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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枪械、火炮和坦克等陆军成品装备和技术图纸。
依托于此，中国陆军进入仿制苏式武器的阶段，到 1960 年，中国陆军装备基本实现了制式化与国产化。苏

联对华援助使得中国陆军在短期内实现了装备的更新换代和技术的突飞猛进。同时，苏联还派遣了大批

军事顾问援助中国陆军，中国亦向苏联派遣了大量的陆军留学生，学习苏联军事战术及军工技术。在对待

外援问题上，中国陆军始终立足自主发展，并寻求苏联援助，该方针为中国陆军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0 年代末，中国陆军已由购买现成装备和仿制苏联装备走向自主研发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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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备及技术水平整体落后。由于中国工业基础
薄弱，人才与技术短缺，同时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中国陆军装备的改善与更新只
能向苏联寻求援助。目前学术界关于苏联援华的研究侧重于经济方面，军事方面较为薄弱，其中关于
海军与空军的研究取得一些成果，而陆军却未见专文。① 本文拟在爬梳史料的基础上，对 1950 年代
苏联援华陆军装备和技术、苏联陆军顾问援华、中国自主发展与苏联援助等问题进行考证，以期对此
问题有深入、全面和系统的探讨。

一、苏联对华陆军武器装备与技术援助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仅能生产一些枪械和弹药，火炮、坦克等装备“主要是靠缴获的
物资来保障的”。② 由于装备主要来自战场缴获，这就造成了武器种类、型号十分复杂的情况。建国
初期，就枪械而言，人民解放军拥有枪械 200 余万支，其中步枪的口径多达 10 余种，产自美国、苏联、
德国、英国、日本等 20 多个国家，中国成了各国枪械的陈列馆。就坦克而言，装甲坦克部队“完全依
靠夺取敌人的坦克来装备自己，所有坦克均系日、美式的”③，当时中国陆军约有三四百辆坦克。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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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来讲，型号也有数十种，产自 10 多个国家，被称之为万国牌火炮，其中大部分是骡马拖拽的小口径、
近射程的火炮，性能落后，难以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新中国成立时，“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兵器工业只

能生产一些小口径迫击炮。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我军改善武器装备的主要途径是从苏联进口”。①
( 一) 苏联成品装备直接援助中国陆军换装

随着解放战争局势的变化，中苏双方都希望能就时局交换意见。1949 年 1 月，苏联部长会议副

主席米高扬秘密来华，31 日抵达西柏坡。2 月 1 日晚，周恩来、朱德向米高扬陈述中国军事现状，并提

出军事援助请求。次日，米高扬向斯大林汇报中方的情况与要求，称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仅有 108 门

高射炮、150 门反坦克炮，中方询问“能否向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日式、德式和捷克斯洛伐克式的高射

炮和炮弹”，能否“提供一定数量的反坦克炮”，以及能否“派遣专家并援助一些设备，以便生产武

器”。② 3 日，斯大林答复米高扬，“我们现在没有国外生产的高射炮和反坦克炮。如果中国共产党人

希望的话，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一些俄国生产的高射炮、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武器。至于组织军事工业，

我们会尽量帮助。”③中苏就援助中国陆军装备达成初步共识。同年 7 月，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三百

九十万人，其中四个野战军二百四十万人”。④ 中国陆军数量庞大，但装备以轻型居多。在枪械中，手

枪、步枪等约占九成。在火炮中，小口径迫击炮约占六成，且品种繁杂，整体水平较低。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同意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但志愿军装备非常差，“只有 108

门大炮，一辆坦克也没有”。而据朝鲜得到的讯息，在朝鲜作战的美军 1 个军即约有 1500 门大炮。毛

泽东认为志愿军士兵人数比较好解决，但装备要“完全指望苏联的援助”。⑤ 10 月 8 日，周恩来前往

苏联，向斯大林表达援助志愿军装备的请求，斯大林表示“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
坦克等军事装备”。⑥ 随后，苏联从部队抽调了可“组建 10 个坦克团”的武器装备，交付中国。⑦ 这批

