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特稿#

改革开放 30年军队院校改革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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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 军队院校建设指导思想实现了三次重大历史性转变, 逐步形成了成熟的办校

方针和办学思想; 军队院校体系规模结构经历了五次重大战略性调整, 建立了特色鲜明的新型院校体系; 人才

培养模式由 / 单一0 走向 / 多元0、由 /相对封闭0 走向 /全面开放0 , 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人才培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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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Academie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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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 the guiding thought for the building- up military academies has undergone three historical

changes. Mature principles and ideas of military academies has gradually taken shape. The framework of academies has been

adjusted strategically five times. A new system of acade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model of

cultivating talents persons has changed from unity to multifarious- models, from relatively closed model to all- round opening

one. The new type of cultivating through various means has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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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 我军院校伴随着军队建设的发展而不

断壮大, 经过长期的建设与发展, 办学思想日臻成熟, 院

校体系日趋完善, 人才培养模式日益多样, 形成了特色鲜

明的院校教育体系, 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认真梳理改

革开放 30 年来我军院校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脉络和历史经

验, 准确把握我军院校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势, 对于有效履

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 加速推进院校教育整体转

型, 促进军队院校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在长期办学实践中, 院校建设指导

思想实现了三次重大历史性转变, 逐步形成

了成熟的办校方针和办学思想

  办学思想是院校建设与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是军队

院校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灵魂。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之后, 我军院校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院校建设

指导思想经历了三次重大历史性转变。

(一) 第一次转变: 20 世纪 80 年代初院校建设指导思

想由 /立足早打、大打、打 -核战争. 培养建军人才0 转
变到 /立足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 为国家和平发展和

军队建设培养合格人才0 上来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我国进入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新时期, 我军重新确立了革命化、现代化、正

规化建设目标,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现了由 / 立足早打、

大打、打 -核战争. 0 向 / 和平时期建设, 立足应付一般条

件下局部战争0 的战略性转变。军队院校建设指导思想也

主动适应形势发展, 由 / 立足早打、大打、打 -核战争.
培养建军人才0 转变到 / 立足打赢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

为国家和平发展和军队建设培养合格人才0 上来。先后于
1980 年、1983年、1986 年召开了第十一、十二、十三次全

军院校会议, 确立了新的办校方针和办学思想。1979 年 3

月, 三总部在 5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工作暂行条例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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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6 中明确提出, 各类院校都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上

来, 坚持以教学为中心。1983 年第十二次全军院校会议提

出了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以积极防御的战

略方针为依据, 以教学为中心, 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

革命军队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0 的办校方

针和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院校教育与部队建设相结合0 的原则。¹ 同年 10 月, 邓小平

提出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0 º / 三个
面向0 指明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 成为全国教育工

作的根本指导方针。1986 年 6 月中央军委颁发 5关于军队

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6, 正式提出军队院校必须贯彻 / 三个
面向0 的指导方针, 要求全军院校面向我军现代化建设,

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经验, 着眼未来战争和社会的发

展变化, 积极开展教育改革。1987 年、1988 年总参先后下

发了 5关于深化指挥院校教学改革的意见6、5关于深化军
队专业技术院校教学改革的意见6。1990 年底, 总部在国防

大学举办全军院校教育管理研究班, 将 /一个服务, 两个

适应0 (即 / 院校教育必须为军队建设服务, 适应和平时期

部队建设的需要, 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0。) 确立为我军院
校的办学思想。

(二) 第二次转变: 20 世纪 90 年代院校建设指导思想

由 /立足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 为国家和平发展和军

队建设培养合格人才0 转变到 / 立足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

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培养复合型军事人才0 上来
20 世纪 90 年代初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提出, 中央军

委于1995年提出了科技强军、质量建军的发展战略, 要求

军队建设必须实现 / 两个根本性转变0 , 即: 在军事斗争准

备上, 由准备打赢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

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 在军队建设上,

逐步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

集型转变。院校建设指导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由 / 立

足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培养合格军事人才0 转变到
/ 立足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培养复合

型军事人才0 上来。1998 年总部在国防大学举办了全军院

校长、教务长集训班, 在全军院校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

更新思想观念, 牢固树立素质教育、创新教育、超前教育、

开放教育、终身教育等理念。1999 年 4 月 , 江泽民主席在

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提出/ 切实把院校教育摆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0、/ 全面发挥院校三项职能0、/ 高素质
新型军事人才三条标准0、/ 构建新型院校体系0等重要思

想,为我军院校教育的跨世纪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三) 第三次转变: 新世纪新阶段我军新使命的提出,

