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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军事大事纪要》反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毛泽东、邓小
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
所走过的光辉历程。
具体内容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建设、作战为主，兼及党和国家的重要军事会议、重大军事决策，武
装警察、民兵预备役等武装力量建设，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和国防工程建设等诸多大事。
目的在于为军内外广大读者学习、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特别是新中国军事史，进行爱国主义和国
防教育提供帮助。
　　《新中国军事大事纪要》编纂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依据军事历史实际，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的有关精神。
所选资料大多出自国内公开出版的书报、文献。
对于诸说不一的事件，编者反复查阅大量历史档案和原始材料，进行认真的考证，并对专家、学者的
最新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的注意。
力采众家之长，力避前人之短，以求史实准确可靠，表述科学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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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年10～12月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命
令10月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取得衡宝、广东、广西等战役的胜利10月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进军
新疆10月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解放厦门10月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剿匪作战10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
命军事委员会组成10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11月第二野战军等部解放西南11月
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支舰艇部队组成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成立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学校成立11月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12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
的指示12月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改称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12月总政治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革
命军人委员会条例（草案）》12月全军团级以上党委建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50年2月第四野战军一
部进行平而关战役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成立2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开始筹建军医大学3月第四
野战军第15兵团发起海南岛战役3月人民解放军成立高炮师，防空部队迅速发展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领导机构成立4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成立5月人民解放军开展整风运动5月第三野战军一部
解放东山岛5月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舟山群岛5月全军参谋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第四野战军一部解放万山
群岛6月人民解放军承建成渝铁路6月空军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6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联合
作出军队复员工作的决定，中央复员委员会成立6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武装部成立7月人民革命
军事委员会连续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东北边防军组成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解放战争4年综
合战绩公报8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
兵领导机构成立8月中国军事顾问团应邀赴越8月海军召开第一次建军会议8月空军拟制《建设人民空军
的四年（1950年至1953年计划大纲》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领导机构成立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
坦克学校成立9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成立9月人民解放军组建空降部队9月全国战斗英雄
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中共中央代表帮助越南人民军组织实施边界战役10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
陆军部队暂行编制表10月全国人民武装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10月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10月毛泽东发布
命令。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10月总政治部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全军普遍建立青年团组织10月海军组
建岸防兵部队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第一次战役11月全军第一次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在北京召
开11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运输司令部成立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领导机构成立11月第一
次全军保卫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第二次战役11月杨根思壮烈牺牲12月青年学
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领导机构成立12月全军通信工作会议
在北京召开12月全军宣传、教育、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第三次战役1951
年1月中央兵工委员会成立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
战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第四次战役2月总参谋部颁布共同条令草案2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志愿
军轮番作战的方针2月全国复员工作总结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领导机构成立3月总
参谋部统一全军步兵学校番号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工兵学校成立3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建立
各级人民武装部4月总政治部召开全军组织工作会议，部署整党4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航空工业管理
委员会成立4月《八一杂志》创刊4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第五次战役4月全军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5
月1951年复员工作开始5月中共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民兵建设的指示》7月朝鲜
停战谈判开始举行7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整编60个现代化步兵师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
学院成立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年9月～1966年5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年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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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月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公布人民　　解放军总部机关精简整编方案　　6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
办事组公布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精简整编方案；11月1日，公布总政治部精简整编方案。
总参谋部原编15个部、局。
方案规定：将装备计划部、军事交通部拨归总后勤部，分别与军械部、运输部合并，将动员部与军务
部合并为军务动员部；将防化兵部改为总参谋部的一个部，称防化学部。
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调查部、中央气象局、国家测绘总局，分别与总参谋部的情报部、
气象局、测绘局合并。
这样总参谋部共编有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兼）、作战部、情报部、三部、军训部、军务动员部、防化
学部、政治部、机要局、测绘局、外事局、气象局、管理局等13个部、厅、局。
总后勤部原编13个部、局。
方案规定：将财务部、军需部、物资部、运输部的油料总务部分合并，称供应部；将运输部的运输业
务部分与总参军事交通部合并，称军事运输部；将军械部及运输部的汽车、陆军船舶的装备管理与总
参谋部的装备计划部合并，称装备部；将工厂管理部、军马部的军马生产部分合并，称企业部；将军
马部的兽医、药材部分合并到了卫生部，仍称卫生部。
按此，总后勤部机关共编8个部、1个局，即司令部、政治部、供应部、卫生部、装备部、军事运输部
、企业部、营房部、管理局。
总政治部原编13个部、院。
新编制仅保留1室5部：将秘书处政治工作研究处、管理局与直属政治部合并为总政治部办公室；将组
织部、青年部合并，称组织部；将宣传部、文化部合并，称宣传部；将保卫部、军事法院、军事检查
院合并，称保卫部；将群众工作部、联络部合并，称群众工作部。
这一精简整编方案的贯彻实施，打乱了人民解放军三总部原来比较合理的组织体制，削弱了领导职能
，给军队及地方工作均造成了一些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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