坦克包含“T － 34 坦克 300 辆，ИC －2 重型坦克 60 辆，CAY －122 自行火炮 40 辆”。⑧ 11 月初，中国人

民志愿军已有 36 个师开赴朝鲜战场。5 日，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致斯大林的电文，商请苏联“供给我

国三十六个师的步兵轻武器装备”。⑨7 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能在 1951 年 1 月到 2 月提供

该批装备，包括步枪 14 万支、自动枪 2． 6 万支、轻机枪 7000 挺、重机枪 2000 挺等。�10 斯大林同意按毛

泽东的提议实施，此后，这批装备陆续交付中国陆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几次激烈的战役，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但在战斗中也暴露出志愿军装

备与美军存在较大的差距。1951 年 5 月，中国派出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为团长的访苏代表团，其任务

在于向苏联“购买六十个师的武器装备”。徐向前抵达莫斯科后，即与苏方展开谈判，苏联以“运输能

力有限”，仅同意于 1951 年“解决十六个师的装备”，剩余 44 个师装备到 1954 年完成。�11 在装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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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斯大林认为中方每个师的装备不够强，“提议每师须配备坦克，增加炮火”，毛泽东表示“这是完全

正确的”，并指示徐向前照苏方的意见“具体商谈”。① 6 月 24 日，斯大林推翻原案，同意在 1951 年内

提供 10 个师装备，剩余 50 个师的装备到 1954 年上半年完成，并指出提前完成订单“没有可能”。②
29 日，毛泽东回电斯大林“同意您的意见”，交货时间“按照苏联的生产和运输的可能条件去规定”。③
10 月，斯大林再次推翻该案，他指出 1951 年只能供应 4 个师装备，其余 56 个师将推迟到“1954 年底

完成”。④ 到 1954 年底，中国实际获得 57 个师的装备，其中 1951 年订单中“内含朝鲜三个师”。⑤
1953 年 7 月，朝鲜战争停战后，中方考虑到战争形势有所缓和，除执行原有协定外，“尽可能不再购买

苏联的武器，只进口一些高性能的武器”。⑥

据统计，到 1955 年底，中国共接收苏联 80 余万支枪械、1． 1 万多门火炮。⑦ 依托这批装备，中国

步兵实现了换装苏式装备，炮兵的武器装备也“基本上实现了由多国杂式装备向主要使用苏式装备、
以骡马炮兵为主向摩托炮兵为主的转变”。⑧ 到 1955 年 5 月，中国装甲兵部队“已拥有各种苏式坦

克、自行火炮 3037 辆”⑨，坦克型号主要是 T － 34 坦克，中国装甲兵部队初具战斗力。总之，苏联援助

的这批装备对中国陆军装备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 二) 中方仿制苏联装备

1950 年到 1955 年，中国陆军装备主要以引进苏联现成装备为主，同时开始按苏联装备和图纸进

行仿制，但此时期仿制的多为初级装备，如手枪、步枪、冲锋枪、机枪、迫击炮等。1956 年到 1960 年，

中国基本上停止了引进现成的苏联装备，并开始按苏联陆军新式武器制式仿制高级装备，如大口径火

炮、坦克等，两个阶段具有明显的不同特色。“缴获、购买装备和仿制生产是我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的一个‘桥’”，而最终“是应该走自己的路”，要研制和生产自己的装备，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军队系统

是“有清楚的共识的”。�10

其一，枪械的仿制。枪械的仿制比火炮和坦克的仿制要容易，在 1949 年到 1955 年间，中国就已

开始仿制苏联枪械。中国先后仿制了 51 式与 54 式手枪、53 式步枪、50 式与 54 式冲锋枪、53 式轻机

枪与重机枪、54 式高射机枪等。1955 年 1 月，苏联“向中国提供了 7． 62 毫米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
机枪和 14． 5 毫米二联、四联高射机枪的图纸、技术资料及样枪”。1956 年，中国按照苏方枪械的资

料，仿制“生产了大量的 56 式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和班用机枪”，换下了 53 式步枪、54 式冲锋枪和 53
式轻机枪，56 式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成为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枪械。1957 年到 1959 年，中国

