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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馬浩亮北京
報道：國防動員部與訓練管理部一
樣，屬新組建的軍委六部之一。其
在本輪軍改中獲賦予的重要新職責
是管理規模龐大的省軍區系統。

軍委國防動員部主要架構來自
原解放軍總參謀部動員部，該部最
重要的職責就是徵兵，為軍隊提供
兵源，並指導民兵、預備役等後備
力量。其本身是總參謀部部門之一
，同時又是國防部徵兵辦公室、國
家國防動員委員會綜合辦公室。國
防動員委員會主任由國務院總理擔
任。地方各級國動委主任則由省長
、市長等兼任。如習近平擔任福建
省省長時就擔任省國動委主任。

國防動員覆蓋範圍很廣，除人
力方面，還包括經濟動員、交通戰
備動員、宣傳動員等，需要軍隊與
地方黨政部門密切協作開展。軍委
國防動員部在本次軍改中單列，直
屬軍委，地位和權威得以強化，方
便更好地與地方對接。這也是推進
軍民融合的重要內容。

省軍區是解放軍在各省、自治
區、直轄市設立的軍隊一級組織，

領導若干個軍分區和一定數量的部隊，負責
所在省的軍事工作，主要是領導預備役、民
兵、兵役和動員工作。在以往的體制下，各
省軍區一直由七大軍區分別領導。如南京軍
區領導江蘇、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個
省軍區和上海警備區。本次軍改，七大軍區
撤銷，重劃戰區，戰區只負責聯訓聯戰，省
軍區統一由國防動員部領導。兩委一署加強監督

【大公報訊】記者馬浩亮北京報道：本輪軍改
在強化監督方面力度巨大，重新組建了軍委紀委、
軍委政法委、軍委審計署三個監督部門，此次一併
亮相，構成了新的軍隊監督體系。

原有的中央軍委紀委，主要職能由解放軍總政
治部紀律檢查部承擔，實際成為了總政治部的下屬
機構。本次軍改中，軍委紀委獨立單列，直屬軍委
，同時向軍委機關部門和戰區分別派駐紀檢組，發
揮紀檢監督作用，推動紀委雙重領導體制落到實處
，強化紀檢監督的獨立性、權威性。

軍委政法委領導軍事法院
新的軍委政法委將負責領導軍事法院、軍事檢

察院。國防部發言人吳謙表示，組建軍委政法委，
可以加強軍委對軍隊政法工作的領導，有利於深入
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更好發揮政法部門職能作
用，防範和查處違法犯罪活動，保持部隊純潔和鞏
固。

解放軍審計署原來隸屬於總後勤部，2014年劃
歸中央軍委直接領導，行政事務由軍委辦公廳負責
。本次軍改中，組建獨立的軍委審計署，主要履行
軍隊審計監督職能，組織指導全軍審計工作。改革
審計監督體制，全部實行派駐審計，由軍委審計署
向全軍各大單位派駐審計監督機構，統一垂直領導
。這有利於增強審計的獨立性權威性，從而更好發
揮審計監督效能。

訓練管理部統轄軍校
【大公報訊】記者馬浩亮北京報道：新

成立的軍委訓練管理部，主要機構來自於原
總參謀部軍訓部。訓練與作戰是事關一支軍
隊戰鬥力最基本的兩大工作。特別在和平時
期，進行實戰化訓練尤是日常中心工作。新
的軍委訓練管理部將由原本側重陸軍訓練，
變為統一指導協調陸軍、海軍、空軍、火箭
軍、戰略支援部隊聯合訓練，同時大部分軍
事院校都劃歸該部管理。

在解放軍「八總部」時代，曾於1955年設
立過訓練總監部，主管全軍軍事訓練和院校
，1958年併入總參，改為總參謀部訓練部。

原有的解放軍四總部各轄有若干軍事院
校，有些甚至有十幾所之多。在本輪軍改中
，大量院校從總部剝離，除少數移交相關軍
種外，大部分將由軍委訓練管理部接手。這
一職能安排，與1950年代的訓練總監部有相
似之處。

原總參謀部軍訓部部長鄭和少將2015年
升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他在本輪軍改中回
京進入軍委機關工作，在11日習近平接見軍
委機關負責人的會議上，鄭和在前排就坐。

軍委新班底穩中求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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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輪軍改後，解放軍軍兵種結構得以優化，陸
軍、海軍、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五大支柱
鼎足而立。在軍改的人事布局中，促進軍種融合也
是重要的考量要素，軍委機關部門和軍種領導機構
都呈現出來源多元化的特點。

火箭軍（原二炮部隊）是中國戰略威懾的核心
力量，是大國地位的戰略支撐。本輪軍改中，多位
火箭軍出身的將領獲得重用。戰略支援部隊首任司
令員高津中將來自火箭軍，加上火箭軍司令員魏鳳
和上將，在五大軍種部隊中，火箭軍將領佔據兩席
。充分凸顯出軍委高層對這一戰略軍種的倚重。同
樣出身於火箭軍的原二炮政治部主任張升民少將，
也進入軍委機關新部門擔任主官。他與魏鳳和、高
津一樣，曾任二炮基地主官，後調任二炮指揮學院
政委。

