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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军队都实行军衔制度。
军衔制是世界各国军队为明确军中指挥关系、激励士气而普遍采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军队管理制度。
军衔既可以明确军人在军队中的地位、责任和相互关系，也是国家给予军人的荣誉。
军衔制度可以追溯到古代国家的武阶体制。
近代军衔制度出现于15世纪的西欧。
之后，经过二三百年的不断发展与传播，最终形成了现代国际上通行的一项重要军事制度。
　　军衔制在中国的发展始自清末。
1905年新军改革军制，效仿西方，实行新的军阶制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军衔制。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从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其间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
、北洋（北京）政府、国民政府（南京国民党政府）三个时期。
在这38年间，旧中国的军衔制度经过多次修改，逐步完善。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诞生后，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实行军衔制。
但是曾经在抗日战争初期和抗战结束后两次酝酿实行军衔制度，只是因为受当时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
的限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坚实基础，经过
几年的准备，于1955年开始实行军衔制、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史称“三大制度”，作为我军建设的
重要法规，有力地推动了军队正规化建设。
军衔制的实行，增加了军人的荣誉感，严格了军人的等级关系，军衔服装改善了军容，极大地振奋了
全军士气，在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但遗憾的是这次军衔制仅实行了10年，于1965年6月1日正式取消。
关于这次军衔制取消的原因，以往的提法都是简单地归结为受“左”的思想的影响，这是不全面的。
极左思想的影响固然是很重要的因素，但这只是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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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次全面完整介绍了新中国实行军衔制的历史，权威记录和解读有关新中国实行军衔制的历史背
景和曲折经历，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新中国实行军衔制的历史。
作者系国内著名军衔制专家，长期从事中外军衔制的研究工作，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经过多年努力，终
于完成本书的写作。
书中附有大量历史图片、55式军衔和88式军衔的彩色图示以及新中国实行军衔制的大事年表。
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可读性，适合专业人员和军事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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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平，1956年生于北京，河北大学经济系毕业。
后勤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大校军衔。
长期从事军事历史研究，著有《中外军服大观》、《世界各国军衔图鉴》、《二战中的经济战》、《
中国百年军服》、《新中国首次军衔制实录》、《二战参战国军衔服饰》、《历史上的两栖战》、《
蒋介石的文臣武将》、《军服史话》等专著20余本，发表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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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战争年代我军的军衔  一、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里许多中共党员都有军衔  二、抗战中八路
军、新四军部分人员曾有过军衔  三、抗战初期我军酝酿实行军衔制度  四、抗联教导旅佩戴过人称“
大军杠”的苏联军衔  五、抗战结束后我军参加“军调小组”人员都有军衔  六、新疆民族军实行过苏
联军衔制  七、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再次准备实行军衔制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后实施军衔制的准备  一
、1952年评定军队干部级别  二、评定军衔的各项准备工作  三、1955年全军干部评定军衔  四、高风亮
节——让衔的佳话  第三章　正式实行军衔制  一、揭开首次授衔的序幕——中南海授衔授勋典礼  二
、1955年国庆阅兵  三、相继举行授衔仪式  四、授衔授勋典礼请柬的故事  五、授衔之后  第四章　首
次授衔的一些资料  一、一些基本统计数字  二、元帅、大将、上将、中将授衔时的军职  三、首次授衔
时各大单位主要领导人军衔  四、授衔后和取消军衔前各大单位将官人数  五、1955年9月授衔时军长和
军政委的军衔  第五章　首次军衔制的主要内容  一、我军军衔设六等十九级  二、一职多衔的编制军衔
形同虚设 三、军衔的种类区分与称谓  四、军衔的晋升与服役年限  五、配合军衔制实施的55式军服  第
六章　与授衔同时进行的大规模授勋  一、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国家决定奖励革命战争有功之臣  
二、1955年首次授衔时，颁发第一批勋章  三、时隔两年之后，1957年颁发第二批勋章  第七章　首次
军衔制的取消  一、对军衔制度认识上的偏差  二、1965年取消军衔制  三、“减薪定级”与改套地方行
政级别  四、为什么首次军衔制度只实行了十年？
  第八章　恢复军衔制前后准备了八年  一、人民解放军没有军衔的23年  二、从提出“恢复军衔制”到
“百万大裁军”  三、确定“实行新的军衔制”  四、“授衔不授勋”与“授勋不授衔”  五、军衔评定
工作  第九章　重新实行军衔制  一、光荣时刻——三百万官兵大授衔  二、崭新的军容——“87系列服
装”  三、1988年授衔后的一些统计数据  第十章　新军衔制不是对55年军衔制的简单恢复  一、新军衔
制军官衔设三等十一级  二、编制军衔为一职两衔或一职三衔  三、军官军衔的授予与晋级  四、不戴军
衔的军人——颇具中国特色的文职干部制度  五、新出现的“士官”军衔  六、武警部队的警衔制度  附
     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1955年2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
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有功人员的决议（1955年2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
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1955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1955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
法(1955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1965年5月22日）国务院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1965年5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
认1955年至1965年期间授予的军官军衔决定（1988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1988年7
月1日）关于授予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规定（1988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官军衔条例（1994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2000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
部条例（1999年6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1999年6月30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实行警官警衔制度的具体办法（1988年12月17日）1955—1965年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名
录1988—200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名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大事记（1950—2009年）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中国实行军衔制纪实>>

章节摘录

　　1955年2月12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
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
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关于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
现代化建设中有功人员的决议》、《关于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
决议》。
　　1955年5月20日，国防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编制军衔》，规定了各级军官基准职务的编制
军衔。
　　在1955年7月30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四章、军
官的现役和预备役”中，通过立法形式对中将至少尉各级军官的服役年龄作出规定。
　　1955年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授予朱德等1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
级将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授予朱德等131人以一级八一勋章，授予授予朱德等117人以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朱德等570人以一级解放勋章》等决定。
并讨论和批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服装制式和帽徽、军衔肩章、领章、军兵种符号、勤务符号的样
式，决定从1955年10月1日起在全军实行。
　　（三）人员清理　　在实施军衔的准备过程中，人员清理是一项非常复杂而重要的工作。
当时我军尚未实行义务兵役制和薪金制，没有严格的定员定额和正规编制，军官与军士之间有些职务
没有明确划分，人员组织和成分构成比较复杂。
据统计，在实施军衔制前夕，全军军事、行政和技术干部中担任非军官职务的有23万余人，在非队列
单位工作的干部和非正式干部有15万人，还有一批待处理的妇女干部、解放战争中包下来的起义军官
，以及肃反中发现有各种严重政治问题的人。
这些人将近干部总数的一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易授予军衔。
因此，对这部分人必须进行清理，作妥善安排和一定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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