院校由 /为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建设机械化军队培养高
素质新型军事人才0 转变到 / 为打赢信息化战争、建设信

息化军队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0 上来
迈入 21世纪, 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为标志, 开启

了新世纪我军信息化建设的序幕。为了实现 / 建设信息化
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0 的战略目标,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 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 / 三个提供, 一个发挥0

的历史使命, 军队院校建设进入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深化改

革和转型期, 院校建设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 / 为

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建设机械化军队培养高素质新型军

事人才0 转变到 /为打赢信息化战争、建设信息化军队培
养高素质军事人才0 上来。2000 年中央军委先后颁发了

5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教育条例6 和 5军队院校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6 , 明确新世纪院校建设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

任务; 2003 年四总部联合召开第十五次全军院校会议, 研

究从体制编制上落实院校教育整体转型问题; 2005 年、

2007 年总参先后两次举办全军院校长集训, 专题研究落实

科学发展观、推进院校教育创新发展、信息化联合作战指

挥人才培养等问题。

经过 30 年的发展, 我军院校办学思想实现了三次重大

转变, 逐步形成了内涵丰富、行之有效、相对成熟的办学

思想体系, 为新世纪新阶段我军院校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思想基础。

  二、随着时代的发展, 院校体系规模结

构经历了五次重大战略性调整, 建立了特色

鲜明的新型院校体系

  院校体系是院校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 是军事人才培

养和科技创新的基本平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伴

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和军队建设的不断发展, 军委、总部

审时度势, 先后召开了 5 次全军院校会议, 进行了 5 次重

大战略性调整。

第一次调整是 1977 年 11 月至 1983 年 5 月, 院校总体

规模由84 所增加到 112 所, 后又增加到 117 所。1977 年 8

月, 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 要把原有的学校 , 基本

上恢复起来。同年 11 月 7 日, 中央军委批转的教育训练委

员会 5关于调整和增建军队院校的报告6 决定, 在 / 文革0

后期逐步恢复到84 所院校基础上, 再增建 28所院校, 院校

数量达到112 所。此后, 军委又决定再恢复 5所院校, 撤销

1 所院校。到 1979 年底, 全军院校发展到 116 所, 其中指

挥院校40 所, 政治院校5 所, 技术院校 54所, 飞行院校 17

所。»至此, 全军院校大体恢复到 / 文革0 前的规模。先后

于 1980 年、1983 年召开了第十一、十二次全军院校会议,

研究院校改革重大问题。1980 年 12 月到 1983 年5 月, 全军

大多数院校更名、改建或转变隶属关系, 至此 , 全军院校

数量调整为 117 所。这次调整, 属于恢复性发展, 是对我军

院校教育事业经历/ 文革0之后发展中的拨乱反正与再创,对

军队院校发展步入正轨、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第二次调整是 1986 年 6 月, 院校数量由 117 所调整为

103 所。这次调整的动因是适应全军裁员 100 万的需要, 贯

彻落实第十三次全军院校会议精神。1986年 2月 17日至 26

日, 第十三次全军院校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主要是以

5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6 和军委扩大会议精神

为指导, 研究如何适应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全

面改革院校教育等问题, 主要修改了 5中央军委关于军队

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 (草案) 6 和 5全军院校体制改革精简
整编方案 (草案) 6, 讨论了院校改革整编工作, 研究了贯

彻落实的措施。1986 年 6 月, 中央军委颁布了 5关于军队

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6, 全军院校开始了新的大规模调整,

通过合并、撤销、增建、改建、更名,全军院校调整为指挥院校

和专业技术院校两类共 105 所。其中军官院校 103 所, 士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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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2 所。这次调整是军队院校发展适应军队建设发展战

略性变革的重要举措,促进了我军院校的发展。

第三次调整是 1992 年至 1993 年, 全军院校调整为 104

所。这次调整的动因是适应军队体制编制调整精简的形势,

贯彻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1992 年 8 月, 中央军委批

准了 5全军院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方案6 , 同年 9 月, 总部

召开了院校工作会议, 部署院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工作,

之后全军院校开始落实调整方案。1993 年 6 月, 中央军委

对1992年颁发的调整方案进行了部分调整。经过 1992 年和

1993年的调整, 到 1998 年底, 全军院校数量为 104 所, 其

中军官院校 100所, 士官院校 4 所。

第四次调整是 1999 年, 院校数量由 104 所调整为 82

所。1999 年 4 月,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研究确定了 5全军院

校和训练机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方案6。同年 6 月, 第十四

次全军院校会议召开, 部署院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任务。

全军院校由 104所调整为 82所 (军官院校 76 所, 士官院校

6 所) , 形成中高级指挥院校、综合院校、专业院校的院校

体系结构。这次调整是我军院校跨世纪发展的战略举措,是

我军院校发展由自成体系、相对封闭走向军地并举、多元开

放的重要标志,对我军院校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五次调整是 2003 年, 院校数量由 82所压缩为 67 所。