相继仿制出 58 式轻机枪与 58 式高射机枪等。�111950 年代中后期仿制的枪械较 1955 前仿制的枪械有

较大进步，主要表现为易操作，携带方便; 精度好，火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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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火炮的仿制。迫击炮是一种以攻击遮蔽物后方为目标的火炮，中国按照苏联迫击炮型制，

先后仿制了 53 式 82 毫米迫击炮、55 式 120 毫米迫击炮与 56 式 160 毫米迫击炮，中国陆军形成第一
代制式迫击炮系列。火箭炮是一种应用无坐力炮射击原理发射的筒形射击火器，中国按苏联火箭筒
型制仿制了 56 式 40 毫米火箭筒。榴弹炮和加农炮是地面炮兵的主要压制武器，中国按照苏联技术
资料仿制成功了 54 式 122 毫米榴弹炮与 56 式 152 毫米榴弹炮。中国按苏联技术资料仿制了 54 式
76 毫米加农炮、56 式 85 毫米加农炮和 59 式 130 毫米、152 毫米加农炮。榴弹炮和加农炮的仿制开创
了中国自行仿制生产大口径火炮的记录。反坦克炮是用以攻击装甲的地面火炮，1955 年，中国按苏
方资料仿制了 55 式 57 毫米反坦克炮。坦克炮是坦克的主要攻击装备，1958 年，中国仿制成功了 100
毫米线膛坦克炮。高射炮是从地面攻击空中目标的火炮，中国按苏联资料前后仿制了 55 式 37 毫米、
59 式 57 毫米和 59 式 100 毫米 3 种高射炮，组成了对低空、中低空和中高空目标的火力配系。① 到
1960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拥有了“新式国产的大口径加农大炮”，“威力强大的自动化的高射
炮”，炮兵部队已“成为无坚不摧的现代化炮兵”。②

其三，坦克的仿制。1955 年 11 月，中国从苏联引进了 T － 54 图纸，同时购进 T － 54 中型坦克和 T
－ 54A 中型坦克样车。包头 617 厂以此为基础，进行仿制生产，到 1958 年底组装出第一辆坦克。
1959 年，第一批国产 32 辆坦克陆续出厂装备部队，该型号坦克被命名为 59 式中型坦克。同年 10 月
1 日，首批量产的 59 式中型坦克“参加了建国 10 周年阅兵庆典”。③ 《人民日报》对此次国庆阅兵中
的坦克评价，“参加受检阅的我国制造的新型坦克，性能优良，有各种最新式的技术装备和强大的火
力”，而且强调这是“祖国制造出来的”。④59 式坦克就是按照 T54 坦克的“图纸来设计的”⑤，性能良
好，成为中国第一代主战坦克。59 式坦克的量产掀开了中国装甲兵团建设的新篇章，从而结束了中
国不能生产坦克的历史。

经过艰辛奋斗、拼搏与探索，到 1960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备初步实现了制式化和国产化，

并为自行研制奠定了基础。1950 年代末 1960 年代初，中国陆军武器系统开始逐渐脱离苏联武器装
备的制式，进入自主研发阶段。

二、苏联陆军顾问援华

1949 年到 1960 年，苏方向中方派出了大批陆军顾问。苏联顾问对陆军建设“提出了许多好的建
议和意见，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完善了中国陆军规章制度、培养了中国陆军人才、传授了装备技术
等。当然他们“也时常表现出老大思想，听不进不同意见”，中方与苏联顾问之间也“常有争论”，但总
体上“双方合作还是愉快的”。⑥

( 一) 援华陆军顾问、专家概况及其贡献

据统计，1949 年到 1960 年，苏联海军援华顾问人数“累计达到 3390 余人”⑦，苏联空军援华顾问
人数为 2021 名。⑧ 彭德怀的军事秘书王亚志认为，“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来华总数大约有 10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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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4—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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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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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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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①，这个数据包括了大量的辅助人员。沈志华认为，大体“砍掉 1 /3，那么苏联军事专家至少也有
7000 人”②，去掉海军和空军援华顾问人数，陆军援华顾问人数有 1500 人左右。③ 建国初期，人民海
军与空军均为初创，更需要苏联的援助，因此海军和空军援华专家要多于陆军。1949 年到 1955 年，

