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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国防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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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2月，利比亚局势急剧动荡，在利比亚的中资机构、企业和
人员面临重大安全威胁。中国政府组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
撤离海外公民行动，共撤出358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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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2年12月，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共为4艘世界粮食计划署船
舶、2455艘外国船舶提供护航，占护航船舶总数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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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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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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皮书说，中国军队坚持开放、务实、合作的理念，深
化同各国军队的交流与合作，加强边境地区建立信任措施
合作，推进海上安全对话与合作，参加联合维和行动、国际
反恐合作、国际护航和救灾行动，举行中外联演联训。认
真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稳
定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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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三：战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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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规定同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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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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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年，中央军委作出减少军队
员额100万的战略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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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陆军军全部整编为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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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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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皮书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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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点国防白皮书十大关键词盘点国防白皮书十大关键词

安全威胁和挑战安全威胁和挑战
放在首位放在首位

解放军保持解放军保持
常备不懈的常备不懈的
战备状态战备状态

全军随时准备执行作战任务全军随时准备执行作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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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1个步兵军到18个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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