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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读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梅世雄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白阳、熊丰、王琦、、侯文坤、徐骏

战机凌空，导弹矗立，大军云集。
2017 年深秋，华北某地，一

场大规模联合防空实兵演习正
在举行。

中军帐内，各军种指挥员同台
指挥；演兵场上，各军兵种力量密
切配合。由中部战区组织指挥的
这场演习，展现了新的领导指挥体
制下联合作战的新气象。

正是缘于改革，党的十九大代
表、空军航空兵某团团长刘锐几乎
每周都要执行南海岛礁巡航任务。

作为第一批驾驶轰—6k 战略
轰炸机执行南海巡航任务的飞行

员，刘锐和他的团队已经实现常态
化、体系化、实战化南海巡航。“这
在改革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大改革，大调整，大变动。
从关中平原到西北大漠，从天

府之国到雪域高原，从江南水乡到
岭南山区……多少热血军人离开
繁华都市来到边陲小城，告别父母
妻儿走向陌生远方。改革中，许多
军官脱下挚爱的军装。

一个又一个军人的转身，同样
是为了一支军队的转型。

空军某基地无人机飞行员李浩，
在 30多年的军人生涯中，4次转隶

单位，部队驻地换了 5 次，从北到
南又从东到西，先飞战斗机，后飞
无人机，步伐一直追随着空军战斗
力转型升级走。

重整行装，换羽新生。同样缘
于改革，年轻的飞行员汤海宁飞上
了最先进的歼—20战机。“改革换
装让我和战友走上了未来空战的
最前沿，这是最幸福的事。”

这轮改革，全军团以上建制单
位机关减少1000多个，非战斗机构
现役员额压减近一半，军官数量减
少30%；几十支部队移防部署，3天
之内开拔；数百名将军调整岗位，

接到命令当天即去报到……
既要“转身子”，更要“换脑

子”。步入“新体制时间”，广大官
兵主动开展一场思想上的革命，从
一切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固有模
式、路径依赖中解放出来，开始了
改革征程上的“二次创新”。

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推动的这场划时代的改革，使这
支走过 90年风雨硝烟的雄师劲旅
全面重塑、浴火重生。焕然一新
的人民军队正阔步迈向更加光辉
的未来。

全面重塑 浴火重生
——人民军队改革强军两周年回顾

2017 年 11 月 10 日，新华社受权发布：“国务院、中央军委日前公布实施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自公
布之日起施行。”

“修订颁布新《条例》是对我军文职人员制度的体系性重塑，是推动军事人力资源制度创新发展的重大成果。”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有关负责人说。

以2015年11月24日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为标志，改革强军战略实施两年来，人民军队全面重塑、浴火重生。
从领导指挥体制的科学高效，到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的优化精干；从政策制度的不断完善，到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的全

面跃升……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人民军队，正在把改革强军战略全面推向深入，
奋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战略支撑。

塞北草原，夏日灼灼，黄沙漫卷。
2017年 7 月 30 日，1.2 万名官

兵、600多台（套）战车集结列阵内
蒙古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以征
尘未洗的野战阵容、战斗姿态迎
接人民军队90岁生日。

这是人民军队整体性、革命性
改革重塑后的第一次全新亮相；这
是在战区主战新格局下，全军组织
的一次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

细心的人们发现，与两年前
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胜利日阅兵
相比，受阅官兵的臂章换了、胸标
变了，受阅方（梯）队的构成也不
一样了。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根
据国家发展需要和打赢现代战争
要求，对军队编制体制的重塑，是
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大举措。”阅
兵总指挥韩卫国说，这次阅兵，战
略支援部队以及一些其他新组建
单位首次亮相，就是要完善我军
联合作战的体系，运用新质作战
力量，强化我军体系作战能力。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中流击
水，勇进者胜。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
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
也是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

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后不
到一周，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正式成立。诞生半
个世纪的战略导弹部队，成为继
陆、海、空军之后的又一个独立军
种。战略支援部队作为新型作战
力量的代表，加入人民军队序列。