苏联陆军援华顾问一直保持在二三百人左右。如 1953 年，“中国陆军系统的顾问共 294 人”。④1956
年，随着中国陆军部队的发展，各方面对苏联顾问的需求有所下降。鉴于此，同年 5 月，彭德怀与苏联
军事总顾问商定援华军事专家人数，“从现有的 592 名，减为 422 名”⑤，其中海军由 93 人增加至 145
人，空军由 78 人增加至 120 人，而陆军顾问人数大大缩减。此后，陆军系统的顾问人数呈现下降
趋势。

1958 年 7 月，赫鲁晓夫访华时，他认为中国各领域已不再急需苏联顾问，且中国时常批评苏联顾
问，他建议“把顾问全部撤回”，如果中国需要技术，可以“派人去学”。毛泽东认为中国还需要顾问，

赫鲁晓夫又提出“可以考虑把军事顾问都撤回来，因为你们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
党，拥有你们那样丰富的军事经验”。邓小平提议，“可以考虑把顾问制改成专家制”，限制部分权力，

赫鲁晓夫对此表示同意。⑥同年 8 月，军事顾问制改为专家制。1956 年到 1960 年，是中国武器仿制的
关键时期，中国对于苏联军事技术顾问的需求极度迫切，鉴于此，毛泽东一再强调军事指挥顾问可以
撤回，但军事技术顾问应留下。因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事件，在互相不信任的基调下，中苏任何一方
的意外举动，都可能使中苏关系走向恶化。1959 年 10 月，赫鲁晓夫再度访华，两国领导人甚至发生
了争吵，中苏关系已岌岌可危。1960 年，中苏双方在公开场合互相指责，矛盾进一步激化。7 月，苏方
照会中方，将“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苏联专家和顾问”召回苏联。⑦

苏联陆军顾问对中国的援助主要包括援助陆军学校建设、参与制定陆军规章、传授苏联武器装备
的技术以及训练中国陆军官兵。

第一，援助中国陆军学校建设，参与学校教学与规章制定。首先，陆军系统中的苏联军事顾问多
数分配到了军校。如在炮兵中工作的苏联专家，“前前后后大概有几十人。少部分在机关，大部分在
学校”。⑧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及各兵种学校，如高级步兵
学校、高级炮兵学校和坦克学校等都聘请了苏联军事顾问。如在创办第二坦克学校之初，“为进一步
加强学校建设”，军委“派来苏联专家帮助学校建设”，在各方的努力下，“学校很快走向正规”。⑨ 其
次，参与制定学校规章制度。苏联军事顾问既参照苏军学校的经验，又结合中国陆军的特点和经验，

积极“协助制定条令、训练大纲等制度性文件”。�10学校条例的制定为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和运行提
供了制度上的支撑。再次，参与学校的教学与管理。在教学中，一般先由苏联顾问向中方教员传授知
识，然后再由教员教学员。1954 年，朱德对这种教学方式给予了肯定，认为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军校
“培养了许多教员”，“很有成绩”。�11 总之，由于“苏联专家大公无私的帮助，经过全体同志的共同努
力”，学校在教学、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收获，并“初具规模”。�12

第二，参与制定陆军规章。中国陆军兵种原来仅有步兵，装甲兵、炮兵等兵种都是新设的，因此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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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第 239 页。
朱德:《倡导部队钻研军事学术风气》，《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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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苏联顾问“帮助组建领导机构和拟定部队编制”。① 同时，各新设兵种的规章制度几乎是零基础，因
此各项规章的制定多是参照苏联来拟定的。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指出，“特别是在技术方面的各种
制度，几乎全都是按照苏军的经验去作的”。② 如 1951 年 7 月，装甲兵“参照苏军条例颁发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摩托装甲兵车场勤务与车辆使用条例( 草案) 》”。③ 尤其重要的是苏联军事顾问曾多次建
议中国实行“四项制度”，即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和勋章奖章制，并“提供苏联的有关条令、条
例，供我军参考”。④ 在听取苏联顾问的建议后，1953 年中央军委相继成立兵役法、军衔和薪金筹备
委员会。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1955 年中国开始推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和勋章奖章制。苏
军的规章制度对中国军队的转型影响很大，推动了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

