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科学院国防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陈舟16日说，与以往发布的国防白
皮书相比，《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
用》白皮书凸显七大亮点：

一、首次以专题型白皮书亮相。
这是新白皮书一个重要变化。与综合
性白皮书相比，专题型白皮书内容聚
焦、针对性强、方式灵活。

二、第一次阐述武装力量运用的
基本政策和原则。明确了中国武装力
量多样化运用的5项基本政策和原则。

三、突出强调中国履行应尽的国

际责任义务。
四、首次公开陆军18个集团军番号。
五、系统介绍了陆、海、空军和二

炮的战备状态。
六、全面阐述解放军要维护海洋

权益。中国是陆海兼备的大国，海洋
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空间
和资源保障，关乎人民福祉和国家未
来。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是人民
解放军的重要职责。

七、首次阐述军队要维护中国的
海外利益。

白皮书凸显七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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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发布的《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中
一系列新名词、新表述令人耳目一新。

参与了历次国防白皮书起草的军事科学院国防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陈舟说：“从白皮书的十大关键词中，我们可以
感受到中国军队向着强军目标稳步迈进的铿锵足音。”

■关键词一：安全威胁

白皮书指出，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今天，中
国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和挑战。

这些威胁与挑战包括：有的国家深化亚太军事同盟，扩
大军事存在，频繁制造地区紧张局势；个别邻国在涉及中国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采取使问题复杂化、扩大化的举动，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
主义“三股势力”威胁上升；“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
仍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重大自然灾害、安全
事故和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增加，
国家海外利益安全风险上升；机械化战争形态向信息化战
争形态加速演变，主要国家大力发展军事高新技术，抢占太
空、网络空间等国际竞争战略制高点。

■关键词二：集团军

白皮书首次公开中国陆军18个集团军的番号。此前，部
队番号，特别是陆军部队的番号一直属于军事机密的范畴。

■关键词三：战备状态

白皮书指出，解放军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随时准
备执行作战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

陆军部队的日常战备，以维护边境正常秩序和巩固国
家建设成果为重点，始终保持迅即能动和有效应对的良好
状态。海军部队的日常战备，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
益为重点，组织和实施常态化战备巡逻，在相关海域保持军
事存在。空军部队的日常战备，以国土防空为重点，组织常
态化空中警戒巡逻，及时查证异常空情。第二炮兵平时保持
适度戒备状态，确保部队应急反应迅速，有效应对战争威胁
和突发事件。

白皮书介绍，部队战备等级按照戒备程度由低级到高
级分为三级战备、二级战备、一级战备。

■关键词四：实战化演习演练

白皮书指出，人民解放军坚持把开展实战化演习演练
作为推进军事训练转变、提高部队实战能力的重要抓手，全
面提高部队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白皮书透露，近年来解放军的实战化演习演练在三个
层面展开：一是开展跨区训练，提高部队快速反应能力和在
陌生环境、复杂条件下联合作战能力；二是突出对抗训练，
增强训练的针对性、实效性；三是拓展远海训练，组织由新
型驱护舰、远洋综合补给舰和舰载直升机混合编成的远海
作战编队编组训练。

■关键词五：远程机动作战能力

对于中国陆军、海军、空军的远程机动作战能力建设，
白皮书分别作了阐述。

按照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中国陆军积极推
进由区域防卫型向全域机动型转变，加快发展陆军航空兵、
轻型机械化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加强数字化部队建设，逐
步实现部队编成的小型化、模块化、多能化，提高空地一体、
远程机动、快速突击和特种作战能力。

按照近海防御的战略要求，中国海军注重提高近海综
合作战力量现代化水平，发展先进潜艇、驱逐舰、护卫舰等
装备，完善综合电子信息系统装备体系，提高远海机动作
战、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增强战略威慑与
反击能力。

按照攻防兼备的战略要求，中国空军加强以侦察预警、
空中进攻、防空反导、战略投送为重点的作战力量体系建
设，发展新一代作战飞机、新型空地导弹和新型雷达等先进
武器装备，完善预警、指挥和通信网络，提高战略预警、威慑
和远程空中打击能力。

■关键词六：国际义务

白皮书第一次将“深化安全合作，履行国际义务”作为
中国武装力量多样化运用的基本政策和原则之一。

白皮书指出，中国武装力量是国际安全合作的倡导者、
推动者和参与者。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方位开展对外
军事交往，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合作
关系，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和军事互信机制。

■关键词七：海洋权益

白皮书明确指出，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是解放军的
重要职责。

白皮书介绍，海军结合日常战备为国家海上执法、渔业
生产和油气开发等活动提供安全保障。协同地方有关部门
开展海洋测绘与科学调查，建设海洋气象监测、卫星导航、
无线电导航及助航标志系统，及时发布气象和船舶航行等
相关信息，建立和完善管辖海域内的航行安全保障体系。

白皮书指出，海军与海监、渔政等部门多次举行海上联
合维权执法演习演练，不断提高军地海上联合维权斗争指
挥协同和应急处置能力。

■关键词八：海外利益

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海外利益已成
为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能源资源、海上战略
通道以及海外公民、法人的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白皮书首次
明确提出，开展海上护航、撤离海外公民、应急救援等海外
行动，是解放军维护国家利益和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九：海上通道安全

白皮书指出，中国海军履行国际义务，在亚丁湾、索马
里海域开展常态化护航行动，与多国护航力量交流合作，共
同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

■关键词十：中外联演联训

白皮书说，中国军队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
方的方针和战略互惠、平等参与、对等实施的原则，与外国
军队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多军兵种的双边多边联演联训。

