展开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
设，毛泽东在 1952 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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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须加强在整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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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建
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
的条件之一。”［7］P39 这一论述统一了全军的思想，
有力地指导了此后的军队正规化建设。

从 1950 年 10 月到 1953 年 7 月，抗美援朝一
时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军费开支浩大，最多
的年份 1951 年财政总支出的近三分之一直接用
于朝鲜战场。同时，军队整编复员的工作被迫中
断，1951 年 底 军 队 员 额 反 而 增 加 到 627 万 人。
1951 年年中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朝鲜战局趋于稳
定，10 月中共中央复又提出“精兵简政，增产节
约”的方针。12 月 1 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实
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
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对军队整编的原则、整编的
任务、整编后军队的分类、转业人员的类型及安置
等作了明确规定。1952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批准
施行中央军委制订的军事整编计划。到 1952 年
10 月底，共精简 19 个军、73 个师，近 200 万人。整
编中撤销了野战军和绝大部分兵团一级领导机
构。整编后军、师归各军区直接指挥，军以下部队
实行统一编组。全国还统一成立省军区、军分区
和县( 市) 人民武装部，领导地方武装工作。通过
这次精简整编，大大压缩了步兵人数和机关员额，
陆军的兵种结构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步兵的人数
减至 168 万，占陆军部队总额的 84． 65%，特种兵
部队的编制人数增至 30 余万，占 15． 35%。［9］P288

1953 年 8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军事系统( 包
括公安部队) 应再整顿组织、精简机构的冗员、提
高部队质量的紧急指示。随后，全军再次进行精
简整编。截至 1953 年 9 月底，全军部队人数减到
420 万左右。在此次整编尚未结束之际，1953 年
12 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决定把全
军简编为 350 万人，在体制上重新设立中央军事
委员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并形成八总部
( 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
财务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
领导体制，同时还将 6 大军区改划为 12 大军区
( 即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
都、兰州、内蒙古、新疆、西藏军区) ①，将军区体制
由四级改为三级 ( 即军区、省军区、军分区) 。到
1954 年年底基本完成简编计划。通过整编，全军
基本上做到了人员统一编制、武器统一定型，人民

①1956 年 4 月 22 日，国务院决定将原属南京军区建制的福建、江西两省军区划出，另行组建福州军区，直属国防部建

制、领导。由此原 12 军区增至 13 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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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基本上实现了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化
的转变。［10］

推进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首先要
解决思想武装、理论武装的问题。1950 年和 1951
年，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粟裕、萧华
等军事工作的领导人纷纷撰文总结人民军队的成
长历程，号召全军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军队
改革和建设的实践。1952 年，毛泽东、朱德、彭德
怀提出学习苏联的军队、苏联的军事科学和苏联
的先进经验，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与此同时，面
向各级军事指挥员的军事理论学习也受到高度重
视，强调学习军事理论必须与实际结合。当时，解
放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战士中初小以
下文化程度的占 80%，干部中高小以下文化程度
的占 68%，军队中文盲半文盲就占了 30%。有鉴
于此，1950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签署了中央军委
《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要求“全军
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
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
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
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
加文化学习”［11］P328。但原定从 1951 年 1 月开始
的有计划的系统文化教育，因抗美援朝战争推迟
了一年。1952 年全军训练以文化教育为主。除了
文化教育以外，军委也特别关注纪律教育，要求注
意纠正纪律松弛现象。1953 年 5 月，正式颁发修订
后的共同条令。随后颁发了警备条令、作战条令、
政治工作条例和后勤工作条例等一整套条令条例。

1953 年 12 月 7 日至 1954 年 1 月 26 日，在北
京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军委
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种、兵种和各直属院校的
主要领导共 123 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军委副主
席朱德致开幕词和闭幕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
副主席彭德怀代表中央军委作了《四年来的军事
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的
报告和会议总结; 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副总参谋长
张宗逊、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总干部部副部长赖
传珠分别就组织编制、军训工作、政治工作、干部
工作作了报告。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作了
重要发言。会议以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
线、总任务为指针，全面检查和总结新中国成立四
年的军事工作，研究解决若干重大问题，并对军队
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和部署。会议
明确规定把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以
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作为军队
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会议根据需要和可能，确
定国防现代化的第一步，即到 1957 年底，武装力