第三，负责技术的传授及官兵的训练。在购买装备基础上，中国还引进了苏联枪炮、坦克技术图
纸，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中国武器装备仿制生产“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⑤ 如果没有苏联专家的指
导，中方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掌握如此复杂的技术。苏联军事顾问“帮助我们掌握技术，消化资料，

进行仿制等，做了大量工作，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即便中苏关系紧张以后，“有的专家仍然表现很好，

热心地从事他份内的工作”。⑥ 对于中国陆军而言，很多方面都是不曾接触过的业务。如装甲兵是中
国陆军的一个“新兵种”，“坦克兵是从步兵、炮兵调来的，对坦克技术还不熟悉”，所以急需苏联顾问
帮助训练中国的坦克官兵。⑦ 为了使官兵能够尽快学到本领，装甲兵部队决定“采取由苏军先给干部
上小课，再由干部教自己的乘员，先干部后战士，现买现卖，强调互助，包教包学，少讲多做，边讲边做，

直观教学”。⑧装甲兵首席苏联顾问马雷金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装甲兵特点的训练大纲、
射击教程、驾驶教范和有关技术工作的条令、条例”，同时要求“加强军官训练”，使其“能独立地教育
下级和帮助他们的工作”。⑨ 再如炮兵部队，苏联顾问既要负责订购炮兵装备，又要负责训练炮兵使
用和维护装备。正是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中国陆军官兵才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先进的装备技术。

揆诸以上史实，苏联军事顾问在不同业务上帮助我们解决了军队建设“实际工作中的许多难
题”，“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避免了许多错误”�10，推动了中国陆军的建设和发展。

( 二) 与苏联专家的矛盾和解决方案

1949 年 6 月，斯大林在与刘少奇会谈时，就苏联顾问在华的纪律问题表示，如果他们在华期间表
现出态度傲慢，或是犯了错误，“我们对此将进行警告、教育。必要的话，将进行惩罚”。�11 9 月 19 日，

苏联部长会议通过援华军事顾问在华行为规章。第一，苏联军事顾问援华期间必须给予中国军队
“最大的实际援助”。第二，苏联军事顾问必须牢记中国军官才是部队和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不能
越俎代庖，代替中方下达命令和决策。第三，苏联军事顾问在提意见时，必须“考虑中国的经济、政治
和军事状况”。第四，当中苏间发生争吵和矛盾时，苏联军事顾问须将问题上报“中国相应的上级军
事部门”。第五，不允许苏联军事顾问态度“高傲”。第六，在规定的薪金外，不得获取“额外的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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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① 这些规章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苏联军事顾问在华的行为。
尽管苏联对在华军事顾问有着严格的规范，但在实际相处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苏联部

分顾问态度傲慢，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彭德怀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反映部分苏联顾问“在作风上也
很粗暴”，“对我们在个别地方不采用苏军条例，很不满”。② 同时，有些苏联顾问“不考虑我们的具体

情况，总说我们‘拖拉’”，只要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办，就会抱怨。③ 其次，苏联顾问主张中方应完全效
仿苏联的军队制度。建国初期，我国军队缺乏制度和条例规范，苏联专家翻译苏联制度和条例用于中
国军队，部分条例不考虑中国情况，“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④，如过度强调上下级的等级关系，

忽视了军队的民主和团结。中苏间争议较大的问题是一长制，苏联顾问建议中方采用一长制，但一长
制显然不符合中国军队在长期作战过程中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度。再次，军事顾
问制度不完善。军事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

意见”。⑤苏联军事顾问绝大多数是好的，坏的只是少数、个别的。苏方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多数苏

