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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49 至 1956 年，人民海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装备建设、人才培

养、技术学习贯穿全局，逐步形成了具有军种特色的创建道路。同时，该创建过程也彰显了其独特的品质特征，

即在根本原则上坚持党的领导与顶层设计相结合; 在战略方针上坚持实事求是与灵活发展相结合; 在人才教育

层面坚持重要性与多元性相结合; 在发展模式上坚持自力更生与取长补短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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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ng of the People＇s Navy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 1949－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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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1949 to 1956，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
vy always sticks to the ideological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carried out naval equipment construction，personnel training and
technical learning throughout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the Navy，and gradually formed a construction road with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PLA Navy also showed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that is，the combination of solid
party leadership and top－level design i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In the strategic principle always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see-
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flexible development; At the level of talent education，we always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importance and
diversity． In the development model，we always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self－reliance and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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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曾长期处于“有海无防”“有海无权”的悲惨境

地，建立一支强大海军也就成为了中华民族在这一时期的强

烈呼唤。据此，毛泽东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创建海军的重

要性，并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其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践探索。
但直至目前，对于人民海军创建的历史分期尚未形成统一定

论。原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曾在回忆录中提到，1956 年“海军

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则标志着海军创建时期的结束，从

而进入成长时期”［1］45。而孙泽学、贺怀楷等人认为，“1949－
1952 是中国海军的初创时期”［2］115，“1953—1956 年是人民

海军起步发展”［3］81 的时期。基于此，本文将依托新中国成

立前后人民海军创建的历史资料，对其进行系统考察，以期

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海军创建的深层动因

新中国成立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近代中

国屈辱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国民党残余势力对大陆海上封

锁压制的现实困境，认识到酝酿组建人民海军对于保卫革命

胜利果实的重要性，遂开启了初步创建人民海军的新篇章。
( 一) 回顾过去: 历史经验的借鉴

早在清朝末年，西方帝国主义就以传教为借口，以坚船

利炮为后盾，借鸦片战争之机从海上扣开了中国的大门;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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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党海军主力舰队又因内外交

困，在与日本海空军决战中完全被日方压制包围，最终损耗

殆尽; 同时，我国还相继丧失上海、胶州、香港、旅顺、威海、青
岛等众多港口主权、大部分港口的领港权、沿海与内河航行

权以及海关主权与管理权，直至 1945 年抗战胜利时，中国仍

“没有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海军”［4］226，来自帝国主义的海

上威胁与侵略依然十分严峻。基于此，毛泽东指出，有海就

要有海军。过去我国有海无防，受人欺负，我们把海军搞起

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负了。
( 二) 立足当下: 斗争形势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陆上的解放战争虽已基本结

束，但东南沿海的岛屿尚未解放，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残余

势力仍然利用他们暂时拥有的部分海、空优势”［1］5，压制新

生的人民政权。一方面，在经济上搞海上封锁。譬如，国民

党当局在所辖海面出台了一切海外商运均予停止的海上封

锁政策，使得“新中国国内外贸易均受到重大影响，闽、浙对

南洋、港澳的航运一度中断”［6］5，海洋经济事业蒙受重大损

失。另一方面，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军事上对大陆进行大规

模袭扰轰炸，特别是在上海、舟山、宁波、台州、泉州、厦门等

东南沿海重要城市发动多次空袭，给沿海民众带来了严重伤

害。基于此，为了追歼海上残敌，反封锁反袭扰反破坏，维护

海道运输安全，保卫新中国的独立海权，进而准备力量于适

当时机收复台湾。“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

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

的海军。”［7］799

( 三) 实事求是: 持之以恒的探索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曾指示叶剑英成立了中国共产

党历史上第一个“海军研究小组”，自此揭开了我们党筹建

海军的序幕。1948 年 5 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

时又明确指出，要尽快在华东军区把海军建设起来。1949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

四九年的任务》，在这一决议中直接将“组建一支保护沿海

沿江的海军”列入我们党 1949 年的重要任务之一，成为创建

人民海军事业的起点。1949 年 4 月 2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乡宣告成立，这标志我国海军创建由

谋划筹备进入了初步建设的崭新阶段。

二、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海军创建的主要内容

1949 年 9 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强调: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