量除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提高质量外，在装备上，在
干部培养和技术兵员训练上，都要达到一个相应
的规模; 用 5 到 10 年时间，逐步达到武器装备现
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正规
化。会议解决了军队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问
题，明确了建设现代化军队应走的道路，明确了现
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
部队，明确了正规化是建设现代化军队不可缺少
的基本条件，明确了加强各级司令机关和后勤建
设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进一步明确了
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根
本保证，以及如何学习苏军问题。会议还讨论了
军队的组织编制，加强部队训练、加强党委的集体
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以及武器装备、实行义务
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有关军事建设的重大问
题。这次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立的
总方针、总任务，把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作为三
位一体的总目标提到了全军面前，这是中共中央
军委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军队建设的重大战略决
策，是和平时期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在理论和实
践上的一个伟大飞跃。这些建军方针、原则和制
度，不仅在当时适用，而且奠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和
平建设时期军队建设的理论基础。这次会议是人
民解放军建军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会议。这次会议
的召开，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完成了由革命战争向
和平时期建设的转变，是人民解放军建设由低级
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里程碑。

( 三) 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
实行义务兵役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题中应

有之义。新中国成立前，人民军队一直实行志愿
兵役制，即公民自愿参军并较长时间在部队服役
的制度。主要通过政治教育和动员，激发广大群
众的政治热情，积极响应号召，自觉自愿地参加人
民军队，不计报酬，长期服役。这一制度对保障人
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由起
义军成了国防军，推行义务兵役制成为可能。《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 23 条规定:“准
备在适当时机实行义务兵役制。”据此，1950 年成
立了军委人民武装部，准备将来执掌兵役。但由
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酝酿中的兵役制改革一度
停顿下来。直到全国解放战争基本结束，抗美援
朝战争形势日趋明朗，兵役制改革重新提上日程。
1952 年 8 月 4 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毛泽东和
中共中央提交了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方案报
告，提出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必须建
立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结束志愿兵役制，实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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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兵役制，势在必行。随后开始了相关法律研究
和起草工作。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讨论修
改，1955 年 7 月 30 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岁的男性公民，不分民族、种
族、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义
务依照本法的规定服兵役”。义务兵役制从 1956
年开始实行，到 1957 年人民军队基本上完成了由
志愿兵役制向义务兵役制的转变，除个别单位保
留了极少数的志愿兵役制士兵外，全军基本实行
了义务兵役制。兵役法规定的义务兵服役年限为
陆军 3 年，空军 4 年，海军 5 年。义务兵役制的实
行，使大批青年特别是有文化的青年应征入伍。
兵员文化程度的提高，适应了军队武器装备的更
新和军事训练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民军队正规
化、现代化建设。同时，由于义务兵的服役期限较
短，兵员的轮换周期加快，不仅为国家经济建设输
送了大量的人才，而且有效地提高了后备力量的
质量，从而有利于国家实现寓兵于民的国防发展
战略，以便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以发展经济。

人民军队自 1927 年建军之后长期实施供给
制，统一供给服装、棉被等生活用品，伙食按小灶、
中灶、大灶标准供应，适当发放少许货币津贴。新
中国成立后，积极探索工资制度改革，但由于国家
经济实力有限，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军队继续
维持供给制。1953 年开始讨论、研究薪金制，在该
年年底次年年初的全国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
议上，彭德怀在报告中指出: “我们已经有了统一
的国家政权，而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已经有可能
来保证军队的正常的和必要的军费供给，也有可
能负担因为实行薪金制而必须增加的财政开支”。
他说:“实行薪金制，这只是对于职业军人，也就是
对于军官来说的; 至于士兵，因为在实行义务兵役
制之后，当兵是人民的一种义务，且只限于在一定
的期间内服役，兵役期满后即行退伍，因此，对于
士兵来说，还是实行供给制，除保证其一定标准的
伙食、服装外，另发一些最必需的零用费。”他强
调:“对军官来说，实行薪金制，在目前也还只能是
低薪制，要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准的提高，才能逐渐提高薪金的标准。”［12］P484、485

