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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9 月 14 日至 18 日，我军在华北地区举行战略性战役演习。这场演习

对于当时提高我军在现代条件下组织指挥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发挥了重要

作用。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以“华北大演习”引发的合同战役战术训练改革为

标志，我军开始了由单一兵种训练向诸军兵种合同训练的转变。图为演习中的一

个场景。

文字整理：石良玉/图片来源：《解放军画报》资料室

华北大演习

永恒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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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春天的故

事”异常动人。

1978 年 ，中 国 迎 来 了 一 个 转 折

点。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

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路线，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是从这时起，中

国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标志的

伟大历程。

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革命。在这

场伟大革命中，人民军队积极投身其

中，走开了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精兵，从大裁军开始。1980 年 3

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

邓小平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消肿”。

他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

在 的 一 个 最 大 问 题 ，就 是 军 队 很 臃

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

就是疏散也不容易。”他强调：“军队要

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

不行。”

从 1981 年到 1984 年，邓小平顶住

各方面的压力，精简了 200 多万军队

员额，军队规模由 600 余万变成 400 余

万。1985 年 6 月，他再次决定：中国将

裁军 100 万！

这次裁军，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

到外的“立体震荡”，是对一个庞大“躯

体”实施的“大手术”，标志着人民军队

建设真正实现了战略性转变。

实践证明，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

实施百万大裁军，不仅没有削弱军队

的战斗力，反而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军

队的改革与创新。许多高级将领说，

如果没有当年的“消肿瘦身”，我军就

没有今天的展翅腾飞。

的确，裁军不仅仅是减少人员，它

往往是巨大变革的先声和先导。我军

员额从上世纪 70 年代的 600 余万，下

降到 300 万，又下降到 230 万，直至下

降到今天的 200 万，每一次精简都是

军队改革的再深化，都是中国特色精

兵之路的再拓展。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广而在

谋。”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讲质量，讲

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

的，是我军建军治军的基本经验和重

要原则。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取

决于数量的多寡，更取决于质量的高

低。精兵才能打胜仗。适度裁减军队

员额，可以进一步优化结构，有利于资

源利用，提高作战效率。精兵之路的

实质，就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

改 革 ，瞄 准 打 赢 ；打 赢 ，必 须 高

效。我军面对的未来战争，是一体化

联合作战，要求高效指挥、高速投送，

精确打击、精准释能。人员减少了，行

动才迅疾；规模优化了，指挥才灵便。

只有把数量减下来，把质量提上去，使

军队规模更加适度、功能更加完善、结

构更加合理、编成更加科学，才能推动

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

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改革，改变了国家命运，振兴了人

民军队。改革永远在路上。借助全面

深化改革的东风，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一定会越走越宽阔，人民军队一定能

续写更多军营版“春天的故事”！

兵不在多而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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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瞭望

有一张载入史册的照片，拍摄时间

是 1985 年 6 月 4 日，地点是军委扩大会

议会场。照片中，邓小平伸出一根手指。

7天后的 6月 11日，《解放军报》在头

版头条位置刊发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

“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一百万……”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历

史上的第八次大裁军。这次裁军并不是

简单的数字加减，而是机制上的战略结

构大调整，目标只有一个：走中国特色的

精兵之路，建设一支强大的革命化现代

化正规化军队。

★精简整编，势在必行
“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

“裁减 100 万是什么概念？意味着

我军将减少四分之一的员额。”一位军史

专家说，作出这个决策，需要对国内外形

势有准确的判断和科学的预见，需要有

坚定的决心和超人的胆识。

其实，早在 1978 年 5 月，邓小平在同

当时的总参谋部领导谈话时，就曾指出：

“我们军队的状况，还是 1975 年讲的，就

是三种状况：软、懒、散；五个字：肿、散、

骄、奢、惰。”“这么庞大的指挥机构，指挥

战争是要打败仗的。”

此后，我军分别于 1980 年和 1982 年

进行两次裁军，尽管总员额从1975年前高

峰时的 600余万减至 1984年的 400余万，

但军队仍存在机关庞大、官多兵少的问题。

如何解决？唯有“消肿”。但要进行

大力度的改革，其难度可想而知。记者

在翻阅相关资料和报道时，看到这样一

个细节——早在 1982 年酝酿裁撤铁道

兵和基建工程兵期间，就有一位老同志

找到负责裁军工作的时任副总参谋长何

正文，怒气冲天地说：“你知不知道铁道

兵的历史，你这样做，是要犯历史性错误

的！”

