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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俄罗罗斯斯军军改改
摸摸石石头头过过河河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4日证实,俄军将在今年年底
前新建成3支师级部队,部署在面向欧洲的西线和南线地区。这是
俄军上一轮军改撤师建118个旅之后，重拾师级建制。

自1992年5月正式组建后，继承了约75%前苏联武装力量的俄
军，就一直将改革挂在嘴边。从国防部文职化、裁军到军区、军兵种
调整，再到指挥权的收放和装备现代化，伴随改革的是一次次俄联
邦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而检验每次军改得失的则是一次次真刀
真枪的战争。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整理

第一次车臣战争：

人海战术被证明
早已过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首任
总统叶利钦于1992年5月7日
签署命令，成立俄联邦国防部
接管一切境内的前苏联军队，
由此俄联邦武装力量正式建
立。从前苏联继承下来的，除
了绝大部分陆海空军武器装
备和核力量之外，还有多达
280余万人的庞大军队。

与此同时，美国发动的海
湾战争着实给新组建的俄军上
了一课。鉴于此，俄首任国防部
长格拉乔夫认为，把俄军打造
成一支以应对局部战争和地区
冲突为主、高质量的职业化军
队是改革大方向。但真正施行
起来，大规模裁军成了主旋律，
提升作战能力成了空谈。1992
年裁军22万，1993年裁军29 .99
万，1994年裁军38.55万，1995年
裁军2l.74万，1996年裁军20万，
1997年到1999年再次大幅裁减
30万，使俄军总员额缩减至120
万。

作为阐述潜在安全风险及
所采取军事应对策略的指导性
文件，俄罗斯在1993年制定了
首份《俄联邦军事学说》，主旨
就是俄不把任何国家视为敌
人，俄军也没有任何现实敌手。
如此，裁军也就顺理成章了。

而且，苏联解体后，“接盘
侠”俄罗斯的经济状况一落千
丈，没有足够的国防经费养活
那么多军队冗员。同时，俄军的
战备状况直线下滑，大部分军
工厂因没有订单而停产，近
70％国防工业科研人员流失。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车
臣战争爆发。1994年底，俄罗
斯用兵6万出征车臣剿匪。在
这一带有反恐战色彩的战争
中，俄军仍沿用了大兵团作战
的老式战法，加之战前准备不
足和指挥协同混乱等原因，到
1996年6月叶利钦飞抵车臣宣
布战争结束时，付出了伤亡
1 . 6万余人的惨重代价。

在总结教训后，俄军在
1997年提出全新的特种战役理
论。1999年8月第二次车臣战争
爆发，俄军再次出动军队和内
卫部队等作战力量10万余人出
征剿匪。这次俄军摒弃了人海
战术，采取非接触和不对称作
战手段，以特种作战和精确打
击来提高战果减少伤亡。

战争期间，俄军成立北高
加索联合作战集群司令部，赋
予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前线总
指挥权，统一指挥参战的国防
部、内务部、紧急情况部等兵
力。这一仗一打就是10年，直至
2009年才宣告结束，基本肃清
了车臣境内的非法武装。虽然
赢了战争，但俄军付出了巨大
伤亡代价，俄国防部的数据有
超过5200人阵亡，而俄民间团
体估计有1.4万军人阵亡。

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

暴露机构臃肿
指挥不畅短板

在两次车臣战争期间，俄

罗斯先后在1997年和1999年
出台了两份《俄联邦国家安全
构想》，逐步明确了北约东扩
对俄构成严重安全威胁，同时
也认为因经济危机加剧带来
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可能导致
内部政治不稳定的威胁要大
于北约带来的外部威胁。

2000年普京上台，连年裁
军后的俄军规模缩至120万，
但高级将领数量并未削减，仍
有40余万军官，远高于英美
7％的军官比例，而按现代战
争的标准，合理的将军数量是
占整个军队人数的0 . 8％至
1％。当年，俄军即着手削减大
批冗余军官，优化军事组织和
指挥系统。到2007年，俄军人
数进一步降至约110万，多余
的后勤保障部队和重复设置
的机构被裁撤。

此外，俄国防部与总参谋
部的关系也一度微妙。2004年
普京修订《国防法》之前，总参
谋长享有较大权力，可越过国
防部长直接向总统汇报，造成
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在对军队
的领导和管理权上关系不清。

在叶利钦执政后期，国防
部长谢尔盖耶夫元帅与总参谋
长克瓦宁大将之间在军改问题
上就矛盾重重。修订《国防法》
后，俄军领导权集中到了国防
部长手里，总参谋部被定位为
国防部的军事指挥机关，实现
了国防部与总参谋部之间军政
与军令系统的适度分离。自此，
俄军改革走上了快车道。