联援华顾问也注意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如装甲兵首席苏联顾问马雷金表示他不会“乱发议论”，而
是“了解情况和熟悉环境”后才给出建议。⑥

中方在向苏联顾问学习过程中也存在问题。中国部分陆军官兵“不加分析地死守着不合时宜的
老一套，不愿意学习，不愿意前进”，不愿向苏联顾问请教。还有部分官兵骄傲自满，认为打败过日
本，打败过蒋介石，也在朝鲜打败过美国，“自己的一套已经能够应付将来的战争”⑦，根本不听苏联顾

问意见，致使一些苏联军事顾问无事可做。鉴于此，1953 年 1 月 1 日，毛泽东指示，“一定要将苏联的
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⑧ 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做总结时，指出苏联专家“军
事的专门科学知识是精湛的，他们是诚心诚意、大公无私、积极负责来帮助我们的; 我们要切切实实地
向他们学习，不厌倦地向他们请教”，要“克服骄傲自满、墨守成规”，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军事的现代

化。⑨当问题出现后，中方首先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苏联军事顾问认为，一些中国陆军官兵“主动地

系统地向他们介绍情况不够，对他们的意见重视不够”。对此，毛泽东指示，“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

批评”。�10 毛泽东在同尤金会谈时指出，“我们过去也有缺点，没有主动多向苏联同志介绍情况。现在

要克服这些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11如在高级炮兵学校，苏联顾问认为，“系里对他们的意见不重

视，几位顾问谈论时流露出不高兴的样子”。高级炮兵学校校长孔从洲给翻译规定，要及时将顾问意
见反馈给学校领导，使得学校领导“及时了解顾问的意见”，能够采纳的意见及时督促实施，不符合中
国军队的建议要及时解释原因。因此，苏联顾问也遇事主动同中方商量，“积极提出改进教学的建

议，热情很高。在高级炮校工作期间，我们同苏联顾问的关系是非常融洽密切的”。�12

当问题出现时，中苏双方都能从自身反省不足，积极探索改善双方的关系和解决分歧的方法。总
之，中国陆军官兵与苏联援华顾问整体上相处融洽，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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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引进苏联装备和聘请苏联陆军顾问，中国还坚持实施走出去的方法，向苏联军事学校派出大

量留学生。1950 年代，中国向苏联“派出军事留学生 800 人左右”①，其中，海军派出留苏学员 300 余

人，空军 200 余人，陆军约 200 人②，陆军留苏学员主要分布于列宁格勒炮兵指挥学院、苏联装甲坦克

兵学院等。③ 1951 年 5 月，徐向前访问苏联期间，参观了苏联的斯大林摩托装甲学院及高级步兵射击

学校，他认为该校的“设备非常完善，教育方法与实际相结合，用很多方法使学员易懂”。回国后，他

向毛泽东提议“由国内选一批有经验有适当文化的较年轻的营或连以上优秀干部送苏联学习，造就

一定是很快的，请考虑是否可行”④，该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批准。1953 年，军队系统共派出 98 名留苏

学员，其中海军 55 名，测绘兵 10 名，卫生兵 8 名，装甲兵 7 名，炮兵 6 名，通信兵 6 名，空军 6 名⑤，这

是陆军第一次向苏联派遣留学生。此后，每年陆军都会派出官兵前往苏联留学。1954 年 9 月，以国

防部长彭德怀为团长的代表团访苏，彭德怀、许光达等看望苏联装甲坦克兵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彭德

怀指出，“我军搞现代化建设需要坦克，你们要集中精力好好学习，把苏军装甲兵专业学到手”; 派你

们来学习，“国家是要付学费的，每人 40 两黄金”。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也指出，“坦克是装甲兵的基

本装备，要建设现代化的装甲兵，没有先进的优良的技术装备是不行的”，嘱咐留苏学员“对苏军现有

的新型坦克技术，要很好学习钻研”。⑥陆军留苏学员按期顺利毕业，回国后对中国陆军建设做出了突

出的贡献。

三、立足自主发展并寻求苏联援助

对待外援问题，中方一贯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1950 年代，中国军队“学

习苏联是肯定的”，学习苏联与立足自主发展是一致的，“没有矛盾”，必须学会的是苏联的“军事思

想，新的战术、技术”等⑦，为自主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1950 年到 1960 年，中国在处理自主发展与寻

