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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into the Motivation of PLA Ｒeform during 1950s

20 世纪 50 年代人民解放军改革动因探析

★ 颜 慧

摘要: 20 世纪 50 年代我军之所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动力在于国家安全环境的逐步

改善，国家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我军使命任务向巩固政权、保卫政权转变，党对军队建设

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化，以及苏联对我军的帮助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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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为什么在国家百废待兴之际军队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这是研究这一时期军队

改革首先遇到和必须回答的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时期的国际国内环境、战争发展等因素都迫切

要求我军来一场深刻的变革。实践表明，大改好于小改，早改好于晚改。

一、国家安全环境的逐步改善

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使得整个国际战略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 一是缓和远东和国际紧张局势有了可能; 另一个是我国国际地位得到巨大提升，成为国际社

会无法忽视的新兴力量。
当时，整个国际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已经持续 8 年之久的国际紧张局势出现某些缓和迹象。

1953 年 9 月 28 日，苏联向美、英、法三国提议，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1954 年 1 月，苏、
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在柏林举行，会议决定 4 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

国际会议，并打算邀请中国参加会议。1 月 9 日，周恩来针对此事发表声明: “将会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

局势及保障国际的和平与安全。”①

整个亚洲局势也在发生重要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

涌，印度、缅甸、印尼、锡兰、巴基斯坦等民族独立国家陆续成立。这些国家对发展民族经济、消除殖

民统治在国际关系上造成的不平等有强烈需求，这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20 世纪 50 年代

中期，国际环境和中国周边环境的改善，为我军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

二、国家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

国家建设重点的调整，是中共中央基于当时国内三个条件的基本实现而决策的。一是抗美援朝战争

结束后，意味着新的战争危险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二是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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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民经济经过三年的努力已全面完成恢复。至此，国内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周

恩来指出: 我们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已经解决了能不能胜利的问题; 三年来的经验证明，能不能恢复经

济的问题亦已解决。目前，我们要解决的是能不能在政治上巩固我们已取得的胜利。”①

随后，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在 1953 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要在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强调，这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否则就会犯错误。②

刚成立的新中国，经济建设还没有走上正常轨道，“重工业还没有上路”③，更谈不上国防工业了。
毛泽东感叹: 我们现在只能造桌椅、茶碗茶壶，能种粮食造纸，但无法造出汽车、飞机、坦克、拖拉

机。④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 156 项建设项目为中

心的工业建设，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同时加强国防科技工业建设。
这一时期国家工作的重点是“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⑤， “养很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

的”⑥。在 1956 年 4 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列为社会主义建

设的十大关系之一，提出要降低军费开支，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好了，国防建设才

能有更大进步”。⑦ 毛泽东认为“有了现代化工业，现代国防工业就好办了。”⑧

三、我军使命任务向巩固政权、保卫政权转变

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主要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人民军队是进行武装斗争的首要条件。新中国成立

后，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由夺取政权转向经济建设。当时，新中国仍受到

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国内的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

切。”⑨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仍沿用了战争时期的做法，各个战略区 “各自为政”，全国统一只是在党

中央的战略意图下的战略统一，“许多方面是不统一的，整个来说好像一个联合国。”瑏瑠 更为重要的是，

在人民军队 550 万的庞大数量中，“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及特种部队”瑏瑡，这与其所担负的使命任务还存

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我们现在的工业、农业、文化、军事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

就来欺负我们。”瑏瑢

巩固政权、保卫革命和建设成果，必须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毛泽东强调: 我们是一个大国，要有

强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 “应当搞出些名堂来，使国家像个样子。”我军的改革和建设必须有计划，

“以便有步骤地达到我们建设强大的近代化 ( 现代化) 的革命军队的目标。”瑏瑣 聂荣臻也提出，“现在全

国统一了，假使不统一，每一个问题，每一个步骤不一致，就影响了全局。”“现在全军上下已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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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觉再不统一，事情就很难办，工作不易开展，形势发展亦要求我们统一。”①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它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 无产阶级要夺取政

权，必须拥有自己坚强的武装力量; 在获得胜利后，还必须凭借武装力量保卫革命的成果，维持自己的

统治。从这一点上来看，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保卫、巩固政权，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都是至关重要

的。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我军开始了由低级建军阶段向高级建军阶段的历史性转变，也就是进入掌握

现代化技术的阶段，相应地军队必须加快推进改革，由战争状态转入到和平发展的轨道上来。

四、党对军队建设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化

我党我军领导人对军队建设规律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建国初期，毛泽东认为，在革命