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8］345 据此，为了

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就必须要确立机关机制、强化武

器装备、丰富兵种体系、吸纳专业人才、提升教育质量，而这

也为日后人民海军的进一步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 一) 人民海军创建时期领导机关及机制方针的确立

军事领导机关以及其制定的机制方针决定着军队的政治

性、全局性以及组织性。因此，人民海军在初创阶段首先就聚

焦于确立高效的海军领导机关以及制定科学的机制方针。
就海军领导机关而言，在 1949－1956 年间，地方至中央

各级海军机关建设逐步向纵深推进，海军机关分布也初具雏

形，确定了人民海军军种以及海军机构性质，并基本形成以

海军领导机关为中心向南北辐射，华东海域设置东海舰队，

华南海域依托南海舰队，华北海域则由海军青岛基地与海军

旅顺基地( 后合并为北海舰队) 共同保卫的“近海防御”布

防。而就机制方针而言，在这一时期海军领导机制也逐步发

展，实现了由建军伊始，华东军区海军与中南军区海军归各

军区单一领导到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后，各战略地区海军与各

大军区主要为作战指挥关系，军委海司主要为建制领导关

系，实行双重领导的初步转型，为人民海军在创建时期的成

长发展奠定了稳固的领导基础。与此同时，海军建设方针也

得到初步谋划，1950 年 4 月，时任海军总司令的萧劲光在海

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上指出，受现实情况限制，“我们这支海

军在战略上是防御的，在战术上却是进攻的; 我们不建重型

的舰队，而是要建立起一支轻型的舰队”［1］15，即在海军战略

方针上实施积极防御，在海军建设方针上与国家经济实力相

切合。显然，这一方针既高度强调海军技术装备的现代化以

及加强海上作战方面协同配合的整体力量; 又倡导海上战斗

力量的轻型化，以空、潜、快为重点; 同时还将实事求是贯穿

于建设始终，以现有力量为基础进行建设，从而为人民海军

的后续发展确立正确的前进方向。
( 二) 人民海军创建时期武器装备的突破

近代以来，由于国内长期处于战争混乱以及社会生产水

平停滞，致使我国与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现代化大潮失之

交臂，在军事上也错失了由冷兵器向热兵器、机械化转型的

历史发展时机。此外，我国当时重点经营的军工产业大多都

是外国企业的代工厂，缺乏自主建设本土海军武器装备的专

业技术与物质基础。因此，如何为人民海军配备必需的武器

装备，成为人民海军在创建时期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1．修复旧舰船，改装商船渔船

人民海军在初创时期武器装备的最直接来源是缴获和

接收国民党的各种旧装备，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充分的修

缮与改造。显然，人民海军通过修复改装旧舰船、商船、渔

船，维修各种旧设备，初步扭转了当时武器装备基础薄弱的

被动局面，而这也“成为海军初创时期装备建设的主要任

务。”［6］44基于此，为恢复旧装备原有的战斗力，各地海军机

关都组织了大批专业人员对陈旧船舰进行修复与改装。譬

如，1950 年，华东军区海军专门设置了一个抢修排对旧舰船

进行应急流动修理。
2．制定购置计划，向国外购入武器装备

仅靠修复、改造舰船并不能完全适应人民海军的作战需

要，但自行研制船舰与设备配件在技术上又难以彻底攻克。
因此，根据国家财力情况与现实形势需求，争取必要外援，有

计划地向国外购置部分必需的海军武器装备也成为此时党

中央切实关注的问题。1950 年初，我国向国外购买海军武

器装备的选择范围还较广，既可以通过香港向西方海军强国

如英、美、日等订购船舰与设备配件，又可以从苏联直接购

买。但 1950 年 6 月后，国民党当局联合多个西方国家对新

中国实行贸易封锁政策，香港路线基本中断。因此，向苏联

寻求海军军事援助成为重要突破口。1950 至朝鲜战争爆发

前夕，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与苏联达成或签订海军订货协

议，我国海军武器装备紧缺情况得以显著改善，海军战斗力

也随之提升。1952 年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国家财政经济状

况有限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建设需要，中央和军委在慎重考

14第 8 期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海军的创建研究( 1949－1956)