求苏联援助关系时，各时期有不同的政策。
1950 年代初，中方强调的是“学不学”问题，鼓励学苏联。建国时期，中国陆军装备差，工业基础

薄弱，又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向苏联寻求帮助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1953 年 1
月，毛泽东在高级步兵学校第一期开学典礼上指出，我国装备技术落后，为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们
“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⑧ 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必须反对骄傲自满”，反对“固执地停顿于

旧阶段”。⑨ 为了响应毛泽东关于“向苏联军事科学学习”的号召，当时陆军院校和机关强调，“先把

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学到手”，向部队和学员传达“不走样地学”等指示，提出全面学习苏联军事科学

的要求。学习过程中出现“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偏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则是不可避免的，是

可以理解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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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中国陆军以购买现成装备为主，但毛泽东等领导人已开始考虑引进技术问题。1951 年 4
月，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中国计划“发展兵工厂”，中国武器装备生产标准计划采用苏联规格，首先请
苏联提供“步兵武器和弹药的许可证”①，斯大林同意援助中国制造苏军装备中“现有各种武器、弹药

所必需的蓝图”。② 徐向前前往苏联谈判军事援助前，毛泽东对其叮嘱，“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
的兵工生产”。5 月，徐向前抵达苏联，经过谈判，苏联“同意转让几种兵工生产的技术资料，帮助建设

一些工厂”，但斯大林也有顾虑，“缩手缩脚”。③ 1952 年 5 月 21 日，聂荣臻、周恩来签发中央兵工委
员会《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我们现有的兵工工业，在品种上、数量上或技术水平上，对国防军的要

求均相差很远”，为了适应国防需要，“首先应使现有的人力、物力发挥应有效率”。④聂荣臻认为，如

果在武器装备方面完全依靠外援，必然会“让别人牵着鼻子走”。⑤ 1954 年，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
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军队装备的现代化“不是单靠国外订货所能解决的”。⑥ 揆诸以上史实，我
们可以看出，在建国初期，中国陆军就已经在引进外援的同时注意到了自主发展。

到 1955 年后，随着学习苏联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问题越来越突出，“怎么学”成为主旋律，更强调
辩证地学。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指出过去“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吃了亏，以后要“有分析有批判

地学”。⑦ 1958 年的联合舰队、长波电台事件使得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此后，中方更强调自主发展。
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
“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⑧ 如炮兵部队于 1950 年代初期“就照搬了苏军的模式。在正规化建

设中，形式主义的东西也不少”。50 年代后期，则在坚持立足我军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苏联及
其他国家的经验”。⑨

中国陆军武器装备走向自主研发之路。历史事实证明，中国陆军装备先购买苏联成品，再到仿制
苏联装备，最后过渡到我国自行研究设计，这种方案是符合国情的选择。到 1950 年代末，主要以自行

研制为主。其一，63 式坦克的自行研制。1958 年 8 月，国防科委与装甲兵司令部对军事工程学院和
五机部 60 设计所等单位下达“研制我国第一代水陆坦克的任务”，这次研发“没有模仿、照搬”苏联，

而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到 1963 年 5 月“完成了设计定型，胜利结束了我国第一代水陆坦克的研

制任务”。�10 其二，63 式火箭炮的自行研制。1958 年，中国“开始自行设计研制炮兵武器装备”，“只
用了 5 年时间”就研制成功了 63 式火箭炮，并很快生产，装备了部队。�11 其三，63 式自动步枪的自行

研制。1959 年，中国开始自动步枪的研制工作，到 1963 年完成了设计定型。63 式自动步枪开创了独
立自行研制自动步枪的新局面。1960 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回在华所有专家，对中国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但“迫使我们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进入科研攻关新阶段”，这是中国武器

