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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军队队改改革革将将重重新新调调整整划划设设战战区区
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5年内要取得突破性进展

备受瞩目的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正式摁下了启动键。从
公布的消息看，这一被坊间称
为“史上最牛”的军改，推进力
度之大、触及利益之深、影响范
围之广，在解放军历史上前所
未有，让人震撼之余倍感振奋、
充满期待。

纵观古今，以军事变革推
动强军强国是历史的铁律。翻
开中国历史，赵武灵王推行“胡
服骑射”、秦国“商鞅变法”奖励
军功、汉武帝改革军制大兴骑
兵，都大大提高了军队战斗力，
为国家强盛提供了有力支撑。
展望世界，近现代世界大国崛
起之路，无不贯穿着改革强军
的历史脉络。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大向
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大国博弈
加剧，内忧外患增多，分裂恐怖
势力活动猖獗，海洋权益纷争
不断，有的甚至到我们家门口
滋事挑衅，改革强军已经成为
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时代要求。中国走的是和平
发展道路，今天我们的改革强
军，不是要称霸世界，而是要打
造一支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
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
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挺直
腰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国内外形势看，国防和军
队改革正面临着一个难得的“窗
口期”。当前，全球范围内新一轮
军事革命潮起涌动，为我们提供
了迎头赶上、弯道超车的历史性
机遇。国家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可
控，各项建设改革事业成效斐然，
人民群众对国防和军队改革高度
关注、积极支持。历经正风反腐洗
礼的人民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
昂，全军官兵对改革真心拥护、热
切期盼。可以说，改革主客观条件
十分有利。“事之当革，若畏惧而
不为，则失时为害。”此时启动军
队改革，可以说是顺应大势、正当
其时。

据中国军网

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１１月２４日至２６日在京举行。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
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习近平指出，２０２０年前要在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
指挥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据报道，此次中央军委改革
工作会议２００多名军地高级干部
汇聚一堂，共谋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大计。２４日上午９时许，习近
平来到京西宾馆会议楼前厅，亲
切接见会议代表，同大家合影留
念，随后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范
长龙，就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
神，落实阶段性改革任务提出要
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常务副组
长许其亮，就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总体方案作说明，并部署领导
指挥体制改革任务。

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房峰
辉、张阳、赵克石、张又侠、吴胜
利、马晓天、魏凤和出席会议。解
放军四总部、各大单位、武警部
队和军委办公厅领导等参加会
议，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
人列席会议。

据新华社

延伸阅读

军地高级干部

200多人参会

评论

军改正面临

难得“窗口期”

习近平强调，要着眼于贯
彻新形势下政治建军的要求，
推进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
部队有机统一，形成军委管总、
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坚
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一

系列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把党
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
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
善，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更
好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
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

对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
战指挥体制进行一体设计，通
过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
委多部门制，组建陆军领导机
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
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组建战区

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健全军委
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等重大举
措 ，着 力 构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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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要着眼于深
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抓
住治权这个关键，构建严密的
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按
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
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区分和配置
权力，重点解决军队纪检、巡
视、审计、司法监督独立性和权
威性不够的问题，以编密扎紧
制度的笼子，努力铲除腐败现

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组建新的
军委纪委，向军委机关部门和
战区分别派驻纪检组，推动纪
委双重领导体制落到实处。
调整组建军委审计署，全部
实行派驻审计。组建新的军
委政法委，调整军事司法体
制，按区域设置军事法院、军事
检察院，确保它们依法独立公
正行使职权。

习近平强调，要着眼于打
造精锐作战力量，优化规模结
构和部队编成，推动我军由数
量 规 模 型 向 质 量 效 能 型 转
变。坚持精简高效的原则，裁
减军队员额３０万，精简机关
和非战斗机构人员，使军队
更加精干高效。调整改善军
种比例，优化军种力量结构，

根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
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推动
部 队 编 成 向 充 实 、合 成 、多
能、灵活方向发展。推进以效
能为核心的军事管理革命，
树立现代管理理念，完善管理
体系，优化管理流程，不断提高
军队专业化、精细化、科学化管
理水平。