虑后有计划地缩减了海军的国外订货。随着抗美援朝战争

的结束，1953 至 1956 年，基于中苏“六四协定”( 又称海军三

年订货协定) ，我国陆续从苏联购入多种类型的海军战艇战

舰以及多种型号舰艇的技术图纸、资料等，极大推动了人民

海军在创建时期的武器装备建设。
3．突破技术难题，自行建造舰艇

究其根本性而言，修复、改装旧舰船与向国外购置武器

装备都只能暂缓人民海军在创建时期的物质短缺问题，而自

行设计建造船舰才是突破难题的关键。1950 年冬，海军军

委筹建海军造船部，旨在着手自行设计建造小型舰艇。但由

于当时国内造船工业技术基础贫乏，直至 1952 年后相关人

员才逐渐突破技术困境，先后设计制造出 50 吨级巡逻艇、75
吨木壳巡逻艇，至 1956 年我国已经可以自行设计建造多种

类型的小型船舰。虽然在这一时期，我们自行建造舰艇的数

量规模较小，技术水平也较为薄弱，还不能满足“建设一支强

大海军”的目标要求。但在人民海军创建的关键时期，这些

自行设计建造的舰船代表着中国自力更生研发建造海军武

器装备的开端，既带动了我国造船工业的起步发展，也彰显

了人民海军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为今后人民海

军进入成长时期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 三) 人民海军创建时期兵种部队的丰富

人民海军在创建时期就确定了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的积

极防御方针。因此，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方针，必须要在全

面协同建设各个海军兵种部队的基础上，建立一支富有攻击

力，并将快、空、潜作为建设重点的轻型舰队。
1．组建水面舰艇部队

新中国成立前后，海军陆续组建了驱逐舰、护卫舰、鱼雷

艇、布雷舰、登陆舰、猎潜舰等水面舰种。其中主要“以护卫

舰、鱼雷艇、驱逐舰为建设重点”［6］38，但建设模式却截然不

同。
护卫艇是以小口径舰炮为主要武器，用于近岸海区巡

逻、护航的小型水面战斗舰艇，同时对操作人员技术要求相

对较低，因而人民海军在创建时期对护卫舰部队的建设模式

采取了直接组建的方法。护卫舰部队的起步发展为海军其

他水面舰队的组建提供了宝贵的建设经验与人才支援。
鱼雷艇是以鱼雷为主要武器的小型高速水面战斗舰艇，

对操作人员的技术要求较为严格。基于此，鱼雷艇部队的组

建就采取了“建军先建校”的基本模式。1950 年 8 月，人民

海军在青岛成立了快艇( 鱼雷艇) 学校，这所学校不仅担负

着在短时间内培训出近海鱼雷艇部队所需的各类人员，并把

这些人员编配成艇和艇队建制，形成战斗单位的重要任务，

同时还要负责筹建青岛鱼雷艇基地。总之，鱼雷艇学校在其

成立起的 1 年零 2 个月中共训练相关学员 897 名，组成了人

民海军第一支能执行战斗任务的鱼雷艇部队。
较上述两种舰艇，驱逐舰功能更为强大，用途更广，对技

术要求更高。因而人民海军创建时期对驱逐舰部队的建设

就只能采取寻求苏联援助的建设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我

国海军并无驱逐舰，直至 1953 年 6 月，在“六四协定”中才首

次向苏联购入 4 艘驱逐舰，并以部分留苏归国的海军学员为

基础成立了海军驱逐舰大队。驱逐舰大队作为当时人民海

军最具技术性和现代化的部队，给时常袭扰东南沿海的国民

党军队以及擅自闯入台湾海峡的美国第七舰队形成了巨大

威慑。
2．组建海军航空兵部队

在海军创建初期，组建海军航空兵总体遵循着“学校－
机关－部队”的根本原则。1950 年 6 月，海军党委作出了“成

立学校、训练学员、培养干部，建立海空军”的指示，并在青岛

成立了两所专门性的海军航空学校。随后，在 1952 年 1 月，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向总参部、中央军委正式报请组建海军航