战争年代，游击性是我军的长处，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法宝。但在革命胜利后，我军已经进入掌握现代

技术的阶段，也就意味着从初级阶段过渡到了高级阶段，必须改变装备简单劣质、编制随意、作战指挥

不集中统一等状况。② 1950 年，朱德就提出要有计划地进行征兵制度改革。③ 聂荣臻认为，“首先对编制

上的许多认识问题必须弄清楚，取得一致。要想一下子把编制搞得比较固定，或完全固定，或在相当时

期内不动是不现实的。”④

1952 年，毛泽东提出，要适应军队现代化装备，就必须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

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必须培养官兵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他认为，此时我军

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还仅仅是起步阶段，要进一步提高，就必须在院校教育中贯彻实施。⑤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科技革命加快了世界军事发展的步伐。美、苏先后于 1945 年、1949 年成功研

制出原子弹。现代化科技手段的发展和运用导致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机械化战争进入成熟

期。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对美军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以及高度机械化的地面部队有了深刻认识。当志

愿军对美军实现战役包围后，因为攻击火力弱难以全歼，只能 “零敲牛皮糖”，以一个师甚至一个军对

美军的一个营甚至一个连。后勤补给不能及时跟上，志愿军只能发动 “礼拜攻势”和 “月夜攻势”。要

打赢未来的机械化战争，必须向多兵种协同作战发展，向立体作战、全面作战、现代后方勤务转变。⑥

残酷的战争实践使我党认识到，与过去的战争相比，现代化战争无论在兵员兵种上，还是装备技术

上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没有平时的严格训练，在战时是毫无作为的。⑦

五、苏联对我军的帮助和支援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两国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这一期间，苏联对我军的技术、军队管理和

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援助，为我军完成从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的改革转型起到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也认为，苏联的援助对于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⑧

这一时期也是苏联向中国转让技术的黄金时期，不少填补了我国的空白，为我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也为这一时期的军队改革奠定了基础。根据 1951 年中苏两国政府签署的援助协定和第二个五

年计划苏联的援助项目，中国陆续从苏联引进轻武器与图纸资料，以及 7 种飞机、9 种航空发动机、5 种

战术导弹等制造技术。1953 年 6 月，中苏两国签订“六四协定” ( 全称为 《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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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 后，苏联再次向我提供了 81 艘战斗舰艇及飞机等技术装备。据

统计，1951—1960 年间，我国从苏联引进的武器生产技术资料，共达 650 项左右。①

多年后，赫鲁晓夫回忆说: “当时中国武器库中所有的现代化武器都是苏联制造的，要不就是根据

我们的工程师和研究机构向他们提供的样品和设计图纸仿造的。我们给了他们坦克、大炮、火箭、飞

机、海军武器和陆军武器。实际上，我们整个国防工业都是向他们敞开的。”② 赫鲁晓夫的话虽略有夸

大，但反映了基本事实。除了在武器装备和技术等方面为中国提供大力援助外，苏联还为中国提供了

5. 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将旅顺海军基地的苏军撤回并无偿将基地归还给中国。
自 1950 年以来，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成为我军一道特殊的风景线。据统计，仅 1954 年 10 月至 1958

年底，就有1. 1万名苏联军事方面的顾问和专家来华③，他们对我军的业务和技术进行全面的指导，既是

教员，又是具体的工作人员。苏军也频频邀请我军高级军事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在加强与苏联军方高层

接触的同时，也观摩包括原子弹实验在内的各种军事演习和实地考察。据统计，仅 1954—1957 年间，就

有 17 个中方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④ 此外，中国还派遣多批中级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到苏联留学，

学习苏军的正规化部队管理和先进的军事技术。仅 1956 年就派出 136 名学员到苏联的各种军事院校学

习。⑤这些帮助和支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为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大刀阔斧的改革提供了有

力支持。

［责任编辑: 刘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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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义勇军与东北抗联史料集成”项目在长白山启动

2018 年 9 月 28 日，“东北义勇军与东北抗联史料集成”项目启动仪式暨专家讨论会在吉林省长

白山保护开发区举行。该项目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中华书局和季我努学社共同发起，南京

大学张宪文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汤重南先生和大连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关捷教授担任项

目总主编和学术委员会主任。会上，来自抗战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出版机构代表，围绕史料征

集、编撰体例和史料成果传播等主题，进行了深度研讨。
该项目是一项立足于过去史料积累与发现的基础之上的巨型工程，其目的与意义不仅局限于进

一步接近与完善东北抗日历史真相，还在于用史实与证据批驳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

战争的无耻行径，彰显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卓越贡献。

( 胡一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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