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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震 同 志 生 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

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
导人，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5年9月3日17时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张震同志 1914 年 10 月 5 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长
寿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张见生。1926 年秋，在家
乡参加劳动童子团，任副团长。1928 年参加平江县少年
先锋队（后改为平江县青年反帝大同盟），任宣传部部
长，从事反帝爱国活动的宣传组织工作，曾两次参加“平
江扑城”暴动。1930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张震同志任红五军第2纵队特务
大队宣传员、第1师第1团宣传队队长，参加过第一、第二次
攻打长沙的战斗。1931年起任红三军团第5军第1师第1团
4连政治指导员，第4师第10团通信主任、营长。参加了中央
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他英勇果敢，冲锋在前，两
次负伤。1934年10月，从江西雩都出发长征。先后任红三军
团第4师第10团作战参谋、第3营营长、团管理主任。率部参
加了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在界首渡过湘江和“四渡
赤水”等作战。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4师通信主任，参加
直罗镇战役。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第4师第12团参谋
长。同年11月，他与团长邓克明、政治委员周赤萍率部参加
山城堡战役。任团参谋长期间，他利用本团在环县一带担任
警戒与东北军对峙的机会，积极向东北军官兵宣传中国共
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组织开展以环县为中心的群众工作，
参与创建新的苏区。1937年2月，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
习，接受比较系统的军事和政治理论教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震同志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
参谋、总务科科长，在阎锡山部广交朋友，积极开展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1938年
2月调赴河南确山县竹沟镇，任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留守
处参谋长、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参谋长，组织训练抗日武
装，开展河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他率一个班解除了豫鄂
边土匪段可祥部七八百人的武装，并将其收编补充到新四
军第4支队第8团。同年9月，他参与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
并任参谋长，随同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率部挺进
豫东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
地。同年10月，与彭雪枫同志指挥部队在淮阳东北窦楼与
日军作战，他身先士卒，腿部负伤，取得了挺进豫东敌后抗
击日寇的首战胜利。1940年2月任新四军第6支队参谋长
兼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同年6月任八路军第4
纵队参谋长。同年11月，与彭雪枫同志指挥第4纵队一部
在板桥集挫败日伪军的大举进攻，毙伤敌1000余人，击落
日机 1 架，创造了华中敌后抗战打下日军飞机的先例。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4师参谋长兼淮北军区参
谋长。他协助彭雪枫同志率领第4师指战员和豫皖苏边区
广大军民进行了3个月艰苦的反顽作战，为打退国民党顽
军东进苏北与北上山东的行动，起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
用。1941年秋，他兼任抗日军政大学第4分校副校长，负责
编修教材，指导演习，努力加强第 4 师部队的教育训练。
1942年11月，日伪军兵分五路对淮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冬
季大“扫荡”，他与彭雪枫、邓子恢同志一道将第4师师部和
后方机关分批转移，指挥各旅、团与敌反复周旋，给日伪军
以重大杀伤，挫败了日伪军的“扫荡”。1943年3月，他与彭
雪枫同志指挥第4师第9旅一举粉碎东路进犯山子头地区
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生俘韩德勤及其部属千余人、
击毙数百人，粉碎了顽军东西合击新四军的图谋，进一步
巩固和扩大了淮北抗日根据地。1944年8月，根据中共中
央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指示，他与彭雪枫同志指挥部队
进行西进战役。同年10月，在砀（山）南战役中，全歼顽军第
30纵队700余人，成功打通了新四军同陇海路北八路军的
联系。随后他与韦国清同志一起指挥了华中地区反顽作战
中规模最大的战役——永城北部保安山战役，歼顽军
3600余人。同年 12月，兼任新四军第 4师第 11旅旅长和
淮北路西军分区司令员。1945年5月至7月，他率部发起
以歼灭伪军第15师为目标的宿南战役，歼灭伪军1900余
人，解放20余万人民群众，使淮北路西根据地的8个县完
全连成一片，受到新四军军部专电嘉奖。在频繁战斗的间
隙，他著文立言，撰写了《东征以后》《周年回忆》《三个月来
反顽斗争在军事上的初步总结与今后任务》《论宿东游击
战争经验》等文章，总结平原游击作战和反顽斗争的经验。