空部。1952 年 4 月，人民海军直属航空兵部在北京成立。
同年 9 月，中央军委批准建立“海军航空部”为海军航空兵

领导机关，宣告海军航空兵正式成立。
具体就海军航空兵部队的建设而言，则大致遵循着以建

立岸基航空兵为起点，武器装备大多依靠内外部帮助，并在

实战过程中不断拓展部队规模的发展路径。首先，依据我国

当时现实形势需要，海军航空兵部队建设的最显著特点就是

以建立岸基航空兵为起点，大部分人员来自陆军和空军，机

场全部是陆地机场。其次，作为技术兵种的海军航空兵部

队，在创建过程中武器装备的来源也不尽相同。这其中，有

一部分来自空军的内部支援，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从空

军调入海军的飞机大致就有 170 余架; 剩下一部分来自苏联

的外部援助，主要通过向苏联直接购买以及在苏军撤离旅顺

口时有偿接收。再次，自“1954 年初至 1955 年底，人民海军

航空兵与国民党空军进行重大战役 11 次，共击落国民党空

军飞机 15 架”［9］72，完成夺取浙东沿海制空权、国土防空作

战等任务，这些实战不仅为海军航空兵部队积累了宝贵的作

战经验，也拓展了其自身的发展规模，“到 1955 年底，海军航

空兵已有包括侦察机、歼击机、水鱼雷轰炸机、运输机等不同

机种的航空师 6 个，各型飞机 515 架。”［10］10

3．组建潜艇部队

潜艇作为拥有超强水下战斗力的新型战略性武器，对技

术要求自然更为严苛。基于此，海军潜艇部队的组建就以向

苏联寻求援助与培养潜艇骨干人才为重点。“1950 年 12
月，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购买潜艇并帮助培训潜艇技术

人员的要求。经双方协商，苏联政府同意向中国提供 4 艘潜

艇，并由苏联驻旅顺海军部队帮助中国海军培训艇员和指

挥、保障等相应人员。”［11］8 1951 年初，周恩来总理批准成立

潜艇学习队。1951 年 4 月，潜艇学习队 275 名学员作为新中

国第一批潜艇学员远赴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驻旅顺潜艇分

队学习。1954 年 6 月，人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潜水艇

独立大队正式成立。同年 6 月、7 月，该大队接收了向苏联

购买的 4 艘旧式潜艇，开始担负起海上巡逻警戒的任务。
1955 年 11 月，潜艇部队参加陆海空三军的联合演习，初次

显示了潜艇在海上作战中的战斗力以及在海军现代化建设

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总的来说，“到 1955 年年底，海军先后组建的各兵种部

队已有 23 个舰艇大队，6 个航空师和 2 个独立航空团，19 个

海岸炮兵团。8 个防空兵团，以及各种专业勤务部队。”［6］43

逐步实现从创建初期单一、不成熟的兵种，转为由水面、空

中、水下等诸兵种协同配合的合成、专业军种，已经开始成为

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新型近海作战力量。
( 四) 人民海军创建时期专业人才的培养

人民海军创建时期专业人才的培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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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于“陆转海”人员遵循着首先组织突击性的技术训

练，接着开展文化学习，然后又进行初级军事训练的培养模

式; 第二，针对“老海军”人才主要侧重于对“土海军”的广泛

吸纳以及对“原海军”的量才使用; 第三，则是通过建立专门

性海军军事院校，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海军技术人才。
1．“陆转海”人员的培育

