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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关于联合作战指挥的组织体系、机构设置、职能划分、

关系确定，以及相应的法规制度的统称 [1]，是整个军队作战指挥体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体系对抗、信息主导、多军种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常态，建立健全联合作战

指挥体制是打赢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军

队组织形态现代化。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反作用于结构。没有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

就没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现代战争需要高效指挥体制，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

能力建设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大力加强现代化正

规化革命化建设，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20 世纪 80 年代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探索建设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对合同作战指挥体制进行改革调

整和裁军整编。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现已建立起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机制，初步具

备了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经过多年持续不断地建设，我国联合作战的理论与实践

取得了长足发展。随着解放军联合作战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联的壁垒已经打破，

战的效能正在凸显。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建

设历程积累的经验，能够为继续全面深入推进一体化联合作战，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强军之路提供诸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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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初期解放军
通过体制编制改革加强  

军兵种合同作战能力建设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裁军与

体制编制改革，是党中央、中央

军委根据国际形势变化的新情况

和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战略背

景下对解放军进行的一次精简整

编。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

军曾经发展到 550 万人 [1]。经过

1950 年、1952 年、1953 年、1957
年的四次大裁军，到 1958 年底，

人民解放军总定额已降到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最低点，约为 1949 年

的 56%。陆军编制人数仅为新中

国成立时的三分之一，约占全军

总定额的 54.6%[2]。此后，由于国

际形势变化，国家政治经济中心

发生转移，“备战、备荒、为人

民”成为指导全党全军工作的重

要方针 [3]。军队总员额又一度增

加到 1970 年代的 610 多万人左右
[4]，出现了机构臃肿、比例失调、

冗员过多、人浮于事的严重问题，

新的调整和整顿势在必行。

与军队臃肿相伴的是，部队

军事训练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装

备还达不到半机械化的水平。中

国人民解放军李来柱上将回忆道：

“伴随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当

军队重新把军事作为自己‘主业’

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战术、技

术以至作战思想已经远远落后于

时代。在世界军事发展突飞猛进

的情况下，我们教学的内容仍然

停留在投弹、刺杀、土工作业等

单一步兵技术上；在世界军队广

泛推行合同作战的时候，我们的

战役战术思想仍然停留在独立作

战、互不协同上；在世界军事教

学形式日新月异的形势下，我们

的教学方法依然停留在你教我学、

满堂灌输的老路上”[5]。对此，

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指出：“我

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

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

也不够。”[6] 对于部队在作战指

挥上存在的问题，邓小平于 1980
年就提出要搞合成军的作战训练，

要求诸兵种锻炼协同作战能力以

提高实战水平 [7]。1981 年，解放

军遂开展第一次适应现代化战争

要求的诸兵种合成演习。

要想“消肿”，就必须进行

部队体制编制改革。1980 年、

1982 年，中央军委进行了两次大

裁军，部分野战军步兵师改为简

编师，撤销了省军区独立师 [8]。

同时，撤销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和

基建工程兵，所属部队按系统对

口集体转业到国务院有关部委和

所在省、市、自治区 [9]。经过两

次裁军，与 1980 年相比，战斗部

队在全军总定额中的比例提高，

机关和勤务分队的比例下降，部

分军兵种已经开展合同战术训练。
[10] 为了进一步精兵整编，进行体

制编制改革，1985 年 5 月 23 日

至 6 月 6 日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

大会议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减

少员额 100 万”。这次军改的着

眼点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体制编制

问题。一是在组织机构上大规模

裁撤减编。经过裁减，中央军委

所属总部机关人员精简近一半，

11 大军区精简合并成 7 个，全军

减少军级以上单位 30 多个，师团

单位 4054 个。二是适应现代化战

争的特点，部队进行合成整编，

联合作战。改革完成后，人民解

放军从体制上解决了陆军兵种的

合成问题。陆军部队改编成诸兵

种合成的集团军，陆军的专业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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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数量第一次超过步兵，炮兵成

为陆军中的第一兵种，装甲兵成

为陆军的主要突击力量。集团军

的火力、突击力、机动力、防护

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均有较大提高，

整体作战能力空前增强。[1] 机械

化条件下的陆军合同作战理论也

得以深入发展。[2] 这轮精简整编

以“消肿”为突破口，“瘦身”