到抗日战争胜利时，他参与领导创建的豫皖苏边区抗日民
主根据地，成为全国19个著名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张震同志任华中野战军第 9 纵
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陇海路徐（州）海（州）段
破击战。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率部参加了
朝阳集、泗县、两淮、宿北等战役。1947 年 1 月，他率第 9
纵队与第6、第7师和第2纵队一起，在沭阳地区阻击由盐
城、涟水北进的国民党军，有力保障了鲁南战役的胜利。
同年2月任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先后参与指挥
了莱芜、孟良崮、南（麻）临（朐）、胶东等战役。在孟良崮战
役中，他和韦国清同志指挥第 2 纵队与兄弟部队一起顽
强抵抗向孟良崮增援的国民党军第 7军、整编第 83 师等
部，有力保证了华东野战军主攻部队在孟良崮歼灭国民
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 74 师。1948 年 3 月起，任
华东野战军第 1兵团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同年
6月，协助粟裕同志指挥豫东战役并取得重大胜利，歼灭
国民党军 9万余人，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
为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1948 年 8 月
至 9月，他协助粟裕同志指挥济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守军
10万余人，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国民党军重兵坚固设
防的大城市的先例，中共中央在贺电中称济南大捷“是两
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同
年 11 月，他参与指挥淮海战役，并与粟裕同志联名提出
将南线国民党军主力抑留于徐州及其周围逐步歼灭的重
要建议，毛主席以中央军委名义亲复粟、张，采纳了这个
建议，对扩大淮海战役规模，使之发展成为南线的战略决
战起到了积极作用。1949 年 3 月，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

（后兼华东军区参谋长），参与指挥渡江战役、上海战役，
率部攻占南京、杭州、上海并向福建进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震同志参与筹划解放台
湾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斗争。1952 年 3 月调任解放军
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1953年5月赴朝鲜参战，任中国人
民志愿军第24军代军长兼政治委员，率部先后进行了夏
季反击战役第二次进攻作战、金城进攻战役，取得胜利。
同年 12 月，他提出先攻占大陈岛再攻金门的建议，受到
毛主席的重视和肯定，为浙东沿海岛屿的全部解放作出
了重要贡献。1954年12月入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
学习。1957 年 9 月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1962
年 9月任院长。他坚持以教学为中心，重视毛泽东军事著
作的学习和现代战争理论研究，亲上讲台，以自身的战争
实践经验为广大学员讲授学习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
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课程，深受学员的好评。在长
期的院校教育中，他大力加强教员队伍建设，积极推行教
学改革，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培养训练了大批干部。

“文化大革命”中，张震同志遭受迫害，被下放到武汉
钢铁公司机械总厂劳动。他虽然身处逆境，但始终坚持原
则，与林彪、江青集团进行坚决斗争。1970年12月，他复出
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兼任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指挥部政
治委员，负责工程的筹建工作。1972年1月，负责武汉军区
的军事训练工作。他从抓教导队入手，把搞好干部在职训
练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专业技术训练，
加强军事演习，努力恢复部队军事训练水平。