1954 年 11 月，国防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
津贴暂行办法》，决定于 1955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
行薪金制。在全面学习苏联建军、治军经验的背
景下，薪金制的具体方案是结合苏联经验并根据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身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规定
暂“按军官的级别定薪，另加军龄补助金”，军官的
薪资待实施军衔制之后再由职务薪金、军衔薪金、

军龄补助金三部分构成。总体上，“军官的薪金应
略高于 政 府 机 关 和 企 业 部 门 的 工 作 人 员 的 薪
金”［13］。1956 年全国工资制度改革，军队的薪金
标准也相应作了调整。实施薪金制是 20 世纪 50
年代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是直接解决了军官的现
实生活困难，调动了他们投身国防和军队建设的
积极性; 二是推动了军队后勤制度改革，提高了军
队后勤正规化建设水平; 三是适应了 50 年代国家
工资制度改革的时代背景，促进了经济社会建设
与国防军队建设关系的协调; 四是巩固了人民军
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密切了人民军
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14］

实行军衔制，同样是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
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解
放军实行军衔制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
给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初步基础，1952 年正式建立
军队干部等级制度，从军委主席到副排级共计 9
等 21 级。1953 年 1 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实施军
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后又决定将评衔工作延
迟到军队组织编制确定、兵役法颁布实行后再实
施。1955 年 1 月 23 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
军衔工作的指示》。2 月 8 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
例》，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形式予以发布。
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以后，军官军衔分为 4
等 14 级: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元帅; 大将、
上将、中将、少将; 大校、上校、中校、少校; 大尉、上
尉、中尉、少尉，后来又增加了准尉军衔。9 月 27
日，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在北京中南海怀仁
堂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朱德、彭德怀、林
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
叶剑英等十元帅授衔。同日，国务院举行授予将
官军衔和勋章典礼，周恩来总理为将官授衔。人
民解放军首次授衔，共授予元帅 10 名、大将 10 名、
上将 55 名、中将 175 名、少将 800 名、校级军官 3． 2
万名，尉官 49． 8 万名、准尉 11． 3 万名。到 1965 年
取消军衔制时止，共授予上将 57 名、中将 177 名、少
将 1360 名。军衔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军
衔制以军官的职务、贡献、才能等综合因素作为评
定和晋升军衔的标准，对于增强军人责任心和荣誉
感、提高军官素质，加强军队的指挥、管理、保障和协
同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是推进人民军队正
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步骤。

( 四) 明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加紧占领南朝鲜，武装

日本，控制台湾，进驻菲律宾，在中国东部构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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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新月形包围圈，对中国国防构成了严重威胁。
1954 年底，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
约》，公然将台湾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台湾
成为美国从外围包围中国大陆的重要一环，被美
国视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面对这种形势，
毛泽东一 再 提 醒“天 下 虽 安，忘 战 必 危”。他 在
1955 年 3 月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语重心长地指
出:“我们应该了解: 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
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
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
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
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
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7］P265 1956 年 1 月，他
在会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指出:“世界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维持和平，南斯拉夫与我
国要做和平工作，一面加强自己，一面争取人家。
我们认为保持十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但我们不
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我们必须把第一条 ( 即
“是它要打的一条”———引者注) 考虑进去，这样不
吃亏。要准备突然事变，但我们决不先打第一枪。
我们尽一切力量争取和平。”［7］P295根据毛泽东的这
几次谈话的精神，中央军委开始酝酿更加明确的
军事战略方针问题。

以往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人民军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积极防御战略思
想，坚持战略上防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的统一，坚
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的原则，坚持“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新中国的军事
战略方针同样是从这样的思想出发的。1955 年 4
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的
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15］P536同年 5
月，国防部长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华沙条约
组织国会议。他在同苏联领导人会谈时申明，中
国不苟同苏联奉行的“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而
是坚持积极防御、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

