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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精简整编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总兵力

达550万人左右
1950 年 6 月，全军参谋会议精简整编

方案中规定全军员额精简为 400 万，当

年即复原23.9万余人
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精简整编工

作终止。到 1951 年底，全军员额达 627
万人，是我军历史上兵力最多的时期

第二次精简整编

1951 年 11 月，中央军委召开整编会
议，规定到 1954 年把全军总员额控制在

300万人左右
1952 年 1 月，毛泽东批准《军事整编计

划》，全军总定额缩减至300万人左右

第三次精简整编

1953 年 12 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

干部会议决定，把全军简编为350万人
1954年6月，全军已精简47.2万余

人，年底基本完成计划

第四次精简整编

1957 年 1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
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

确定全军总人数再裁减1/3，要求3年裁减

130万人，压缩至250万人左右

第五次精简整编

1975 年 6 月 24 日至 7 月 5 日，中央军
委扩大会议决定 3 年内将军队减少60 万
人，到 1976 年，军队总人数比 1975 年减少
13.6%

第六次精简整编

1980 年 3 月，中央军委决定，军队再次
进行精简整编，大力精简机关，压缩非战斗
人员和保障部队，将一部分部队移交地方

同年 8 月 15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
军委《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方案》

第七次精简整编

1982 年 9 月，铁道部、基建工程
兵两个兵种在解放军序列中消失

1982 年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
国人民解放军担任内卫勤务的部
队、武装、边防、消防警察统一组建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第八次精简整编

1985 年，中央军委决定裁减军队员额

100万人

第九次精简整编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我

国将在今后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
1999 年底，裁军50 万的任务已经完

成，20 余万军队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地
方工作

第十次精简整编

2003 年 9 月 1 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

定，将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 50 万
的基础上，2005 年前我军再裁减军队员额

20万
2005 年 12 月 31 日，人民解放军圆满

完成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方案确定的任

务，全军精简干部17 万，军队总员额下降

为230万

中国人民解放军
历次重大精简整编

记者：人员减下来，国防费会有

什么变化？

答：相比有些国家，我国的人均

国防费、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并不高。现在，我军建设需要花钱

的地方很多，武器装备总体水平比较

落后、信息化建设任务很重；随着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的提高，要保证军队人员工资待遇

水平同步提高，进一步完善军人社会

保险制度；保障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特别是裁减军队员额 30 万，需要

相应增加编余人员退役安置等经费

开支。这些都需要保持国防费的适

当规模。

记者：精简员额省下来的钱会不

会用于发展核、网络、太空等力量？

答：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

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

略；一贯主张和平利用太空，反对太

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竞赛；中国是黑

客攻击最大的受害国之一，网络基础

设施安全面临严峻威胁。关于这方

面的政策我们是一贯的，战略意图是

透明的。在军事力量建设方面，我们

将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逐步

提高军事力量建设水平。

阅兵看点之裁军篇

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
国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详解阅兵和裁军等问题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3 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 30 万。随后，习主席在天
安门广场检阅了共和国武装力量。纪念大会结束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在新闻发布会上，
就阅兵、裁军等问题答记者问。

记者：请问军队在组织阅兵过程

中采取了哪些措施减少给民众带来

的不便？

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

的根本宗旨。在阅兵准备工作中，我

们始终坚持少扰民的原则，阅兵训练

基地和驻训点都选择在远离市区的

地方，机动进驻和合练预演都尽最大

可能减少影响和干扰，尽可能在夜间

组织演练，阅兵训练飞行尽量避开民

航机场飞行繁忙时段，等等。通过这

些举措，力争减少地方政府的负担，

努力降低对民众工作和生活的影

响。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对阅兵工

作非常关心支持，给予了极大的理

解，尤其是在受阅部队的生活、交通、

安保等方面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

我们表示衷心感谢！今后，我们将以

加倍的干劲来报答广大人民群众对

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关心和厚爱。

阅兵准备坚持少扰民，减少地方政府的负担

记者：请问今后中国军队是否将更

多地派员参加其他国家的庆典活动？

答：今天上午，来自 17 个国家军

队的方队或代表队参加了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大会，展示了各自国家军队

的风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外

军方队、代表队来华参加阅兵，体现了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国际

性，体现了中国对外军事交流合作的

高水平。我们对参阅外军官兵付出的

艰苦努力表示高度赞赏和衷心感谢！

近年来，中国军队已先后派方队

或代表队赴墨西哥、意大利、委内瑞

拉、俄罗斯等国参加庆典活动。今

后，中国军队将更多地走出国门，参

加有关庆典和纪念活动，展示中国军

人的风采。

记者：为什么选择在这次纪念大

会上宣布裁减军队员额？

答：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

动，缅怀和纪念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作出

的重大贡献，目的是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习主席在这

次大会上宣布我国将裁减军队员额

30万，充分彰显了我国同世界各国一

道共护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的诚

意和愿望，也展示了我国推动国际军

控和裁军的积极的负责任的态度。

记者：为什么要裁减军队员额？

答：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

多次主动进行裁军行动，先后裁减员

额 100 万、50 万、20 万，中国军队现有

总员额 230 万。根据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

决策部署，经过深入研究和科学论

证，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定

再裁减军队员额 30 万，使军队总员

额减至 200 万。这个决定符合我国

国情和军情。通过裁减军队员额，进

一步调整优化规模结构，把我军搞得

更加精干、编成更加科学，构建中国

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努力实现党

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记者：裁减军队员额 30 万后，中

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队，

为什么还要保持这么大的规模？

答：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仍然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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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军

还承担抢险救灾、国际维和、国际救

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我们还要

应对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

主义活动威胁。因此，我军需要保持

一定规模，这完全是出于防御目的。

我们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永远

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有的国家故

意渲染“中国威胁”，是违背客观事实

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记者：现在中国周边安全形势错

综复杂，这时候裁减军队员额会不会

存在风险？

答：裁减军队员额，有利于集中

资源，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提高建

设质量。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

种安全威胁和风险，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记者：准备裁减哪些部队？多长

时间完成？

答：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精兵之

路，把军队搞得更加精干、高效，是我

军建设的既定方针。这次裁减军队

员额，重点是压减老旧装备部队，精

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调整优化

军队结构。这次改革裁减军队员额

将分步实施，2017年底基本完成。

裁军分步实施，2017年底基本完成

中国军队将更多地走出国门，展示中国军人的风采

裁军彰显共护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的诚意和愿望

裁军后我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队

记者：宣布裁减军队员额是不是

意味着这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式

启动？

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后，军

委改革领导小组组织展开了广泛深

入的研究论证工作，并适时出台了一

些改革举措，比如调整解放军审计署

建制领导关系，完善政策制度等。下一

步，我们还将相继推出一些新的改革举

措，积极稳妥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

杨宇军说，裁减军队员额 30 万，

这是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的政治决

定和政治宣示，再次表明中国始终高

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始终坚定

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奉行防御

性的国防政策，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

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 据新华社

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逐步提高军事力量建设水平

将相继推出新的改革举措，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