打破四总部体制，改为军委
机关多部门制；撤销七大军区，调
整划设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
部五大战区……运筹帷幄，方能
决胜千里。一支军队能不能打胜
仗，领导指挥体制最为关键。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舟说，
“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
建”，这是理解把握新的领导指挥
体制的 3 个关键词。在这个新格
局下，实现了中央军委领导掌握
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的有机统
一，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
事制度的崭新篇章。

“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
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
的领导管理体系，立起人民军队
新体制的“四梁八柱”。

首战即定局，“脖子以上”改革
为后续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声令下，雷厉风行，运行了
几十年的总部制一夜之间走入历
史，15 个军委机关部门全新登
场。其中，正师级以上机构减少
200多个，人员精简三分之一。从
领导机构到办事机构，层级减了，
等级降了，人员少了。

庞大的陆军，无疑是改革这
盘大棋的“棋眼”。这次改革，陆
军占全军总员额比例下降到 50%
以下。这在人民军队历史上还是
第一次。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这 支 世
界上规模最大、不断寻求自我
超越的军队，又一次踏上凤凰
涅槃之路。

改革如潮涌，后浪推前浪。
2016年 12月 2日至 3日，中央

军委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
革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开启了人民
军队向“脖子以下”改革进军的新
征程。

习主席的指示言犹在耳：纵观
世界军事发展史，军队的规模结
构和力量编成不能固定不变，必
须随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变化
而变化，随着国家战略需求和军
队使命任务变化而变化。否则，
曾经再强大的军队最后也要落
伍，甚至不堪一击。

2017年4月27日，国防部例行
记者会披露，陆军18个集团军番号
撤销，调整组建后的13个集团军番
号同时公布。

这是人民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

编成改革的一个缩影。在新调整组
建的单位中，还包括海军陆战队、空
军空降兵军以及火箭军、战略支援
部队中的诸多新型作战力量。

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力量重
塑。如果说，此前“强大脑”的领导
指挥体制改革是“改棋盘”，那么

“壮筋骨”的“脖子以下”的改革就
是“动棋子”，而且同样是全局性的
动、大范围的动。

改革之后，我军规模更加精
干，结构更加优化，编成更加科学，
迈出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
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的
一大步，以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的
联合作战力量体系正在形成。

改革，同样在联勤保障部队强
力展开。以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
队成立为标志，人民军队打造一个

全新的联勤保障体制——以联勤
保障部队为主体、以军种保障力量
为补充、以战区联指统一指挥运用
为核心，补上了人民军队联合作战
指挥体制上的一块短板。

重构重塑后的人民军队，对高
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需求，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这轮改革
以重塑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为
牵引，全军和武警部队院校由77所
减至43所，构建起以联合作战院校
为核心、以军兵种专业院校为基础、
以军民融合为补充的院校布局。

改革蓝图中，有一个醒目的路
标：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2017
年，人民军队中一个新的机构——
中央军委军事科学研究指导委员
会诞生，连同此前成立的军委科学
技术委员会，我国国防科技创新有

了全新的顶层架构。
与此同时，重新调整组建的军

事科学院宣告成立，以军事科学院
为龙头、军兵种研究院为骨干、院
校和部队科研力量为辅助，军事科
研力量“航母编队”正式起航。

为强军矢志不移，将改革进行
到底。

伴随着改革步伐的推进，一系
列体现军事职业特点、增强军人职
业荣誉感自豪感的政策制度，正在
加紧制定：修订军官法、兵役法，研
究制定士官条例、义务兵条例；健
全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机制，构
建完善军人荣誉制度体系……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
让一切战斗力要素的活力竞相迸
发，让一切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源泉
充分涌流。

改棋盘，强大脑——再造领导指挥体制 动棋子，壮筋骨——重塑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

谋胜局，展新风——重整行装换羽新生

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 6月，
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7.51亿。据测
算，到今年年底，我国网络直播用
户接近4亿，网络直播不断渗透到
现实生活中，公民个人信息面临
着随时暴露的风险。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
保护”是民法总则的明文规定，但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也让个人
信息权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
专家认为，此次事件暴露出社会
对个人信息权保护认识普遍滞后
的问题，商家、平台都需强化对个

人信息的保护意识。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

左晓栋表示，有关部门要加强对
涉及公民隐私的电子产品的标准
制定，避免侵犯公众隐私。

施杰表示，网络直播平台目前
还存在“九龙治水”的问题，应尽快
确定监管主体，畅通消费者的权利
保护渠道；此外，应尽快就个人信
息保护单独立法，将当前散见于各
个法律法规的条款整合成体系。