深化军队院校改革，健全
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
养体系。推进军官、士兵、文
职人员等制度改革，深化军
人医疗、保险、住房保障、工
资福利等制度改革，完善军

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和后勤
政策制度，建立体现军事职
业特点、增强军人职业荣誉
感自豪感的政策制度体系，以
更好凝聚军心、稳定部队、鼓舞
士气。

习近平强调，要着眼于贯
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进跨
军地重大改革任务，推动经济
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完
善民兵预备役、国防动员体制

机制。在国家层面加强对退役
军人管理保障工作的组织领
导，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和相关
政策制度。下决心全面停止军
队有偿服务。

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格局

组建陆军领导机构

组建新的军委纪委和军委政法委

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

推进军官、士兵、文职人员制度改革

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

合理确定干部进退去留

习近平指出，要着力搞好
配套保障，坚持立法同改革相
衔接，抓紧做好法规制度立
改废释工作，确保改革在法
治轨道上推进，保证各级按
照新体制正常有序运转。要

科学制定干部调整安排计划
方案，合理确定干部进退去
留，关心和解决干部实际困
难。老干部是党和军队的宝贵
财富，要精心做好老干部服务
保障接续工作。

继续抓紧抓好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习近平强调，当前，军委要
把工作指导重心放在改革上，
各级要把工作主线放在改革
上，各项工作都要围绕改革来
谋划、部署、推进。要继续抓紧
抓好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
项清理清查后续工作，把“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整顿同深化改
革紧密结合起来。要加强部队
管理，保持部队安全稳定和集
中统一。要把握好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
要求，抓紧制定军队建设发展

“十三五”规划。
据新华社

1950-1955年
“六大军区体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共设东北、华北、华东、中
南、西北、西南六大军区，与当时中央局和六大行政区
的划分一致。这一体制仅实行了5年多。

1955-1985年
“十二大军区体制”
（其间曾先后增减至11个、13个）

1955年2月，国务院颁布决定，将原来的6个大军
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即：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
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昆明军区、成都
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西藏军区、内蒙古军区。

1985年至今
“七大军区体制”

1985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将11大军区调整为七大
军区，即：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
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

军区划分的变迁

此次军改会议中提到了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
战、军种主建”的格局。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
副主任公方彬教授分析，其中“军委管总”的背景是，以
前中央军委借助四个总部执行决策，主要具有决策力，
这次直接强化了中央军委的执行力，并将这种执行力
坐实了。以前做出什么决策，都是四总部分别落实。改
革之后，中央军委的统筹领导能力会加强。

“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事实上将政军分开了。原
来我们的军队建设思路是一揽子统管，结果领导的精
力都被事务性工作占据，很难拿出精力来研究作战，这
下他们可以做深入研究了，因为事务性的工作将由部
队管理来解决。

划设战区的做法也是大国军队的必然选项。过去
划分七大军区，给人的印象是主要用于地域防范，把防
御范围固化在一个区域，未来有可能改成方向性的战
区，比如东、西、南、北，这样划分就不是针对哪个具体
的国家、职能或者力量了，而是直接看是从哪个方向
来，这样我们的战区就不是为了特别应对谁而存在的。
这就有了大国胸怀、大国范儿，军队的性格和品格也就
出来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主要被区域文化所塑造。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就有了走向世界的底气。随着
中国日渐强大，已经没有哪种力量能够颠覆中国，外国
军事力量打过来的概率不大，所以我们的胸怀必须是
建立一支国际层面的军队，为维护世界和平而贡献力
量。

这样的改革，也能让战区内的陆海空军真正联合
起来，成为一个有机体。现在七大军区里，尽管空军、海
军人员可能会兼任副司令员，但是很难调动，相对来说
不是一个有机的组合。未来不是这样的，未来是各种军
种的结合，战区考虑的是怎么调动、怎么打仗，空军、海
军规划发展、人事、后勤和装备等。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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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设战区

让陆海空真正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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