和“强体”相结合，解决了一些

多年来未能解决的问题。到 1987
年解放军精简后的军队总定额为

300 万人，解放军在精兵、装备、

合成和效能上达到一个新水平 [3]，

为之后解放军的联合作战指挥体

制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二、“高技术条件下局部
战争”的联合作战构想  

及其实践

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大

裁军与体制编制改革的同时，人

类新的军事革命也在酝酿，美国

等国家的军队改革已经自发展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信息科技

为核心的高新技术成果广泛应用

于军事领域，引发了世界范围的

新军事变革浪潮。信息能力已成

为战斗力生成的主导要素。在作

战的组织形态上，以信息化为基

础的诸军种联合作战已经成了未

来战争发展的基本样态。二十世

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越南战争、

第四次中东战争、马岛海战等局

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预示着未来

世界军事和战争的发展方向，新

军事变革初露端倪。1991 年的海

湾战争是一场划时代的战争，向

世界展示了高技术条件下诸兵种

联合作战的雏形，与高技术局部

战争相适应的联合作战理论开始

迅速发展。联合作战理论的变革，

实质上是要实现机械化军事组织

形态向信息化军事组织形态的整

体转型。体系对抗、信息主导、

多军种联合、精确打击与快速夺

控等新的作战样式和作战方式给

人以深深的震撼。

解放军面对世界范围内新军

事革命的浪潮和中国面临的新的

战略安全环境，在推进中国特色

军事变革的进程中，相对落后的

武器装备、相对分散的领导结构

和相对滞后的作战理论，已成为

关系全局、影响全局的“瓶颈”。

进入 90 年代后，随着我国改革开

放进程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立，综合国力的不断增

强，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不断加

深，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又面临精简整编后人民军队开展诸军兵种协同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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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新的转换——由过去的传统领

土安全转向更加突出发展安全，

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更加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应对世界新军事变

革挑战，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

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就要求

部队“把重点放在结构调整和指

挥体制改革上，增强部队联合作

战、机动作战和执行多种任务的

能力”[1]。新时期以来，解放军

大力“消肿”，精简了部队和机关，

比较好地解决了军队中“肿”的

问题。解放军在精简军队员额的

基础上，更加注重部队的合成与

高效。1996 年 1 月，中央军委下

发《“九五”期间军队组织编制

建设计划》，提出继续压缩规模，

精简机构，为实现“精兵、合成、

高效”创造条件。为解决武器装

备建设中存在着多头、分散、分

段的现象，中央军委于 1998 年 4
月组建总装备部，建立了新的武

器装备管理体系。[2] 同时，调整

后勤保障体制，着手建立三军一

体的联勤保障体系。[3]

199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

联合战役纲要》颁发施行，明确

了联合作战组织实施的基本问题，

强调作战性质和任务、作战原则、

作战指挥、力量运用等，表明解

放军对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

作战特点和规律已有相当深入的

认识。[4]2003 年 9 月，党中央决

定在 2005 年前再裁减军队员额 20
万，军队总规模保持在 230 万人。
[5]在解放军体制编制调整的同时，

这一时期，解放军已经开始高度

重视部队信息化建设，包括太空

和电磁等领域。相继成立了核工

业、航天、航空、船舶和兵器等

军工集团公司。一批联合作战理

论成果得以显现，军队院校也着

力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实战

化的战区战役级联合作战演训不

断开展。“整体作战，重点打击，

保持战略主动权”成为战役级联

合作战方针 [6]。通过这次精简整

编，解放军理顺了关系，优化了

结构，深化了对联合作战相关概

念的认识。“高技术条件下局部

战争”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建设

取得重要成效。

2000 年 10 月，解放军组织“砺剑一 2000”全军科技练兵成果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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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化条件下局部
战争”的联合作战构想  