装备自主化的重要转折点。�12

聂荣臻指出，军队装备建设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避免“严重的依赖思想”，国内供应不了的材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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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外订货，技术关过不去，就请苏联专家，固然一时省心省力，但是“在形势变化了的时候，矛盾就
暴露出来了，搞得很被动”①，固步自封与严重依赖外援这两种极端思想都要不得。1950 年代，中国
陆军军队对待外援的方针既强调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又不排除争取必要与可能的援助。对于争取外
援与自主发展的关系，毛泽东认为“争取苏联的援助是很需要的，但主要的还是自力更生”。② 正是因
为中国陆军始终坚持立足自主发展，并积极寻求苏联援助的方针，才为 1960 年后的自主研发和生产
奠定了基础。

结 语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武器主要取之于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军
工技术落后和人才短缺，加之以欧美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中国军事装备的更新换代只能向苏
联寻求援助。1957 年，彭德怀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30 周年大会上指出，由于苏联的援助，“我
军装备技术改善的速度和范围，都是空前的。目前，国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陆军制式武器的
需要。”③

1950 年代初期，苏联也“正忙于医治战争创伤”，以往我们的宣传工作“只注意强调苏联如何强
大，对他们的困难极少涉及”。④ 有人认为苏联援助中国的武器是落后的，因此否定苏联援建中国军
队建设的贡献，该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二战后，苏军淘汰了一大批武器，苏联援助中国的 36 个
师的步兵轻武器和 60 个师的装备基本上都是库存的旧品，聂荣臻对此评论，“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
的东西交给别人”。⑤ 苏联援助中国的陆军武器虽落后一些，但“不能仅以部分枪炮的状况而否定苏
联武器对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力量所起的主导的、积极的作用”。⑥ 1950 年代中后期，苏联亦
向中国提供了部分枪械、火炮和坦克样品及图纸，以便中国进行仿制生产。当时中国武器库中的现代
化武器，或是苏联制造的，或是根据苏联提供的样品和设计图纸仿造的，大体符合实情。彭德怀对于
苏联援建中国军队建设曾指出，“苏联在供应军事装备和帮助我们建设军事工业方面，作了完全兄弟
般的努力”。⑦

1950 年代初期，苏联主要是直接援助中国陆军成品武器装备，帮助中国陆军在短期内实现武器
装备升级。在苏联成品装备的援助基础上，中国根据苏式陆军武器装备制式和图纸，进行仿制生产，

尤其是 1950 年代末，开始进入自行研制的新阶段。苏联在援助中国装备及技术同时，还向中国派出
了大量的陆军顾问，他们帮助中国维护陆军装备，训练中国陆军官兵，援助军校建设，推动了中国陆军
的发展。在自主发展和寻求援助的关系上，中国陆军始终坚持立足自主发展为主，寻求外援为辅的方
针，该方针为中国陆军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文为河南省高等学校暨河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资助项目“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研

究”( 2020 － CXTD －02、2019CXTD003)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9 批面上资助项目“人民海军的创

建与发展研究”( 2021M690901) 、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民国海军建设与发展研究

( 1912—1949) ”( 2022 － ZZJH －293)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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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oviet Union’s Assistance to Chinese Army Construction ( 1949 －1960)

HE Xuejiao1 HE Huaika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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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the Soviet Union provided China with fin-
ished army equipment and technical drawings such as guns，artillery and tanks． Ｒelying on this，the Chinese army entered the
stage of imitating Soviet style weapons． By 1960，the equipment of the Chinese army had basically realized standard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The Soviet Union’s assistance to China made the Chinese Army realize the upgrading of equipment and rapid pro-
gress of technology in a short time． At the same time，the Soviet Union also sent a large number of military advisers to assist the
Chinese army，and China also sent a large number of army students to the Soviet Union to learn Soviet military tactics and mili-
tary technology． On the issue of foreign aid，the Chinese army has always been based on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sought
assistance from the Soviet Union． This policy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army． At
the end of the 1950s，the Chinese army has moved from purchasing ready － made equipment and imitating Soviet equipment to
a new stage of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ssistance; the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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