1975 年 8 月，张震同志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粉碎“四人帮”后，1977 年 8 月至 1982 年 9 月任中央军
委委员（1979 年 11 月前任中央军委列席常委）。1978 年
2 月任总后勤部部长。他团结带领总后勤部广大官兵大
力拨乱反正，很快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得到党中央、中
央军委的充分肯定。他和总后勤部党委一班人着力抓好
全军的后勤建设，明确后勤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工
作目标、步骤和措施，整编后勤体制编制，改革军队工资
制度，深入西藏等边远艰苦地区调查研究，努力开创后
勤工作的新局面。1980 年 1 月，张震同志任解放军副总
参谋长，分管作战训练等方面工作。他参与筹办全军高
级干部战略问题研究班，组织华北军事大演习，筹划召
开全军参谋长会议。他提出要适应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
和现代战争的特点，全面推进军事训练内容、方法、制度
等方面的改革和军队院校改革，努力开创军事工作的新
局面。1985 年 3 月，中央军委决定由他牵头负责筹建国
防大学，同年 11 月他担任国防大学校长，1990 年 4 月兼
任国防大学政治委员。他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确立办
校方针和教学指导思想，加强教学改革，重视教研队伍

建设，积极推行开放式办学，努力为全军培养高级领导
干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92 年 10 月，张震同志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93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江泽民
主席领导下，参加主持中央军事委员会日常工作。他坚
决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国防和军
队建设思想，坚持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统揽军队建设
全局，积极推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他以极
大精力抓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坚持
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公道正派选人用人，对高级干部
严格要求。他重视部队训练和军事院校教育，深化教育
训练改革，明确军事训练改革指导思想，要求领导干部
研究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新特点、
新战法，不断提高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他要求全军继
承发扬人民军队优良传统，保持老红军本色，加强廉政
建设。他强调艰苦奋斗，勤俭建军，整顿全军生产经营，
深化后勤改革，提高后勤保障能力。他倡导践行实事求
是的作风，强调从严治军、依法治军，大力加强部队管
理，抓好基层各项工作落实。1998 年 3 月退出领导岗位
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关心军队的发展与进
步，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解放军的普通一兵。

张震同志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
十四届中央委员。1985年 9月、1987年 11月被分别选为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 年 9 月被授予中将军
衔。1988 年 9 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张震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坚强的党
性原则。在 8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党和人民赤胆忠
心，对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在工作中锐意进取，在逆境中坚
贞不屈，为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事业、新中国国防与军
队建设事业竭尽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他坚决执行党中央、
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
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忠于党，忠
于社会主义，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他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
和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善于从政治和战略全局上观察和处
理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长期的革
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经受住了各种风浪的考验。

张震同志具有非凡的革命胆略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
能。他先后经历过40多个工作岗位，曾在革命战争年代担
任过战略区的参谋长，协助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等
指挥过许多关系中国革命进程的重大战役行动。特殊的实
践经历和长期的军旅生涯，铸就了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
略和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有胆有识，勇于创新，临大敌
而愈勇，履危难而弥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独立开
创新的工作局面。他军政兼优，文武双全，深思熟虑，多谋
善断，善于组织实施大兵团作战，在军队军事工作、政治工
作、后勤工作等方面均有独到见地和重要建树。

张震同志具有求真务实的崇高品质和实事求是的精
神风范。他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真抓实干，察实情、办实
事、务实效。他作风深入，注重调查研究。担任军委副主席5
年间，不顾年事已高，每年都抽出3至4个月到部队特别是
基层调查研究，上高原，下海岛，看边防，几乎走遍了全军
师（旅）以上作战部队。他勤于学习，手不释卷，注重理论联
系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他作风民主，宽厚待人，严于律己，
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和爱护干部。

张震同志具有人民公仆的阶级本色和共产党人廉洁
奉公的高尚情操。他心系国家，情注军队，始终把人民的
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他淡泊名利，以“无私无
畏、无求无失”为座右铭。他作风严谨，胸怀坦荡，光明磊
落，一身正气。他清正廉洁，生活简朴，对家属子女和身边
工作人员要求严格，教育后人“要无愧于先烈，无愧于历
史”，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张震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为党
和人民的事业孜孜以求、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
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所建立的卓著功绩将永载史册！他
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张震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 9月 9日电）