及其实践

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我国

武器装备研制能力大幅提升，体

系结构明显改善，联合作战指挥

体制建设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2002 年，中央军委已经认识到“联

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主要作战形

式。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联合作

战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未来将

发展成为各军兵种部队一体化的

联合作战”[1]。2004 年，为强化

各军兵种在军队力量结构中的重

要作用，在战略指挥层次上推进

联合作战，中央军委还作出了海

军、空军、二炮部队司令员参与

中央军委班子工作的重大决定 [2]。

但是，与发达国家联合作战指挥

的实战化能力相比，此时，人民

解放军的联合作战理论与实践还

存在一定差距。一是信息化建设

刚刚起步，武器装备还处在机械

化、半机械化状态 [3]。二是人民

解放军还处于以陆军为主的诸军

兵种合成军队，联合作战指挥体

制还处于实验论证阶段。三是作

战理论还带有浓重机械化色彩。

四是适应联合指挥作战的高技术

人才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统真正成为各要素、各部门、各

军兵种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协

调运转的作战指挥系统，其他还

有武器装备“一体化”、后勤保

障“一体化”、人员素质“一体化”，

教育训练“一体化”。[4] 此外，

在如何确保联合指挥权的实现问

题上，在职权划分上应对联合作

战法规中涉及指挥权的方面进一

步规范，创造利于指挥权实现的

外部环境，联合力量应能做到战

场信息的及时互通等。[5] 关于作

战指挥问题，信息化作战指挥必

须走融合之路。在内部编成上，

陆军某部开展实兵演练

基于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的

联合作战，解放军的联合作战理

论也取得了突破。关于联合作战

问题应强化“八个一体化”。一

是思想观念“一体化”，各维战

场空间都可能成为主战场，各军

兵种都可以担当主角。二是作战

力量“一体化”，根据不同作战

任务，合理抽调作战力量，进行

一体化联合编组。三是指挥机构

“一体化”，确立一体化的指挥

体制，是统一指挥和协调各军兵

种行动的必备条件。四是信息系

统“一体化”，要使指挥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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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信息的收集、传输、处理进行区分，而不应再按

照军兵种专业职能区分。[1]

围绕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需要的基本任

务，解放军对军兵种体制编制和力量编成进行了一系

列优化调整。一是军兵种比例持续改进提升，海军、

空军、第二炮兵在全军总员额中的占比上升，陆军部

队占比下降，各军兵种内部编成和力量布局更趋合理。

二是着眼于提高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大力

加强联合训练。[2] 三是以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为

牵引，带动联合训练、联合保障体制改革 [3]。四是

在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上迈出更

大步伐。五是强化以总参谋部为核心的联合作战体制，

更加注重跨军兵种的综合集成和信息化建设。解放军

这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优化了部队编成结构，精干了

领导机关，强化了指挥功能，“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

争”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建设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

四、新时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体化联
合作战指挥体制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和新世纪头 10 年

解放军的国防和军事现代化改革，极大释放了军队战

斗力。人民解放军基本完成了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变。

但是也应该看到，世界格局的变化，战争形态的加速

演变，联合作战又有了新样态，一体化联合作战已经

成为最主要的作战形态。主要表现有：一是部队联合

作战的范围已经不局限于海陆空领域，网络、信息、

外太空、认知等多维空间是各国军队竞相争夺的领域，

特别是在后面空间的作战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起决定

性作用。二是部队一体化作战趋势越来越明显，让各

军兵种真正发挥“合众为一”的联合作战效能，需要

建立专门指挥机构和专业指挥团队。过去那种松散的

军兵种联合已经被淘汰，军种色彩越来越淡薄。三

是过去侧重战役方向的联合，现在更需要在战略层

次联合上取得突破，需要高屋建瓴地捋顺顶层设计。

四是新的联合作战要求部队在编组上实现各军兵种

部队混编，在作战时间和空间上各军种部队的作战

行动高度融合，力求形成整体作战效能。我国国防

和军队改革的任务依然繁重，进一步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势在必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推

进军队领导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

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

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

制，推进联合作战训练和保障体制改革，走出一条

具有中国特色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改革之路。2015
年 11 月 24 日，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对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开启了解放军历史上一

场整体性革命性变革 [4]。本轮的军事改革不再是简

单地裁减人员，而是从顶层设计开始对解放军的领

导管理体制和作战指挥体系进行根本性重塑重构。

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此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的重中之重。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建设已经不仅仅

局限于战役级层面，而是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

指挥体制改革整体联动，一体推进。建立健全军委、

战区两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起中央军委—战

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

导管理体系。

（一）与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相耦合，重构军队

领导管理体制。过去中央军委通过四总部对各军区、

各军兵种实施领导指挥。在此次军队改革中，军委

机关由原来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

装备部 4 个总部，改为 15 个职能部门的多部门制 [5]。

这样调整，使军委机关真正成为军委的参谋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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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机关、服务机关，有利于坚

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军委集中

统一领导，让军队的“中枢神经”