“海军建设必须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以解放军

为基础，不仅是指海军的基本成员是来自人民解放军陆军，

更重要的是说海军建设必须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

传统。”［1］36－37因此，为了保持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和根本方

向，“海军干部中从陆军部队调来的就占了 87．5%”［2］119，为

军队奠定了良好的政治与组织基础。但我国当时正面临着

十分严峻而又紧迫的海上威胁与挑战，而从陆军选调的“新

海军”中很大一部分同志文化程度较低，几乎不懂海军技术，

“来到建设人民海军的新的岗位上，都面临着刻苦学习、迅速

掌握海军知识和技术的严峻考验。”［12］621

基于此，1949 至 1955 年，海军内部进行了三次连续而又

系统连贯的培训学习，使得大部分“陆转海”人员的专业技

术能力和科学文化水平得到“质”的提升。具体而言，首先

开展以应用技能为主要内容的突击性技术训练，使得“陆转

海”人员在海军业务上都有了快速且显著地进步。但突击性

技术训练缺乏系统全面的理论支撑，只能涵盖低水平的粗浅

技术，具有一定局限性。随后，为进一步提高“陆转海”人员

的文化素质与技术层次，中央军委“决定于 1952 年 6 月到

1953 年 6 月在海军内部开展文化学习运动”［3］87。该运动将

“速成”与“实际”相结合，既加强“陆转海”人员对主干课程

的学习，突出重点知识，达到“速成”要求; 又将科学文化知

识与海军自身特点紧密结合，贴合“实际”情况。文化学习

结束之后，中央军委指示陆转海”人员的训练由“文化教育

为主”“开始转入正规的军事训练”［13］277 即初级军事训练。
此时的初级军事训练既强调“在基本战斗单位建立起了一

整套战斗和日常的各种部署”［6］73，又将“训练与作战任务紧

密结合，有针对性地结合作战任务组织临战训练”［6］75，实现

了日常与战斗、训练与作战间的合理统筹。
2．“老海军”人才的广泛吸纳与量才使用

人民海军在创建时期还吸纳了相当数量的“老海军”人

才。这其中，一部分“老海军”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在我国沿海各地开展海上游击战的“土海军”人员以及原

刘公岛起义人员。这些人员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海上武

装力量，海上作战经验较为丰富，了解舰艇设备的相关技术。
因此，人民海军诞生后，“土海军”部队和原刘公岛起义人员

都由陆军统一调入海军，并被分配到海军舰艇或海军机关工

作，逐步成为人民海军创建时期的重要发展力量，“真正实现

了他们建设中国人民自己的海军的宿愿。”［6］18

另一部分“老海军”则来自于原国民党海军军官或士兵

( 又称“原海军”) 。他们大多都是英、美留学归来，具有较高

的文化与技术水平; 但整体上“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

军还缺少认识，对我军的宗旨、建军原则、工作作风等等在认

识和立场方面都有较大差距”［12］623。因此，对待他们的态度

“既要积极团结和争取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又要满腔

热情地帮助他们改造思想作风，克服缺点，不能采取放任、迁

就的态度”［1］40，其中具体措施有: 在思想上组织政治教育;

在政治上给予信任; 在生活上给予关怀; 在工作上一视同仁、
量才使用; 特别在处理与其他海军人员的关系上则要教育陆

兵调来的干部、战士做团结海军人员的模范，主动消除与原

海军人员在思想观念上的分歧。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

政策的感召下，绝大多数‘原海军’人员都焕发出高度的革

命积极性，在人民海军的作战、训练和教学等各个方面都作

出了重要贡献。”［6］28

3．专门性海军军事院校的建立

在人民海军成立之初，中央军委就把创办海军学校视为

海军发展的重要工作。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基于中央军

委“全军办好学校”的方针，海军党委就明确指出，要将海军

学校的建设作为海军创建时期的重要工作。鉴于此，各类专

业性海军学校在这一时期相继组建，至 1957 年，人民海军已

经成立了“指挥学校、机械学校、潜艇学校、快艇学校、炮兵学

校、第一航空学校、第二航空学校、联合学校、政治干部学校

等 10 所海军学校，6 所预备学校，另有军事学院海军系和军

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拥有了一支 2800 多人的能独立

完成教学任务的教员队伍”，“共编写出各种战术、技术教材

580 余种”，“共建成 310 多个实验室、陈列室、专修室和一些

实习工厂，还建了一批图书馆、图书资料室”，“共培训各级

指挥干部和各类技术干部 14900 余名，专业军士和专业并

21500 余名”。［6］82－90显然，此时建立海军军事院校为海军的

进一步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也为接下来人民海

军迈入成长时期奠定了必要的智力与科技基础，进一步推动

人民海军向更为正规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壮大。
( 五) 人民海军创建时期争取苏联援建与向苏联海军学

习

人民海军在创建过程中，除了自身艰苦奋斗外，“还有一

个重要的外部条件，那就是争取苏联援助和向苏联海军学

习。”［6］53特别是 在 20 世 纪 50 年 代，中 苏 关 系 进 入“蜜 月

期”。此时，基于我国海军装备技术水平较为薄弱的现实，人

民海军不仅在武器装备、专业技术、人才教育等方面向苏联

争取援建，还双向参与从而积极主动地向苏联海军学习。
1．争取苏联援建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对人民海军的援建一方面来自于