1950年 5月，毛泽东同志等同全军参谋长会议与会同志合影。前排右三为张震同志。

新华社发
1992年 10月 19日，邓小平同志会见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时，与张震同志亲切交谈。 新华社发
1993 年 1 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江泽民同志

与张震同志亲切交谈。 新华社发

2006年 8月，胡锦涛同志在北戴河看望张震同志。

新华社发

2009年 1月，习近平同志到家中看望张震同志。

新华社发

1994 年 4 月 ，张 震 同 志 看 望 解 放 军 某 部“ 渡 海 英 雄 连 ”

官兵。

新华社发

（上接第二版）比如今年我们继续扩大外资投资的领域，
限制类条目取消了 50%，为了推动外资投资的便利化，我
们把核准制基本上改为了备案制，大概现在保留的需要
核准的项目也只有不到 5%。同时，我们正在探索以准入
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进中美、中欧投资
协定的审议，同很多国家进行 FTA 谈判。可以说，外资进
入中国的领域会更为宽广，方式会更为便利。我们吸引外
资的能力实际上也在增强，在全球今年投资不佳的情况
下，中国上半年吸引外资还增长了 7.7%。

我们正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这本身就需要保护知识产权，需要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对在中国注册的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一视同仁，不管是合资
还是独资。但不要误解，不是说没在中国注册的企业的知识产
权就可以侵犯，那是中国法律不允许、世界公理也不允许的。

谢谢。
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谢白曼：

中国政府近期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应对气候变化

挑战，治理环境污染。在这个过程中，北京的空气变得很

好。请问中国政府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

是什么？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出了新的承诺，如何

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这些目标？

李克强：由于时间有限，请允许我简要回答。在治理
环境污染方面我们受到的最大挑战是，中国是一个发展
中国家，但中国又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承担应当承担的国
际责任，应对气候变化。这两者之间并非没有矛盾，我们
需要找到一个平衡。中国已经宣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
自主贡献方案，实现这里面提出的目标应该说对中国压
力还是很大的，需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当然，我们既
然说了，就要“言必信、行必果”。

中国在不断加强生态保护，尤其是加大节能减排和污
染治理的力度。今年上半年单位GDP能耗下降了5.9%，我
们还会继续按这个方向推动转型发展、绿色发展。但是，我

也希望不要因为中国加大环保力度，可能影响一些经济增
长的速度，又造成一种声音，“是不是经济放缓了”、“拖累
实体经济了”。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努力培育绿色的、节能
的，又能支持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比如发展互联网＋等新
业态、新产业。当然，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谢谢。
南非非洲彩虹矿业公司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帕特里

斯·莫特赛比：中国经济发展对很多国家经济取得成功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非洲国家从中获益很大，我们都希

望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成功，因为世界经济需要中国经济保

持成功。您多次讲过，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

现在，中国城镇化面临着不少新问题，如交通等市政基础设

施建设，还有房地产市场问题等。请问中国将如何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在此过程中，外国企业如何参与进来？

李克强：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约 55%，而且还有相当
一部分人并不是完全固定生活在城市。中国的工业化伴

随着城镇化还有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也是巨大的内需空
间。中国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当中，也不是说没有问题。比
如说我们现在还有 1 亿人口居住在棚户区，必须给他们
一个符合现代标准的居住条件，我们将继续大规模地推
进棚户区改造。同时还要推动城市地下基础设施的建设，
中国在这方面要学习一些已经实现城镇化的国家的经
验。最近我们就在推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

我们还要进一步改善城市的发展规划。中国和欧盟
建立了城镇化伙伴关系。我们不仅愿意向发达国家学习
经验，也愿意向发展中国家学习经验，在城镇化进程中加
强合作，因为不论哪个国家都有它的独特优势，或者说比
较优势。中国人民对南非的港口城市“好望角”很熟悉。我
上午在大连看了一家企业就以“好望角”来命名，希望以
此帮助企业吸引更多的人才，得到更多的管理经验和技
术，我们愿意和南非携手合作，实现共赢。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