“一方面，有关部门要加大对
网络平台的监管和问责力度，另一

方面，对于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要
提高违法成本，从刑事责任、民事
责任两方面加大惩处。”吴革说。

网络安全法也明确，网络运
营者、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
侵害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
利的，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
所得的，处一百万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可责令暂停相关业务、
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
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摄像头直通网络平台，日常生活遭遇“全民目击”——

如何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
不论是在餐厅吃饭还是在健身房锻炼，你的一举一动随时可能被屏幕前的一双双眼睛

围观。这不是电影《楚门的世界》里的故事，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近日，自媒体平台上一篇关于公共空间网络直播的文章，把网络直播与个人隐私的矛盾

推至风口浪尖。健身房中女顾客的形体动作在摄像头下一览无遗，餐厅里就餐的男女因动
作亲密被指指点点……当公共空间遭遇“全民目击”，居民的个人隐私谁来保护？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
不少直播平台都提供摄像头直播
服务，内容涵盖街景、旅游景区、
生态农业等领域。记者点开一家
网站中地址显示为湖北省武汉市
江汉区江汉三路 52 号的直播画
面，摄像头正对的饭馆、副食品
商店等九家商铺一字排开，行人
来往穿梭清晰可见。直播视频分
享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14 日，目前
已有 38.9万的浏览量和 1800多条
评论。

“感觉有点可怕，每天从这儿
路过，我的肖像、生活轨迹可以在

网上轻易得到，要掌握某个人的
行踪太容易了。”家住附近的市民
吴先生在被记者告知这里有一个
24 小时摄像头正在网上直播后，
表示无法接受。

据悉，此类直播平台大多是
基于智能摄像头的用户分享平
台，不少直播平台同时销售智能
摄像头。给原本为安全而设置的
摄像头增添直播功能，成为一些
监控设备的卖点。

“借助直播平台，厂商能抢占
智能摄像头市场份额，并增加直
播平台的点击量和流量。对参与

直播的商家而言，也有吸引客流、
增加人气的广告效应。”中国传媒
大学文法学部网络法与知识产权
研究中心主任王四新说。

“和主播特意进行表演的网
络直播不同，人在无意识下被拍
下的画面更真实，一定程度上满
足了部分人的‘窥私欲’。”一位网
络直播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
生产厂家可能存在以低廉的价格
推销摄像头、靠与摄像头相连的
网络平台吸引流量的行为，“这样
就能把引来的流量导入其他商业
产品中去变现。”

公共空间网络直播相关事件
发生后，相关企业摄像头团队发布
声明称，其用户协议要求了商家开
通直播时需在直播区域以贴纸等
方式设置明显提示；此外，平台建
立了严格的内容审核机制，每天24
小时对直播内容进行审核把关。

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产品、
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
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
意。那么，商家在直播区域贴了告
示、网络平台有协议在先是否就能
免责？

对此，法律界看法不一。有专
家表示，隐私权的行使受场所性质

限制，商家的视频监控是基于履行
作为公共活动组织者的保障义务，
明示后就不构成对隐私权的侵
犯。另一方则认为，并不能把店内
贴告示默认为商家与顾客达成契
约。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首席律
师施杰表示，商家的监控摄像头只
能是一定范围内的有限使用，而非
提供给受众不特定的网络平台。

“民法总则明确，肖像权属于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以公民的肖
像权作为盈利工具必须征得当事
人的同意。即使没有盈利行为，如
果直播可能对当事人产生形象、名
誉、隐私等方面的损害，也要征得

本人同意后才能播出。”复旦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李世刚说。

根据侵权责任法，网络用户
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
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
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
要措施。

“直播平台和商家未征得顾客
同意采集顾客图像信息进行直播，
就有可能损害了顾客的利益。顾
客可向有关部门投诉，也可以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
偿损失；若情节严重，还可能构成
刑事责任。”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
所主任吴革说。

摄像头直通网络平台，日常生活被直播

公共空间搞直播，算不算侵权？ 尽快确定监管主体 加大处罚侵犯个人隐私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