1956 年 3 月 6 日至 15 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在会议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在将来帝国主义对
我国直接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我军在战争
初期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我们
绝不应当首先打出去。彭德怀在会上作了《关于
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
报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战略方针问题，主
要讲了以下几点: 第一，争取持久和平，随时准备
应付突然事变; 第二，战略方针问题的提出; 第三，
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第四，关于阵地战结合运动
战问题; 第五，关于作战指导上的几个主要问题。
第二部分关于国防建设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几点:

第一，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 第二，动员准备工作;
第三，建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报告谈到战略方
针时指出: 我们是采取消极防御，还是积极防御
呢? 这个问题很明显，我们是不应当采取消极防
御的。因为消极防御在战争爆发之前，既不从积
极方面设法制止战争的爆发或推迟战争的爆发，
而在战争爆发之后，在战役和战术上又不采取积
极的行动去打破敌人的进攻，只是企图用单纯防
御的方法来阻挡敌人的进攻，其结果则只有到处
招架、到处挨打，使自己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这
种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们是不能采取的。我
们应当采取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积极防御
的方针，应该是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
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
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
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军要能够
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
人的进攻。因此，平时我军就必须在沿海重要地
区构筑坚固的工事，并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为
了随时应付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国家的基本工
业建设就不要过于集中，国土防空工作就要有重
点、有计划地建立，对于防原子武器、氢武器以及
其他新式武器的教育，不仅要在军队中积极进行，
而且也要在学校、工厂和城市居民中逐步进行。
同时还要加强我们的侦察手段，争取能够预先发
现敌人发动战争和使用大规模杀人武器的征象，
以便减少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所加于我们的各种
破坏和损失，并保证处在第一线的部队能够适时
地进入战斗，掩护全国由平时迅速转入战时状态。
要在战略部署上掌握强大的机动部队，以便在战
争一旦发生之后，能够在战役和战术上适时地组
织积极的反攻和进攻，配合守备部队消耗和消灭
敌人，完成战略防御的任务。我军战争的历史证
明: 凡是我军在战争爆发以前作了充分准备的时
候，在战役和战术上采取了坚决的反攻和进攻的
时候，战略防御的任务就能很好地完成，反之，就
遭受到失败。在今后的卫国战争中也不能例外。
只有采取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防御方针，才能够
在战争的初期将敌人的进攻阻止在预定设防的地
区，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
迫使敌人同我军进行持久作战，以便逐渐剥夺敌
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转入战略上的
主动，也就是由战略的防御转入战略的进攻。这
就是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内容。彭德怀
的 这 个 报 告 事 先 报 请 毛泽东 审 阅 并 获 批
准。［7］P303 － 304

1957 年 7 月 1 日，彭德怀在国防会议上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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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于军事建设问题报告》，进一步对积极防御
的战略方针作了系统阐述。概括起来讲，就是: 在
战争爆发之前，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
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
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我国绝不以任何借口主动
发起进攻。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中国发动
侵略战争的时候，人民解放军要能够立即给予有

力的回击，在战争初期将敌人阻止在预定设防地
区，把战线稳定下来，掩护全国由平时转入战时状
态，然后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此后，积
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成为指导国家军事斗争全局的
根本战略思想，国防工程和国防工业建设的基础
都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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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r to Ｒesist U． 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and the Starting of
Norm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New China’s Armed Forces

LI Wen
(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 The decision to resi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aid Korea was an independent act of the new China’s par-
ty and state leaders after weighing the pros and cons repeatedly． The war to resist U． 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was bound to disturb China’s established arrange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construction． Looking
backward，however，the comprehensively，systematically and rapidly proceeding of the normalization and modern-
ization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after 1953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legacy of the war． Of course，
Chinese people paid a huge cost for this legacy，which is worthy of being remembered forever．
Key words: resist U． 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decision to attend the war; national defense force; normaliza-
tion; modernization; strategic gui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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