更加高效灵敏。与联合作战指挥

体制相耦合的是完善军兵种领导

管理体制，构建军委—军种—部

队的领导管理体系，总体形成中

央军委领导指挥下的陆军、海军、

空军、火箭军军种，军事航天部队、

网络空间部队、信息支援部队、

联勤保障部队等兵种的新型军兵

种结构布局。

（二）打破战场信息流动的

界限，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2016 年 2 月 1 日，中央军委以原

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

广州、成都七个军区机关相关职

能、机构为基础，重新进行整合

划分，组建东部、西部、南部、

北部、中部 5 个战区机关。五大

战区的成立标志着解放军由“军

区制”走向“战区制”。从军区

制走向战区制，对解放军的联合

作战指挥体制来讲是很大的突破，

具体体现有三点：一是使联合作

战更加突出和专业。这次改革根

据“军委总管、战区主战、军种

主建”的方针，将联合作战指挥

的重心放在战区，联合作战力量

运用的主导权放在战区，体现出

以作战为核心的任务指向。同时，

将部队建设管理的重心放在军兵

种，建设和管理职能更为明晰。

这些举措有利于理顺部队作战指

挥和建设管理的关系，为高效指

挥部队与科学谋划和加强部队建

设管理奠定坚实体制基础。二是

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如组

建陆军领导机构等，补齐了解放

军组织体系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

短板，实现了军队建设模式由建

用一体的大陆军主导体制向军种

主导、专业建设的转变。三是更

加适应陆海空一体化现代军事发

展的大势。未来战争的主要特点

之一是联合作战力量大范围大纵

深遂行高强度打击与抗打击任

务。战区制的建立，有利于部队

开展跨区域跨兵种的联合协同作

战训练，锤炼联合指挥和体系作

战能力。

（三）以结构功能优化牵引

规模调整，着力打造精锐联合作

战力量。对陆军机动作战力量进

行整体性重塑，优化部队规模结

构，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

军的关键一步。作为 30 万大裁

军的重要举措之一，2017 年 4 月，

中央军委将原有的 18 个集团军调

整为 13 个。充实、合成、多能、

灵活的编成将会成为未来遂行作

战任务的主要趋势。同时，减少

作战部队指挥层级，增大指挥跨

度，也是改革的重要举措。“师

改旅”把合成旅作为基本作战单

位，把合成营作为基本作战单元，

使作战灵活性大为增强。此外，

解放军还大力建设“新型作战部

队”，更加注重部队的海外投射

能力和跨区域机动能力。新质战

斗力得到加强，更有利于融入解

放军联合作战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求

人民军队“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

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

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这适

应了人工智能、云计算、量子信

息、大数据、生物安全等新兴对

抗领域的发展趋势，旨在通过更

加重视“新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

陆军 13 个集团军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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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组织开展联合作战实兵演练

[1]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

第 54 页。

[2]  《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 年版，第 504 页。

[3]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 56 页。

准备”进一步深化“一体化联合

作战”。[1]2020 年 11 月，《 中

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纲要（试

行）》施行，成为新时代作战条

令体系的顶层法规。[2] 这表明，

经过几年磨合，解放军对信息化

一体化联合作战规律有了全新的

认识和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强调要“研究掌握信息化智能化

战争特点规律”，“优化联合作

战指挥体系，推进侦察预警、联

合打击、战场支撑、综合保障体

系和能力建设。”[3]“智能化”“新

型安全领域”“全域作战能力”

等概念的提出，表明人民解放军

“一体化联合作战”相关领域继

续得到拓展深化，各个领域的融

合日益成熟。

五、结语

人民军队发展史，就是一部

改革创新史。中国人民解放军联

合指挥体制的建设经历了一个由

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再

到权威、精干、灵便、高效的历

史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

央和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中

国人民解放军始终聚焦能打仗、

打胜仗的要求，不断进行自我革

命，积极探索适应现代化战争的

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及与其相耦合

的军队领导管理体制和力量编成。

进入新时代，中国无论是武器装

备研发还是经济社会发展都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支撑一体化

联合作战各条件要素已经形成。

这轮国防和军队改革构建了平战

一体、常态运行、专司主营、精

干高效的战略战役指挥体系，重

塑了人民军队的指挥架构，使人

民军队向建设一体化联合作战指

挥体制迈出了关键一步。中国人

民解放军一体化联合作战也在加

速从信息化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联合作战指挥

体制建设的探索也是立足于国情、

军情，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

之路的具体体现。这必将进一步

释放人民军队的战斗力，更好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坚强保障。（编辑：自国

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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