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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国庆10周年阅兵

2015年 9月 3日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 70周年阅兵，在解放军武器装备大
发展的背景下，参阅武器装备不仅均
为国产主战装备，其中 84%又是首次
亮相。坦克方队一直是阅兵的重头
戏，99A型坦克方队打了头阵，接着多
种型号的陆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空
降兵的战车也组成方队亮相。其中陆
战队两栖突击车方队出场的是 05A式
两栖突击车，它是登陆作战的攻坚力
量。履带式步兵战车方队由 04A步战
车组成，这种新亮相的运载步兵且自
身又有很强火力的装甲车，是陆军机
械化、信息化复合式发展的代表产物。

中远程导弹特别是战略核导弹，

几十年来一直是“镇国之宝”，战略导
弹部队在每次大阅兵中都特别令世人
瞩目。胜利日阅兵中，中国第二炮兵以
6个装备方队、7种导弹武器型号同时登
场亮相，这也是历次阅兵中同时展示导
弹枚数最多的一次。除展示了两种能
实施洲际战略攻击的核导弹外，还展
出了新型中近程战术导弹和巡航导
弹，说明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如今已经
成为国家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

2015年阅兵的另一个亮点，是参
阅飞机数量创下阅兵史之最。飞越天
安门广场的空中梯队与历届阅兵相
比，其规模更大，而且囊括陆海空三
军，即空军和海军的航空兵以及陆军

的大量直升机。直升机梯队的规模不
仅前所未有，主力又是近年刚服役的
后两种武装直升机即直-19和武直-
10。这些直升机属于陆军航空兵，它
们作为立体突击主战力量，具有快速
机动、精确打击的独特优势和广泛的
战场适应性和战术灵活性，表明中国
传统的“铁脚板”陆军已迈向飞行化。

中国军队是从传统的陆军发展而
来的，世界军事科技的发展和战争演
变，早已使空中攻防成为军事斗争的
关键。“9·3”阅兵以航空兵的规模为最
大，正显示出中国军队现在和今后的
发展重点之所在。
据新华社、北京青年报

1984年国庆 35周年时，天安门广
场的国庆阅兵式在相隔25年后又一次
举行。此时迈入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
发展已经进入了快车道，国防科研和
军工生产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那次受阅部队共 1.03万人，国内
刚研制成功的69-Ⅲ型主战坦克、自行
榴弹炮、装甲输送车及歼-8歼击机都
参加了检阅。那些全系国产的武器的
技术标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至少有
一代的差距，却显示了常规兵器研制
突破了长期相对停滞的局面而有了质
的跨越。当时，第二炮兵战略导弹方
队的大型牵引车载着中国自己设计制
造的“东风”战略导弹，首次在国内外
公众面前亮相，成为这次阅兵中最耀
眼的明星。

进入90年代后，国际上高技术局部
战争成为军事斗争舞台的主角，信息化
战争时代的到来向中国国防事业提出了
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展现了新的机遇。

中国与西方的军贸中断后，又同苏
联及其后继俄罗斯恢复了军贸关系。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众多国防
企业生存极为艰难，能够对华销售一
些较先进的装备。中国此时通过“863
计划”等项目建立了较好的科技基础，
立足于自主科研的同时再引进部分俄
罗斯装备和技术，使武器装备的发展迈
上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台阶。

1999年国庆 50周年阅兵，向世界
展示出中国国防建设的最新成果。长
安街上通过的常规装备和战略武器，
除了从俄罗斯引进的苏-27战斗机和
另一种直升机歼击机外，都是我国自
行研制的。此次阅兵展示了新研制的
多种战术导弹、新型坦克和装甲车、新
式步兵武器，显示了常规武器装备方
面的巨大进步。如这一年研制成功的
99式坦克已经达到了战后国际上第三
代主战坦克的技术水平。同1984年的
阅兵相比，此次参加检阅的多数武器

已经弥补了“代差”，其性能大都接近
了世界先进水平。

此次阅兵的最大亮点，是第二炮
兵4个导弹方队，中国的战略导弹已不
再像 15年前阅兵时那样是清一色的
“庞然大物”，可称“个头小了，威力大
了”，是可以公路机动发射的远程导
弹，表明机动能力大大增强，已经形成
了核常兼备、射程衔接、威力和效能明
显增强的军事力量体系。

国防的健康发展，要以经济建设
为基础。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科
技水平都有了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在
世界上的排名由20世纪80年代居第8
位，至2009年跃升至第3位（翌年又超
过日本跃居第 2位），国防费开支也仅
次于美国达到世界第 2位。进入新世
纪后，中国的武器装备发展进入了改
革开放后的第三个重要阶段，即各个
重点项目都立足于自主研发，并努力
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2009年 10月 1日国庆 60周年阅
兵表现出“几增几减”：徒步方队减少，
装备方队增加；陆军方队减少，海空军
和二炮方队增加；参阅兵力减少，高技
术和特种兵方队增加。阅兵分队组成
的变化，实际上反映解放军内部的结
构性变化，那就是高技术含量的部队
代替步兵占了全军的主体。

参加国庆 60周年阅兵的 56个方
队，其中有徒步方队14个、装备方队30
个、空中梯队 12个。2009年这一年受
阅人数首次低于1万人，亮相的武器装
备却超过以往各次，共有 52种主战。
这一次阅兵，还首次说明参阅武器的型
号，并部分说明性能，这种“透明度”的
增强表现出国家强大后自信心的提升。

解放军的 99式和 96式坦克又一
次在天安门广场受阅，不过其内部设
备已有了质的飞跃，外装甲上的防护
设施也有了可见的改进。汽车牵引的

火炮已经退出了阅兵行列，出场的火
炮都是自行火炮和车载突击炮，其中
的 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出口中东
后，被用户认为优于西方同类装备。
这些新装备的出场，也表明中国陆军
由过去注重数量庞大的规模型，正转
变为注重质量效能型，全域机动作战
能力有了大幅跃升。

国庆60周年阅兵战略导弹方阵再
次作为重要方阵亮相。机动战略导弹
东风-31由国庆50年阅兵时的3枚，增
至 12枚，性能还大有提高。受阅方队
中又首次出现了号称“航母杀手”的东
风-21中程导弹和“长剑-10”巡航导
弹，形成了远、中、近程配套的体系，这
说明中国军队核常兼备的战略打击能
力大大提高，也引起了美国和其他西
方国家的军事观察员的注意。

1999年“受阅武器 95%都是国内
生产的”，那是因为国内航空工业还不

能生产第三代战斗机。2009年，飞过
天安门广场的飞机均为国产，由此实
现了参阅武器的全部国产化。参阅的
战斗机如歼 10、歼-11都属第三代，中
国的国防科研和生产水平又有了跨代
飞跃，已经形成了以第三代喷气式战
斗机为骨干的空战力量。神秘的国产
预警机，首次加入受阅阵营。它作为
一种集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功能于
一体的高技术装备，被誉为信息化条
件下作战的“空中领袖”，可以成为空
战能力的倍增器。

过去中国航空兵缺少直升机，武
装直升机更是一项“短板”。2009年中
国自行研制的新型武直-10参阅，代表
了陆军航空兵的信息化水准，也说明
了以直升机为主体的陆军航空兵的力
量大为增强，使中国已有“飞行陆军”，
在立体作战、电磁战和垂直打击方面
也已进入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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