武器装备与技术。1949 年斯大林曾向我国表明苏联“准备

帮助你们建立舰队”［14］324的基本立场。但受朝鲜战争影响，

此时苏联对人民海军的援建较为有限。直至 1953 年后，苏

联对华的援建才逐步增加，比如在“六四”协定中，我国向苏

联购入了数量较为可观的舰艇、图纸资料和材料设备; 而在

苏军撤离旅顺口时，人民海军则无偿或有偿接收了旅顺海军

根据地的大批装备设施。总之，在海军创建时期，苏联对我

国海军的援建极大地增加了我军的海上战斗力量，并提高人

民海军的近岸防御能力。
苏联的对华援助另一方面来自于派遣海军专家赴华担

当技术顾问。自 1949 年 10 月到 1960 年，苏联海军专家顾

问来华人数“累计达到 3390 余人”［1］45。这些苏联海军专家

顾问对中国海军的援助内容主要包括“援助海军学校建设、
训练海军官兵、为海军机关提供战略、战术与制度建设指导

等方面。通过苏联海军专家顾问的指导，中国海军学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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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发展，海军部队官兵掌握了海军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海

军制度逐步完善”［15］102。
2．向苏联海军学习

1950 年，海军建军会议提出了“向苏联海军学习”的政

策方针，并认为这是必要且正确的。此时，“向苏联海军学

习”，一方面使得广大海军人员能够开拓视野从多方面较快

获取海军知识，掌握必备的海军技术; 另一方面，也为海军领

导机关制定各项条令和规章制度，搞好各方面的工作提供了

宝贵借鉴经验，对海军的现代化、正规化、专业化建设都产生

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在向苏联海军学习的过程中，囿于

自身条件的限制，我们还不能恰当地做到有选择地学，出现

了一些生搬硬套的做法。比如，有些东西学过来之后，在执

行中缺乏检查，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所在，也未能及时研究解

决该问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 在学习国外先进

海军经验时，既要有虚心求教的态度，又必须充分考虑到我

国海军的实际情况，决不能照抄照搬。”［1］47

三、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海军创建的基本特征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海军的创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理

念到实践、从浅至深的发展历程，这一伟大实践彰显了其独

特的品质特征，即在根本原则上坚实党的领导与顶层设计相

结合; 在战略方针上坚持实事求是与灵活发展相结合; 在人

才教育层面坚持重要性与多元性相结合; 在发展模式上坚持

自力更生与取长补短相结合。
( 一) 根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与顶层设计相结合

人民海军在创建时期始终秉持着在根本原则上坚持党

的领导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即在宏观的性质方向上始终坚持

我们党的坚强领导，而具体到海军建设的单个领域则是在坚

持党的领导基础上与海军领导机关的顶层设计相结合。回

溯革命时期，坚持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既保证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胜利，又塑造了一支有政治性、组织性、纪律性的人

民军队。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人民海军就是在我们党的

绝对领导下创建的。党的领导既直接着关系人民海军的性

质、方向与命运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同时还总体影响着人民

海军建设的具体领域，譬如，海军的物质建设、海军的人才建

设，等等。因而，也可以这么说，人民海军创建过程中前进的

每一步，都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
与此同时，人民海军创建初期，我们党还确立了高效的

海军领导机关，由此自上而下的对海军创建进行了具体细致

的顶层设计，并初步形成了以海军领导机关为中心向南北辐

射的“近海防御”布防。总之，在这一时期海军领导机关统

筹规划，不断优化顶层设计以制定科学合理的战略方针，保

证了人民海军在武器装备、人才培养、兵种部队等具体领域

的建设发展。
( 二) 战略方针: 坚持实事求是与灵活发展相结合

人民海军在创建时期的战略方针上，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与灵活发展相结合。一方面，海军战略方针始终以实事求是