2005年，俄军按地区和职
能筹建作战司令部，将军兵种
司令部、军区和海军舰队的作
战指挥权移交地区司令部和职
能司令部。不过，此后几年在东
部地区司令部进行的多次军演
证明，不在顶层实行军政军令
分开，跨军兵种联合司令部指
挥体制难以有效运行。而且，地
区司令部与军区重叠导致存在
职责不清。地区司令部在2009
年终止运行。

2008年8月爆发的俄罗斯
与格鲁吉亚的局部战争，也证
明了上述结论。当年8月7日，
格军突然进攻南奥塞梯和阿
布哈兹地区。翌日，俄军调集2
万多人对格军展开陆海空联
合反击作战，仅用5天就迫使
格鲁吉亚签署停火协定。

这次俄军能速战速决，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战前制定了详
细的作战预案，并于开战前进
行了半个多月的联合反恐演
习。不过，2010年底俄罗斯一次
内部研讨会透露了战争的真实
损失：俄空军损失6架飞机，其
中3架是被己方错误击落的。这
暴露出俄军无法有效组织海陆
空三军的战场协同、联合指挥
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俄高层
下决心改造军区体制，使之成
为战略方向上的战略-战役联
合指挥机构。

突入克里米亚，出兵叙利亚：

精简军区，
目标打赢混合战争

俄格战争硝烟刚散，2008
年10月，时任俄国防部长谢尔
久科夫就宣布启动新一轮改
革。按他的规划，改革为期12
年，第一阶段裁军在2012年前

结束，第二阶段指挥结构的改
革在2016年完成，在2020年实
现军队现代化。

2009年至2012年间，俄军
又裁减20万，这次以削减军官
为主，将军数量从1107名减至
866名，上校从1 . 5万减至3114
人，中校从1 . 93万减至7500
人，少校从近10万减至3万，大
尉从9万减至4万。

2010年，俄时任总统梅德
韦杰夫通过了新版《俄联邦军
事学说》和《俄联邦国家安全
构想》，提出除了以核武器遏
制大规模战争以外，需要重点
加强在俄境外“机动灵活地使
用武装力量的能力”。

同年9月，梅德韦杰夫签
署命令，从同年12月1日起，撤
销原有6大军区，组建西部、南
部、中央和东部4大军区；在此
基础上成立联合战略司令部，
统一指挥军区辖区内各军兵
种、地方强力部门的部队。改
组后，军区成为战略单位，在
作战指挥关系上获得了总参
谋部和各军种的作战指挥权。

2014年2月俄军突入克里
米亚，在数小时内占领辛菲罗
波尔和塞瓦斯托波尔两个机
场，短时间内控制了克里米亚
大部分战略要点；2015年9月
30日开始，2个月前在原空军、
空天防御部队和军事航天部
队基础上组建的俄空天部队
投入到叙利亚反恐战当中。

与2014年在克里米亚的
军事行动不同，俄军向叙利亚
投送作战物资和兵力主要依
靠海、空力量完成，还动用了
图-22M远程战略轰炸机和里
海区舰队等非必要手段。与俄
格战争相比，俄军在多军种联
合作战以及通过信息化技术
对目标实现精确打击等方面
都有长足进步。俄军借此既检
验了过去7年军改成效，又向
对手展示了实力。

2014年和2015年版《俄联
邦军事学说》，均将北约不断
加强的军事潜力和将其军事
基础设施进一步逼近俄边界
的举动视为头号威胁。今年4
月5日，为应对受外部势力或
内部因素导致的俄国内动荡，
普京又宣布在内务部内卫部
队基础上组建近卫军，并由

“心腹大臣”佐洛托夫大将统
领。这被视为新一轮俄军改的
又一大手笔。

现在看来，当初谢尔久科
夫规划的“三步走”，已完成了
裁军和指挥机构改革两大步。
不过，虽然近些年来俄军不断
推出“阿玛塔”主战坦克、T-50
战机，但军事装备的现代化因
经济衰退而大受影响。2016年
俄联邦预算草案中，为国防建
设拨款约465 .5亿美元，比2015
年减少约7%。而俄军计划在
2020年前订购52架T-50战机，
在2030年前装备250架。T-50战
机每架造价约1亿美元，这还不
包括对其进行多用途化设计和
改造的费用。更何况，俄罗斯还
要更新核武库、海军舰艇和大
批陆军装备。俄军全面实现现
代化，任重道远。

（资料来源：财经、南方周
末、解放军报、中国军视网、中
国青年报、人民网，国防参考
等公开报道）

5月9日，俄罗斯红场阅兵时的一位俄军小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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