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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勋章

1955年 2月12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布主席令，
公布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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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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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例规定，八一勋章授予在
中国工农红军时期（1927年8月1
日—1937年7月6日）参加革命战
争的有功人员。八一勋章分为3
个等级，分别是一级八一勋章、二
级八一勋章和三级八一勋章。八
一勋章为金黄色或金银色相间的
金属制品，其图案外形为钝角五
角星，中间衬以军徽，以尺寸的大
小和含金量的多少区分一至三
级。

授予资格：
八一勋章授予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1927年8月1日—1937年7
月6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而无重
大过失的人员。

一级八一勋章：授予当时的
师级以上干部。

二级八一勋章：授予当时的
团级和营级干部。

三级八一勋章：授予1935年
10月20日前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
第一方面军，1936年9月30日前
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1935年 9月 30日前参加 陕北红
军和红军第二十五军，1937年 7
月6日前坚持各地游击战争和参
加 东北抗日联军的连级以下人
员。

八一奖章：授予在1937年 7
月6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上
述人员以外的人员。

勋章、军功章、功勋荣誉章

军功章专门奖励在军队作
战、训练、执勤、科研等军队建设
中，作出突出成绩的立功人员的
奖章。我军颁发奖章始于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

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全军集中
颁发证章主要有 3 次，分别是:
1933年“八一”建军节时，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向特殊功勋的红军官兵颁发红星
奖章;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向
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有
功人员授予国家勋章、奖章;198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
会向军队离休干部授予功勋荣誉
章。除此以外，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和新中国成立后，各部队分别颁
发过数百种奖章和纪念章，但由
于种种原因，直至上世纪 70 年
代，对受奖励人员全军一直没有
制发统一的奖章。

授予制度
各国军队大都对军队立功

人员设立授予军功章的制度。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重视
开展立功授奖工作，逐步建立和
完善了立功授奖制度。1963年9
月总政治部颁发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战时立功条例(草案)》和

198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
事委员会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纪律条令》等军事法规中，都
规定了立功的原则、等级、标准、
批准权限、评定方法和奖励方法
等。

1979年10月20日，总政治部
下发《关于对平时立功和授予荣
誉称号的人员颁发立功奖章和英
雄模范奖章的通知》，规定对平时
立功和授予荣誉称号的人员也颁
发立功奖章和英雄模范奖章，从
1979年12月1日开始实行。从此
全军有了第一代统一的奖励证
章，至今已使用38年。

1979年，经中央军委批准，由
总政治部统一制作立功奖章，分
别授予荣立一、二、三等功的个人
以一、二、三等功奖章。一等功奖
章的中间图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徽，四周有五个大菱角;二等功
奖章的中间图案为天安门城楼与
火箭;三等功奖章的中间图案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齿轮和麦
穗。立功奖章的绶带由白色丝线
编织而成，两边为蓝色，以中间的
1—3道红杠分别表示一、二、三
等。奖章一律佩戴于军装上衣左
上方，平时只佩戴略章，逢集会或
重大节日佩戴奖章。

（三）解放勋章

解放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
争时期(1945年9月3日—1950年
6月30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而无
重大过失的人员，勋章分一、二、
三级;此外，还设有解放奖章。勋
章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奖章由国务
院批准，国防部长授予 。

解放勋章的中心图案是红星
和天安门，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武装夺取全国胜利。

1957年6月17日第一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74次会议决定，授
予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
人员以勋章。6月18日国家主席
发布授勋命令。授予王建安等
421人以一级解放勋章，授予丁士
采等4932人以二级解放勋章，授

（二）独立自由勋章

1955年 2月12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布主席令，
颁布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决议
和条例，决定授予中国人民解放
军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7
日—1945年 9 月2日)，参加革命
战争有功人员以独立自由勋章。

条例规定，该勋章共分三级：
一级授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
路军时的旅级和相当于旅级以上
干部；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新四
军时的支队级和相当于支队级以
上干部；1945年9月2日前在八路
军、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游击队中相当于军的纵队级
和新四军师级以上干部。二级授
予抗日战争时期的旅级和团级及
其相当干部。三级授予抗日战争
时期的营级和连级及其相当干

部。独立自由勋章图案外形为八
角星，中间为红星照耀下的延安
宝塔山，质地、颜色与八一勋章相
同。

授予资格：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在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的
旅级以及相当于旅级和旅级以上
的干部；改编为新四军时的支队
以及相当于支队和支队以上级别
的干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
日游击队中的相当于新四军师级
及其以上干部和相当于军的纵队
级及其以上的干部。

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
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的
旅团级及与其职务相当的干部。

三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当
时的营级和连级及与其职务相当
的干部。

勋章 予刁志真等54879人以三级解放
勋章。

二次共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级解放勋章991枚，二级解放勋
章4932枚，三级解放勋章54879
枚。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
依法剥夺林彪、谢富治、黄永胜、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彬山
获得的一级解放勋章。

授予资格：
一级勋章：授予当时的军级

以上及其相当干部。
二级勋章：授予当时的师级

及其相当干部。
三级勋章：授予当时的团级、

营级及其相当干部。解放战争时
期直接领导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人
员（含1950年6月30日以后直接
领导起义的），根据其功绩大小，
分别授予解放勋章。

军功章

（下转第十九版）

（4-4）J 维护和平

该邮票由李翔、张树
军、张卫奇、刘伟设计，北京
邮票厂印制，国家邮政局于
2007年８月１日发行。

“军人贴用”邮票

黄军邮

紫军邮

蓝军邮

1953年2月为了优待军
人寄信，邮电部发行一套“军
人贴用”邮票，邮票共3枚，面
值均为旧人民币800元，图
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
军徽，军徽下面印有“军人贴
用”、“中国人民邮政”、“800
元”字样。第一枚底纹为橘
红色，俗称“黄军邮”。

“义务兵贴用”邮票

该邮票由杨谷昌设计，辽
宁省沈阳邮电印刷厂印制，国
家邮政局于1995年８月１日
发行。为了改革和完善义务兵
通信制度，经国务院、中央军委
批准，解放军总参部与邮电部
发行了义务兵专用邮票一套一
枚，供沈阳军区驻辽宁、吉林、
黑龙江三省的陆、海、空三军及
武警部队试用，原使用的“义务
兵免费信件”三角形戳记在试
用地区即告停用。“义务兵专用
邮票”于1997年4月15日零
时起停止使用的，同时“试用地
区恢复使用‘义务兵免费信件’
三角戳记”。

神圣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