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 1963 年以后全党全国展开批判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对军衔的非
议也随之增长。1965年5月，中央对外正
式宣布取消军衔，从同年 6 月 1 日起全军
统一佩戴五星红帽徽和红领章，只是以军
装上四个兜、两个兜来区别干部、战士。

当时宣布取消军衔制，是认为它“与
我军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是不相符合
的”。除此之外，1955 年实行的军衔制度
相对僵化而无活力，造成了干部晋升“一
潭死水”的状态。当时军队内部没有确定
干部正常的晋升、转业和退休制度，高层
职位近乎“终身制”基本不动，下级自然很
难晋升。例如在开国少将中没有一人能
提升中将，第一批大校中只有四分之一能
提升少将，上校以下干部也因晋级渠道升
迁缓慢，只有部分尉级军官和士兵才能随
职务变化晋升军衔。

解放军取消军衔后，又出现了干部晋
升和待遇的无序混乱。那时部队干部仍

然实行级别与职务的“两轨制”，其级别不
是军衔而是套用地方干部的行政级别，从
军委领导的3级直至排级干部的23级。

1978 年末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
中全会批判了“左”的思想，在重新强调现
代化、正规化的大背景下，1979 年邓小平
为首的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军衔制。不过，
十年动乱结束后军内长期积累的职级混
乱一时不好解决。上世纪 80 年代初军委
组织班子初拟军衔制时，曾设想过这一制
度与上次军衔制作用相似，即主要解决待
遇问题，随后地方干部工资级别改革冲击
了这一设想。

1988年，解放军和武警再次实行军衔
制，并伴之以正常的晋升和干部补充、退休
制度。近30年来，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
官兵”相适应，每年都有大批军官退役，又
有数量相近的军官晋升，这样才使现有军
衔制得以畅行，增强了军人的荣誉感，对多
兵种协同指挥和对外交流也非常有益。

军衔制曾被取消
23年后重新授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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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衔制
经历过涅槃式重生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在革命战争中没有外在的“牌牌”，却
打败了等级森严的反动军队。不过在国内战场上部队编成简单，战
士往往只认识自己的上级，进入多个部队和多军兵种协同作战时，没
有军衔便出现了指挥不便。

彭德怀在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后，在朝鲜战场上一次夜间外出时，
他看到有两支不熟悉的部队在狭窄的路上争道，双方的干部身上没
有军衔标记，结果分不出上下级，互不相让。1952 年他从朝鲜回国
主持军委工作时，便提出要尽快实行军衔制。

其实早在1950年7月，中央军委就考虑实行军衔制，因随后进行了
两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全军又需要进行精简整编，评衔工作直至
1955年才完成。此时为数360万人的军队中有80万名军官和280万
士兵被授予军衔，其中有10名元帅、1050名将军和1300名大校。

1955年9月，元帅、大将和其他将官的授衔式在北京和各部队驻
地隆重举行，接着各单位又举行了校、尉军官的授衔式，在“十一”国
庆阅兵中的受阅部队都佩戴了军衔。在朝鲜的五个军因某些原因于
1956 年才完成授衔，考虑到“志愿军”名义应与国内解放军有所区
别，所佩戴的符号中取消了“八一”字样而只有五星。这些部队于
1958年回国后，又按照国内部队的统一标准发放了符号标志。

1955年
首次实行了军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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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衔作为标明军人社会地位和级别的称号，最直观的标志就是
缀在肩章或领章上的等级符号。人民解放军两次实行的军衔，主要
是以肩章辨别（1958年至1965年军常服上的军衔以领章显示），军人
同佩戴警衔的警察一起，成为从外观一看便知等级身份的特殊群体。

一些对军队建设不熟悉的人会问：各国军队都有编制上的等级
职务，如军、师、团、营各有级别领导，为什么还要实行将、校、尉、士
的军衔制呢？职务和军衔有一定的联系，却不能完全一致。以一个
通俗的比喻来解释，那就是军衔相当“帽子”，职务如同“椅子”。

在军队中，指挥位置即“椅子”是有限的，而且应给予有带兵能力
的人。代表荣誉和待遇的“帽子”倒是可以适当多设一些，尤其是对
那些历史功劳大的人。

中国古代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军衔，却也实行过官职和爵位并
立的制度。唐代贤相李泌就提出“官以任能，爵以酬功”的著名原则。

1955 年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时，就突出了级别酬劳、职务选
能的原因，待遇主要由军衔决定，职务则选胜任者。在首次授军衔
时，同一军衔授予范围的跨度很大，如少将的授予者可以包括正师、
副军、正军至副兵团四个职务段，中将的授予跨度也可包括正军至大
军区副职这三个职务段。当时授衔的掌握相当严格，如只有极少数
资格很老、战功卓著的正师职军官被授少将，大部分资历较浅的副军
职军官只能授大校。

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对全军指战
员都是一件大事，这也是对他们革命战争
中个人业绩的一种表彰和肯定。尤其是
肩章佩戴在外面，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如
何评好军衔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

