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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检阅！
人民海军七十年伟岸风骨

新民晚报社 上海市国防教育协会 联合主办

为了大上海
1949年 4月 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

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这成为新中国人民

海军之始。1989年 2月 17日，中央军委
批复同意，将 4月 23日定为人民海军成

立纪念日。
从地理上看，华东军区海军一诞生就

与通江达海的经济重镇上海产生不解之

缘。1949年 5月 27日，上海解放。翌日，
华东军区海军机关就进驻上海。8月 10

日，为便于接受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的
领导，华东军区海军机关从上海迁到南

京。为了打破逃台的国民党海军对长江口
的水雷封锁，华东军区海军在 1950年 3

月 29 日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支扫雷舰大
队，并很快投入扫雷中。至 1950年 10月

底，华东军区海军扫雷舰大队将敌人从吴
淞口至长江口 90公里布设的水雷全部扫

除，打通了长江航道，在海军早期建设史
上写下光辉一页。

“空潜快，三件宝”

就地理环境而言，中国似乎更接近陆
权国家，而且草创阶段的人民海军实力有

限，这些情况都与上世纪 20-30年代的
苏联很像。因此，人民海军吸收了很多苏

联海军的建设思想，即主要依托海岸，实
施近岸防御战略。

但如果简单把人民海军看成苏联海

军翻版，就掩盖了其内在特殊因素的影
响。新中国的战略决策者向来强调自身主

观能动性与自我认知，1950年，人民海军
就系统性发展和实践了自己的作战指南，

首任司令员肖劲光反对盲目照搬别国经
验，坚持必须进行筛选，如果无法适应自

身情况时，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上世纪 50年代，面对装备占优的敌

人，肖劲光等人了解到弱势的人民海军与

强敌面对面战斗有困难，于是在学习国内
革命战争经验并征求苏联专家的意见后，

提出了“海上破袭战”概念，即“利用突然
性，用破袭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消灭敌人，

积小胜为大胜，充分利用和发挥我之有利
条件，利用和制造敌人的不利条件，进行

持久作战”。

除了“海上破袭战”理论外，1950年 8

月，海军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会后总结的

要点中就明确包括：“从长远建设着眼，由
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于

攻防能力的、轻型海上战斗力量。首先组
织和发展现有力量，在现有力量的基础

上，以发展鱼雷快艇、潜艇和航空兵等新
的力量，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

这套关于海军装备建设突出“空、潜、快”
的意见，在其后 20余年间成为人民海军

的建军思路。
最初，鱼雷快艇从苏联进口或根据苏

联提供的配件在国内组装。上世纪 60年
代，中国依据苏联提供的设计图纸，开始

建造更多类型的舰艇，例如护卫舰、猎潜
艇、导弹快艇、柴电潜艇与岸基战术轰炸

机，这些增添的生力军构成了中国轻型海
上力量，具有高速、隐蔽、机动与攻势打击

能力，适于执行近岸作战。

迈向“近海防御”

到了上世纪 6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
自主研发中型水面作战舰及核潜艇，尤其

上世纪 70年代成功列装 051型导弹驱逐
舰与 091型攻击核潜艇，显示人民海军努

力改变轻型海岸防御性兵力结构。当然，
这些作战平台放到世界范围内来说并不

算很先进，水面舰艇无法独立对抗高强度

空中与水下威胁，海军航空兵的岸基战机
作战半径有限，因此人民海军的活动范围

长期被局限于距岸 200海里内的水域。
这种情况直到上世纪 80年代后有了

根本转变，人民海军提出了崭新的“近海
防御”战略。这一战略绝非无中生有，它植

根于中国长期国防战略原则之中。例如，
“近海防御”必须遵循“积极防御”国防战

略指导，“近海防御”战略系使用攻势手段
达成战略防御目标，涉及的核心利益包括

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与海洋权益。
客观而言，“近海防御”是长期性与区

域性导向的战略，将中国海洋防御圈向外
延伸，海军能在远离海岸线的水域活动，

这就脱离了早期苏联海军将海岸防御分

为多层的做法，不再局限于本国海岸附近

同敌人战斗。中国海军将敌人拒止于远海
水域，避免沿海重要政治与经济中心遭到

敌方攻击。
相比“海上破袭战”的牵制和延缓敌

人，“近海防御”系以主力打败或击退敌人
来取代使用小兵力刺探与“打了就跑”战

术，大量有组织的海军部队将与敌人交

战。而以这种战略为指导的人民海军，则
进一步确立了独立的战略性军种地位。

航迹渐行渐远
经过不懈奋斗，人民海军的兵力结构

日趋合理，近海防御能力大大加强。

2000-2012年，海军潜艇部队成长迅速，
技术日趋现代化，新式潜艇可从水下发射

潜舰导弹，对敌水面舰艇构成严重威胁，
如果能预判敌方舰队前进航向，这些潜艇

还可前出至发射位置，并伺机在适当时间

节点伏击。在外部传感器与目标定位系统
的协助下，分散各处的潜艇可进行火力协

调，在遥远水域从不同方向对敌舰艇发起
奇袭。与此同时，人民海军还装备了数量

可观的双体导弹快艇，既可发起导弹饱和
攻击，也可组成“狼群”展开海上破袭战。

至于海军的岸基固定翼飞机，则普遍列装
空舰导弹，可对“第一岛链”东侧的水面舰

艇发起集中攻击并突破舰队防御。
而在不断强化近海防御能力的同时，

人民海军远海作战兵力也得到快速成长。
近十年来，人民海军获得大批新型主战舰

艇，包括 052C/D型驱逐舰、054A型护卫
舰。2012年，人民海军首艘 001型航母

“辽宁”号入列；2017年，中国完全自主建
造的 001A型航母下水。此外，最先进的

万吨级 055型驱逐舰也在批量建造之中。
与装备建设相同步，人民海军开始思

考更为“外向型”海军战略。2015年 5月
26日问世的第九份中国国防白皮书《中

国的军事战略》赋予人民海军新的战略要
求，那就是“近海防御、远海护卫”，人民海

军的建设重点强调“构建合成、多能、高效
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提高战略威慑与反

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防

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可以想见，在不
远的将来，人民海军将进一步优化兵力结

构，提高联合作战能力，成为祖国和人民
可以信赖的“海上长城”。

会当水击三万里：由近岸到远海
人民海军七十年建设思想演变 ◆ 石宏 张韶华

 地理因素往往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国的战
略，这一点在海权乃至海军战
略上都会有所表现。
人民海军七十年建设中，

同样可以印证地理环境及国
防战略演进所带来的巨大
影响，梳理其中的联系
颇具价值。

■ 人民海军新式战舰驶向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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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早年为人民海军建造的几十吨级巡逻炮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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