2002年以来，中国军队已先后与31个国家军队举行了
28次联合演习、34次联合训练。

（本版均据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点击国防白皮书
十大关键词

中国政府16日发表《中国武装力量
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强调走和平发
展道路，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国家意志和
战略抉择。

这是自 1998 年以来中国政府发表
的第八部国防白皮书。与以往综合型白
皮书不同，这是第一部专题型国防白皮
书，对和平时期中国如何运用武装力量
进行系统介绍。

白皮书全文约 1.5 万字，以中、英、
法、俄、德、西、阿、日8种文字发表，正文
由前言和新形势、新挑战、新使命，武装
力量建设与发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领土完整，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维
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等五部分组成。

白皮书指出，中国仍面临多元复杂
的安全威胁和挑战，生存安全问题和发
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
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统一、维
护领土完整、维护发展利益的任务艰

巨繁重。
白皮书说，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

运用，坚持以下基本政策和原则：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
平发展；立足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
争，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树立综
合安全观念，有效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
任务；深化安全合作，履行国际义务；严
格依法行动，严守政策纪律。

白皮书首次公布陆海空三军员额、
陆军 18 个集团军的番号及二炮的主要
武器型号。

白皮书说，中国武装力量的根本任
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
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坚持以国
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着眼维护和
平、遏制危机和打赢战争，保卫边防、海
防、空防安全，加强战备工作和实战化
演习演练，随时应对和坚决制止一切危
害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挑衅行

为，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白皮书还专门辟出章节，阐述维护

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

白皮书中、英文版单行本已分别由
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出版，即日起
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政府发表首部专题型国防白皮书——

《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

《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
书首次公布了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空军
和二炮部队编成情况。

根据这份白皮书，人民解放军陆军机
动作战部队包括18个集团军和部分独立
合成作战师（旅），现有85万人。集团军由
师、旅编成，分别隶属于7个军区。

白皮书说，海军现有 23.5 万人，下辖
北海、东海和南海3个舰队，舰队下辖舰队
航空兵、基地、支队、水警区、航空兵师和陆
战旅等部队。2012年9月，第一艘航空母
舰“辽宁舰”交接入列。中国发展航空母
舰，对于建设强大海军和维护海上安全具
有深远意义。

白皮书说，空军现有 39.8 万人，下辖
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成都
7个军区空军和1个空降兵军。军区空军
下辖基地、航空兵师（旅）、地空导弹师

（旅）、雷达旅等。
白皮书指出，由核导弹部队、常规导

弹部队、作战保障部队等组成的第二炮
兵，主要担负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核武
器、遂行核反击和常规导弹精确打击任
务，下辖导弹基地、训练基地、专业保障部
队、院校和科研机构等，目前装备东风系
列弹道导弹和长剑巡航导弹。

作为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国
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支撑和坚强后盾，
第二炮兵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设，已成
为具有双重威慑和双重打击能力的战略
力量。

陆海空二炮部队编成情况首次公布

中国政府16日发布的《中国武装力
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首次公布了
中国陆军18个集团军的番号。军事科学
院军史研究室主任郭志刚认为，从纵队
发展到步兵军，由步兵军整编为集团
军，中国陆军一步步迈向现代化。

最多时有61个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就有军或
纵队的番号。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各大战
略区均采用“纵队”作为主要突击力量。

1948 年 11 月 1 日，中央军委颁发
《关于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其
中规定：野战部队实行正规编制，统一
称号，纵队改为军，师和旅统一称师。

《规定》同时指出：“番号排列数目
为 70 个军 210 个师，内中空额，留待今

后建立新的军和师时补足。”这也就是
解放军历史上70个军的番号由来。

1949年年初，全军统一整编完成时
的野战军共有52个。此后，又有13个军
隶属各军区或陆续被组建。至 1949 年
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有61个军。

“有4个军的番号当年组建、当年撤
销，而西北地区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的
西北军区独立第 1、2、3 军没有纳入 70
个军的番号序列。”郭志刚解释。

军部数量逐渐减少

1950年4月，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
模精简整编，61个军中的8个军部在精
简整编中被撤销。

“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此次精简整
编复员37万人就停止了。”郭志刚介绍。

朝鲜战局逐步稳定后，中央军委决
定进行较大规模的精简整编，步兵部队
在53个军的基础上再次精简整编了19
个军，另新组建了3个军：第45、44军合
编为第54军，第21兵团改编为第55军，
第23兵团改编为第69军。此时，陆军共
有37个军。

此后，人民解放军又进行了多次精
简整编，组建扩建了一批炮兵师、坦克
师、铁道兵师和工兵团、通信团、防化团
等，部分步兵师实现了摩托化、机械化。

组建集团军，迈向现代化

1985年，中央军委做出减少军队员
额100万人的战略决策。

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确定
后，陆军野战部队撤销了11个军部。到

1985年12月，保留的24个陆军军部全
部整编为集团军。

“由步兵军转变为多兵种合成的集
团军，是人民解放军在建设现代化合成
军队道路上迈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
步。”郭志刚说。

1998年后，中央军委再次撤销6个集
团军军部，最终18个集团军被保留下来，
分别是第1、12、13、14、16、20、21、26、27、
31、38、39、40、41、42、47、54、65军。

在由61个步兵军演变成18个集团
军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陆军已发展成
由步兵、装甲兵、炮兵、防空兵、航空兵、
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电子对抗兵等
兵种和各种专业勤务部队组成的诸兵
种合成的现代陆军，成为既能独立遂行
作战任务又能与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
实施联合作战的强大军种。

中国陆军：从61个步兵军到18个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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