然而面对种种阻力，邓小平很坚定：

“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用改良

的办法，根本行不通。”这一次，他拿定了

主意，要采取革命性的行动——裁减员

额 100 万！

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进行

军备竞赛，世界并不太平。此时进行如

此大规模的裁军，有人担心会削弱军队

战斗力。邓小平慨然作答：“即使战争要

爆发，我们也要消肿。”其实，他早已敏锐

洞察到，当时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

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

以“消肿”为突破口，人民军队进行

了大刀阔斧的裁减，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就此展开。1986 年，裁军百万的战略性

行动总体完成；1987 年，人民解放军精

简整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

裁掉 100 万，减至 300 万，我军一度

臃肿庞杂的状况得到基本改变。

★精兵合成，质量建军
“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

铁翼飞旋，陆战雄鹰腾空而起。初

夏时节的中原腹地某机场，第 82 集团军

某陆航旅正在进行跨昼夜飞行训练。

1988 年 1 月 9 日，《解放军报》头版

刊登了一则报道《我军第一个陆军直升

机大队成立》。这篇报道披露了这支部

队的诞生，也宣告了一个新兵种——陆

军航空兵的诞生。它的出现给陆军插上

了飞翔的翅膀，其作战能力开始实现由

“地面合成”向“立体合成”飞跃。

不只如此，海军舰载机部队、电子对

抗部队等新兵种以及预备役部队相继成

立，在这次大裁军的舞台上，我军上演了

战略性结构大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设一

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成为军

队建设总目标。邓小平说，人民解放军

过去“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现在改变

了，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

的、真正顶用的”。

众所周知，人民解放军是由单一的

步兵发展起来的，陆军的编制、体制一直

以步兵为主，战斗力考察指标重视“体

能”。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上相继

爆发的几场局部战争呈现出最明显的标

志，那就是对技术兵种的倚重和对各军

兵种有效协同的依赖。

站在世界军事变革的潮头，邓小平

敏锐捕捉到“现代战争是合成军作战”的

重要发展趋势，强调精简主要是减步兵，

不是减技术兵种，要有强大的空军，把海

军“搞大一点”，“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

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

在 部 队 总 员 额 减 少 100 万 的 情 况

下，按照精兵合成原则，中央军委将单一

兵种的野战军统编为集地面突击、火力

支援、作战保障和后勤保障等于一体的

多兵种合成的集团军。经过一连串前所

未有的大手笔，我军战斗力构成中，高技

术军兵种已成为主战力量，集团军中的

技术兵种数量首次超过了步兵，海军、空

军、原第二炮兵及高技术部队所占比例

逐步提高。

从陆军“一军独大”到海、陆、空、战

略导弹部队科学搭配，从单一兵种到合

成兵种，从各自为战到体系作战，各军兵

种比例结构进一步趋向均衡合理，我军

向精兵、合成、高效前进了一大步。

★听令而动，服从大局
“我只讲三总部带头”

1986 年 12 月 26 日，《解放军报》在

头版报眼位置刊发消息《我军精简整编

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原三总部机关人员

编制比整编前精简近一半、军级以上单

位减少 31 个等任务基本完成。

事非经过不知难。对于在战火硝烟

中诞生、从苦难中走向辉煌的人民军队

来说，哪一支部队不是战功赫赫、威名远

扬，哪一个机关部门不是历史光荣、荣誉

满墙？直面改革的撤并降改，有时并不

比直面炮火硝烟来得容易。

1984 年 11 月，在谈到即将进行的百

万裁军“大手术”时，对于裁谁留谁的问

题，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我

只讲三总部带头”。

1985 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根据

会议决定，原总参谋部立即牵头组织原

三总部的精简整编方案。这场关乎人民

军队前途命运的大变革，在原三总部中

率先展开。

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原总参谋部向

中央军委呈报了原三总部体制改革精简

整编方案。方案决定，原总参谋部机关

人数精简比例为 47.9%，原总政治部机

关人数精简比例为 46.5%，原总后勤部

机关人数精简比例为 47.1%。

精简比例如此之大，执行难度可想而

知。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时任副总参

谋长、具体负责裁军工作的何正文感到，

必须有人先作出表率。彼时，他的 4个子

女在部队发展得都不错，但他们在父亲的

劝导下，纷纷脱下了军装。高级干部的示

范效应，成为推动裁军的强大动力。

当年，毛泽东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

调，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二话不说欣然赴

命，随员不超过10人、时间不超过10天；百

万大裁军，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一

大批官兵毅然脱下军装，转移到经济建设

主战场；如今，新一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开启，许多部队移防部署说走就走，数百名

将军调整岗位接到命令就出发……

“撤并降改听党的，进退走留看我

的。”抚今追昔，这一幕何其相似——面

对改革重塑大考，全军将士服从大局、听

令而行，以绝对服从的实际行动体现对

党的绝对忠诚，以“听党话、跟党走”的赤

胆忠心扛起了强军兴军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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