为导向。在海军建设方面，实事求是体现在海军建设始终与

国家经济实力相契合，强调以国家现有力量为基础进行建

设。比如，因受经济基础、科技实力限制，当时自行设计建造

舰艇就主要聚焦于小型舰艇，这是人民海军在装备武器领域

实事求是发展的开始。而在海军教育方面，在对于“陆转

海”人员的科学文化教育中，始终坚持将“速成”与“实际”相

结合，尤其是将科学文化知识与海军自身特点紧密结合，贴

合了海军创建过程中的实际情况。
另一方面，基于人民海军具体领域的不同情况，其战略

方针还将灵活发展贯穿始终。由于这一时期我国海军建设

的紧迫性要求，在海军兵种部队战略方针的确立上就以实际

技术难度与现实国情作为考量标准。其中，对于技术难度要

求较低的如护卫艇部队就选择先建军再建校或军、校同步进

行的组建模式; 对于技术难度要求较高的如鱼雷艇部队、海
军航空兵部队等则是按照先建校再建军这一模式组建的; 而

对技术要求更高的如驱逐舰部队、潜艇部队即采用了寻求苏

联援助的建设模式。
( 三) 人才教育: 坚持重要性与多元性相结合

在创建时期的人民海军还十分重视海军专业人才的吸

纳培养以及海军军事院校的建设发展，因而在人才教育方面

显示出意义作用上的重要性与方式方法上的多元性相结合

的逻辑特征。就意义作用上的重要性而言，具体表现在人民

海军自成立之初，既十分重视对于人才的招揽，招纳了包括

新海军、原海军、老海军等在内的一大批有志于建设海军的

专业性人才; 此外，又十分重视对于相关技术人才的教育培

养，逐步着手建设凸显专业性的海军院校教育体系。
方式内容上的多元性，首先，体现在吸纳海军专业人才

时采取的多元途径，譬如陆军调入、起义纳入、公开招收等。
其次，体现在海军院校的多种类型，具体包括海军潜艇学校、
海军快艇学校、海军航空学校，等等。再次，还体现在海军教

育内容的丰富性，不仅涉及海军专业技术知识还涉及科学文

化知识。总之，这些都凸显了人民海军创建时期在人才教育

上重要性与多元性的统一。
( 四) 发展模式: 坚持取长补短与自力更生相结合

人民海军在创建时期的发展模式上，始终坚持取长补短

与自力更生相结合。坚持取长补短，就是认清自身发展的不

足之处，通过与别国的海军军事合作弥补差距。显然，当时

与新中国进行海上军事合作并给予人民海军建设大量倾斜

援助的主要是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人民海军成立之

初，就积极组织购置、仿制苏联海岸炮、水上飞机、轰炸机、水
陆坦克。此外，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两国还签订了旨在

向苏购买军舰、潜艇、鱼水雷、岸炮等武器装备的“海军订货

协定”( 六四”协定) 。
坚持自力更生，则是要在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海军军事技

术、武器装备的基础上立足于自主开发建造。比如，人民海

军在创建时期自行设计建造的小型舰艇既是我国在自主研

发海军武器装备的开端，也显示了人民海军艰苦奋斗的革命

精神。此外，“六四”协定实际上也并不单纯是一份向外的

购买合同，里面也充分体现出自力更生的精神，其中特别是

协定中从苏购入并以我国四大工业城市命名的驱逐舰，就直

接寓意着中国人要靠自己的科技工业建造驱逐舰，更彰显我

们要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海军事业的决心。
总之，1949－1956 年，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人民海军，在

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海军装备建

设、人才培养、技术学习等贯穿于海军创建全局，使其在海

战、护渔护船的实战任务中战绩突出，逐步形成了具有军种

44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特色的建设道路，为人民海军从打根基的创建阶段迈入重提

高的成长阶段奠定基础。
强于天下者必强于海，弱于天下者必弱于海，海权始终

是影响大国兴衰沉浮的重要因素。显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人民海军，从战火中诞生，于战斗中成长，在艰苦中创

业，自创新中发展，从“空潜快”到航母编队初步形成体系作

战能力，从近海防御到远海护卫，从单一兵种逐步发展成为

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战略性军种。立足当下，展望未

来，人民海军应继续朝着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目标砥砺前

行。同时，还应在正确义利观的价值取向里深化与后发海洋

国家的务实合作，依据海上互信机制平台提升中国海洋软实

力，以和谐海洋为理念引领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海

洋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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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5 页) 的理论来源，又有着原创的理论内涵，更有

着深远的重大意义，极大地丰富了以往的共同富裕思想，成

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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