在作為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的聯合參謀部領
導層中，原副總參謀長孫建國海軍上將、乙曉光空
軍中將繼續擔任聯參部副職。健全聯合指揮體制是
本次軍改的重點任務之一，各軍種將領聚首聯參部
，從人事組織上有利於促進軍種融合、協同作戰。

戰區領導層趨軍種多元化
軍委15部門之一的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主任關

友飛少將來自海軍，長期在海軍艦艇部隊服役，並
進入海軍大連艦艇學院學習，後歷任國防部外事辦
公室綜合局局長、副主任、主任，海軍少將軍銜。

武警部隊改革也是軍改的十大任務之一，方向
是加強中央軍委對武裝力量的集中統一領導。兩位
武警部隊高官今次軍改中分獲要職，武警參謀長劉
振立少將調任陸軍參謀長，武警政治部主任方向少
將調任火箭軍政治工作部主任。兩人此前分別在陸

軍集團軍和總部機關任職，在經過武警部隊歷練後，又赴新的
軍種領導機關。這推動了武警與解放軍軍種部隊的交流互動，
適應軍委統一領導武裝力量的趨勢。

解放軍原有的七大軍區都以陸軍為主體，改劃戰區後
，將統一指揮各軍種部隊，未來戰區領導層的人事結
構，也將逐步趨向軍種多元化。

北京觀察觀察觀察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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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將領留任 大軍區新人入京

中央軍委機關15部門新架構啟動運
行，新的人事團隊業已就位。原解放軍四
總部正副職大多留任接掌新業務部門，同
時從地方大軍區和軍種部隊選拔多位高級
將領充實到新組建的軍委部門。軍委新班
底呈現出新老搭配、穩中求變的格局。

大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報道

中央軍委新部門當中，聯合參謀部、政治工作部、後勤保障部
、裝備發展部，基本沿用原解放軍四總部的人事班底。總部制沿襲
了幾十年，今次改為多部制，是重大的體制改革，但必須保持好工
作的有序銜接，維護軍隊穩定。中央軍委委員房峰輝、張陽、趙克
石、張又俠四位上將是原四總部首長，今次分別執掌新的聯合參謀
部、政治工作部、後勤保障部、裝備發展部。

四總部首長續任要職
四個部門的副職多數由原四總部副職留任，但在改革同時也從

大軍區及其他單位補充新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徐粉林上將、濟南軍
區政委杜恆巖上將同時奉調進京，擔任聯合參謀部、政治工作部副
職。

此外，軍委辦公廳主任秦生祥中將留任，原總裝備部科技委主
任劉國治中將出任中央軍委科技委主任，2人已在11日與軍委政治工
作部主任張陽一道以新職務亮相，參加軍委副主席許其亮會見軍隊
院士的活動。

軍委訓練管理部、國防動員部是此次軍委新組建的部門，其領
導成員悉數來自地方大軍區。按照軍方新聞畫面所顯示，原成都軍
區副司令員鄭和、二炮政治部主任張升民、瀋陽軍區副司令員盛斌
、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朱生嶺等人，將是這兩個新部門的軍、政主
官。

大軍區將領有序分流
隨大軍區體制改為戰區，原有的七大軍區將領正有序分流。

有些進入軍種部隊任職，如成都軍區司令員李作成上將任陸軍司令
員，北京軍區政委劉福連上將任戰略支援部隊政委；有些像徐粉林
、杜恆巖進入軍委機關；其餘大軍區將領則有望在新劃設的戰區擔
任要職。

以往的四總部體制下，各單位名稱、級別嚴格對應、整齊劃一
。四總部之下是各二級部，正軍級；各部之下則是正師級的局。此
次軍改之後，15各部門相互獨立平行，均直屬於軍委，但名稱多元
化，包括1辦公廳、6部、3委員會、3個辦公室、1署、1總局。且各
部門級別各異，根據職權不同而合理確定，打破了級別條框，更為
靈活務實。各部位內部普遍減少管理層次、人員規模，提高運行效
率。

軍委15部門負責人曝光
【大公報訊】據中評社報道：中央軍委主席習

近平11日接見新的軍委各機關部門負責人並發表講
話，強調要建設 「四鐵」機關。對於軍委下屬15個
職能部門的人選，只能通過央視新聞聯播的畫面辨
識。

主席台上，中央是習近平，左右分坐范長龍、
許其亮兩位軍委副主席；下面左右中三排桌子，左
右各8人，中間6人，合計22人，這是內圈。內圈外
，左右分設第二排，然後中間往後繼續有5排座位。

不出意料的話，15個職能部門的負責人，就在
這22人中產生。內圈外的第二排、後五排，則是目
前四總部的副手，以及未來15個職能部門的副手領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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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軍陸戰隊近日在新疆持續展開步
坦協同、紅藍對抗等夜間訓練 中新社

▲11日，中國海軍在卡拉奇外海與巴海軍舉行編隊防空、直升
機互降等10個科目聯合海上軍事演練。 中新社

▲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到第13集團軍視察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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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與軍委各
部門負責人開會
最新座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