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最高
统帅，军队评衔时领导干部们一致认为应
授予他大元帅，服装厂还做好了军装。毛
泽东却拒绝接受这一军衔，曾讲过穿上那
身衣服多不舒服，怎么到群众中去？实际
上他对实行军衔制在思想上是有所保留
的，不过还是尊重了多数人的意见。

原定评为元帅的 13 人中，周恩来、刘
少奇、邓小平因已经不担任军职，都推辞
不受。元帅最后评定了 10 人，就是著名
的十大元帅，按名次排列是朱德、彭德怀、
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
前、罗荣桓、叶剑英。

1955 年授予大将军衔的 10 人中，粟
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
张云逸、罗瑞卿为 1952 年评级时的军委

委员级，王树声、许光达定为正兵团级。
1955 年授上将军衔有 57 人，授予标

准主要是 1952 年评定的正兵团级干部，
也有个别副兵团级和准兵团级干部。

1955年授中将军衔177人，授予标准
主要是 1952 年评定的副兵团级和准兵团
级干部和一部分战功显赫的正军级干部。

1955年授少将802人，授予标准主要
是 1952 年评定的副军级和准军级干部，
还有资历较深且战功卓著的正师级干部。

此时的解放军将领虽是身经百战，大
都经过 20 年以上的沙场锻炼，拜将之时
却还是风华正茂。如 10 名元帅平均年龄
57岁；10名大将平均年龄51.7岁；上将平
均年龄47.7岁；中将平均年龄45岁左右；
少将平均年龄 43 岁，最年轻的两名少将
为34岁。

1955 年授衔后又加上 1961 年、1964
年两次补授的少将，被称为“开国将帅”的
共有 1614 名，从籍贯看大都出身最早建
立红军的县份。

3 “开国将帅”1000余名
即诞生在首行军衔制之时

军衔相当于“帽子”
职务如同“椅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打天下”的革命战争中，官兵都穿一样
的服装而没有军衔，解放后进行的现代化战争和实行军队正规化建设
时又深感军队不能没有衔级。1955年以后，全军曾实行军衔制十年，
却因受“左”的思潮冲击和制度自身僵化而终止。1988年全军第二次
实行军衔制，至今仍在继续完善这一制度。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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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 油画：李明峰

养生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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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来集团：在产业扶贫大道上砥砺奋进
系列报道之二：一份沉甸甸的大别山区产业扶贫答卷

金寨县是全国知名的将军县，同时也是著名的“贫困
县”。康美来集团通过产学农合作，以科学思维和先进技
术，采用现代农业合作模式，用十二年时间，彻底改变了大
别山灵芝产业格局，创建了属于金寨大别山的灵芝品牌，
带动近万贫困户种植灵芝，实现收入5亿元，向党和人民
交出了一份属于康美来集团的产业扶贫“答卷”，董事长余
春富也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扶贫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

现在，灵芝种植户的笑声越来越响亮，荷包也越来越
饱满。“现在一年固定四、五万块钱收入，家里也盖了楼
房，合作社可以给你保证，除去工资每年还有分红。”沙河
乡农户李书举高兴地说。以前李书举自己摸索着种植两
亩地灵芝，为提高产量打药、施肥，灵芝品质低，卖不出好
价格，正当他对种植灵芝失望之际，合作社为他打开了大
门。2010 年，李书举加入力源合作社，从此再也不用操
心种植管理和销售问题。

像李书举这样的农户沙河乡还有很多，桃岭乡龙潭
村陈家良，过去种过灵芝，有技术，无销路。2015 年，当
康美来董事长余春富知道他有过灵芝种植经验并且还是
当地在册贫困户时，主动找到他，为他制订脱贫计划发展
灵芝种植，公司经过研究决定让他先试种 5 亩，很成功，
赚了2万元；2016年他就加大规模，扩大到45亩，一年净
收入高达25万元。

七月流火，酷暑难耐。然而在绵延数公里的长岭水
稻示范基地里却人喧鸭鸣，热闹非凡。一块醒目的招牌
矗立在大田中：康美来集团云湶谷股份公司高山有机稻
种植示范基地。云湶谷股份公司基地负责人徐本军表
示，2017年，康美来与安徽农业大学合作，在金寨县最边
远的长岭乡、双河镇等贫困山区开辟高山有机水稻种植
基地1500亩、大别山土鸡散养基地300亩和大别山黑毛
猪养殖基地，其中长岭乡高山有机水稻种植基地，用高于

市场的租地价格优先扭转47户贫困户水田，并优先照顾
这些贫困户有劳动能力的人员长年在水稻基地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工作，以此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

目前，示范基地与胜利、界岭、洪畈三个行政村结
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公司以每亩 6、7 百元不等的价
格租赁村民水田，签订 5 年流转土地经营权证。公司
依照国家有机种植标准，在示范基地推行“稻鸭共育”
耕作模式。

长岭乡党委书记陈奎松对产业扶贫有着深切的感
受。他说，2017 年金寨县制定了“两业”扶贫政策，即就
业扶贫和产业扶贫。就业主要是外出打工，这种创业是
短期的，不可持续的。乡里侧重点放在产业扶贫上。除
了对个体散户创业实行贴补外，重点是鼓励农业经营主
体参与扶贫。这个主体就是种养大户、各类合作社和外
来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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