第十五次全军院校会议之后, 全军院校进行了新一轮的战

略性调整, 压缩了院校总体规模, 院校数量调整为 67 所。

通过这次调整, 优化了院校体系结构, 形成了我军新型院

校体系的基本框架。第五次调整是军队院校教育整体转型

的重大举措和战略步骤, 是我军院校发展走上科学发展道

路的重要标志。

30 年来, 经过五次战略性重大调整, 我军院校体系的

规模结构, 从小到大、从单一到综合, 逐步得到完善, 目

前已形成了以高、中、初三级任职教育为主体, 以学历教

育为基础, 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相对分离, 军事特色鲜明

的新型院校体系。今后, 随着形势的发展, 我军院校体系

将进一步向 /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完全分离0、 / 学历教育

规模化0、/ 任职教育集约化0 的方向发展。

  三、不断深化教学改革, 人才培养模式

由 / 单一0 走向 / 多元0、由 / 相对封闭0
走向 / 全面开放0 , 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人才
培养格局

  人才培养模式是人才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及其实现方
式的集中体现, 是决定和影响院校教育和人才培养质量的

重要因素。改革开放 30年来, 我军院校始终坚持以军队建

设和军事斗争的需求为牵引, 与时俱进, 不断深化教学改

革, 积极探索和实践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是 / 指技合训0。针对我军长期以来存在的人才知识

结构单一, 指挥干部不懂技术、技术干部不懂指挥与管理

等突出问题, 1985 年军委、总部决定在装甲兵工程学院、

空军电讯工程学院进行 / 指技合训0 试点, 培养复合型军

事人才。经过 10多年的探索, / 指技合训0 成效显著, 炼

出了一炉炉 / 指技合一0 的 / 合金钢0 , 为部队现代化建设

输送了大批复合型人才。

二是 /合训分流0。1999年 6 月召开的第十四次全军院

校会议, 总部正式提出实行初级生长指挥干部 / 合训分流0

组训方式改革。之后, 总部下发了初级生长指挥干部 / 合
训分流0 组训方式改革的实施意见, 在国防科技大学、南

昌陆军学院等 16 所院校进行 /合训分流0 组训方式改革,

2003 年第十五次全军院校会议之后进一步扩大了 / 合训分
流0 组训方式实施的范围。

三是走开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路子。2000 年 5

月, 国务院、中央军委制定 5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

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6 , 迈开了 / 军地并举0 培养军事
人才的步伐, 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吸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毕业后到军队工作, 进一步拓宽了基层干部队伍的选拔培

养渠道, 形成了从普通高校在校生中选拔培养、招收国防

生和直接招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等三种为军队培养生长

干部的模式。

四是 /军种交叉培训0。2001年总部开始在南京陆军指

挥学院、二炮指挥学院、海军指挥学院、空军指挥学院等

院校, 实施陆、海、空中高级指挥军官交叉培训, 培养联

合作战指挥人才。

五是加强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2002 年设立军事硕

士专业学位, 开始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军事人才。同时, 国

防大学推行 /军政后干部合训0 模式, 海军兵种指挥学院

推出 /海军五大兵种合训0 模式等。
改革开放 30年来, 军队院校经过不断改革, 人才培养

模式由 /单一0 走向 / 多元0、由 / 相对封闭0 走向 / 全面
开放0 , 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人才培养格局。今后, 随着院校

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军地联合培养0、/ 院校、部队、科

研合作培养0、/ 出国考察培训0 等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将会
不断涌现, 我军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将更加开放、更加灵活

多样、更加实用有效。

多年来, 我军院校在建设中成长, 在改革中发展, 在

发展中壮大, 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办学实力和水平不

断提高。一是学科建设水平显著提高,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等学科在全国名列前茅, 军事学填补了国

家重点学科门类的空白; 二是办学实力和高层次人才培养

能力显著增强, 国防科大和第二、四军医大列入 / 211 工

程0 ; 三是教研队伍整体水平显著提升, 建立了一支以两院

院士领衔、以中青年专家学者和具有部队领导岗位任职经

历的教员为骨干的高素质教员队伍; 四是科学研究硕果累

累, 攻克了一系列国防科技关键技术和部队作战训练中的

重点、难点问题, 取得了一大批创新成果, 获得国家最高

科技成就奖2 项, 国家科技三大奖项210多项, 撑起了军队

科研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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