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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 世纪后半叶，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迅猛发展，在诸多领域都发生

了全方位的变化，这些变化中的一个突出的亮点在军事领域。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世

界形势很稳定，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潜在的危机。大学生是中华民族优秀青年的代

表，是巩固我国国防、抵御外敌入侵、捍卫祖国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

后备力量。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主人翁的意识，要了解世界的形势与动态，为成为社会的

接班人做准备，为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而努力！通过军事理论课程教学，可以增长大学

生基本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强化爱国主义和集体主

义观念，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从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

养预备役军队打下坚实的基础。 
古人常说：忧劳兴国，逸豫亡身，这是一条被历史反复证明过的真理。虽然和平与

发展是当今时代发展的主题，但是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很不安宁的世界：世界多极化的

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国际形势错综复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并且有新的表现，

我国的安全仍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和挑战。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广泛深入的国防教育，

增强忧患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因此

为还未涉足社会的大学生们开设军事理论课，使大学生更加了解社会动态、了解国防，

增强为祖国献身的意识也就更为关键。 
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吧。近代中国充满血和泪的屈辱史对于每一个中国人

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惨败，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付出了惨

重的代价，留给后人的耻辱也是巨大的；惊人的南京大屠杀等诸多惨案仍然历历在目，

惨不忍睹；媚丽的圆明园的焚毁是人类历史上永远难以磨灭的痛！中国的历史进程值得

我们深思，落后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国防，没有知识储备，没有科技 
支持！ 

而从世界形势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美苏争霸世界的冷战局面

结束了，但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战争、地区战争

不断，天下并不太平。21 世纪的中国谁来保卫？要靠高素质的新生力量。作为新时期的

大学生，我们一定要捍卫我们祖国领土的完整，保障国家的安全。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全民的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

这不仅在中国受到很大的重视，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加强国民的国防意识。例如，世界

各国都很重视大学生军训工作，将大学生军训作为加强国防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以美

国为例，美国政府有明文规定其公民在规定的年龄必须参加军训，履行兵役义务。我们

国家也对大学生的军训工作提高了要求。因此，学习军事理论，增强大学生的理论知识，

加强大学生的内在军事素质是时代的呼唤！ 
从科技方面来讲，我们进入了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有很多人还预言未来的社会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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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的时代，世界各国的科技都在突飞猛进的发展。没有科技的国家是落后的，我们必

须要正视社会的发展，一定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人类战争走过了冷兵器时代、火器时代、

机械化战争时代，现在已经进入了高技术的战争，采用的是具有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

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技术水平等常规的武器装备，采取相

应作战方法进行的战争。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这种战争还会呈现多样化。因此，这就

要求指挥员们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在新形势下了解各种军事作战的样式，能够指

挥各种战斗，特别是现在军事高技术战争的时代，指挥自动化技术、侦查监视与防伪技

术、航天技术、电子战与信息战技术等技术的发展也就对指挥员们提出了一个新知识的

汲取与应用的问题。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争形势。 
再看看当前国际上的各种战争，在海湾战争中，人们感受到了机械化战争的某些特

征，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将信息化进一步推进；伊拉克战争完全运用了新的战争形

势，以天网和信息伞为主要支柱。信息在战争中成为主导性的因素。可见，战争的形势

在一步一步地发生变化，军事也在不断地变革，面对新的军事变革，我们应如何应对呢？

胡锦涛强调，“我们要加强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研究，把握趋势，揭示规律，采取措施，

积极应对”。用江泽民的话来说就是“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使我军适应当代科

学技术和新军事变革加速度发展的形势”。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国家的安宁，在国家稳定

的时代创造奇迹，飞速发展。 
因此，面对新军事变革的汹涌大潮，作为未来社会的接班人，我们一定要立志于中

华民族复兴的大业，具有中国历史上各种英雄人物“勇立潮头唱大风”的豪迈气概，努

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了解更多的军事方面的知识，积极迎接世界各种军事变革的挑战，

保卫祖国，保卫家园！ 
本书编写是在多年的军事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本适合大学生的理论教程，其

知识体系较完整、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时代性强，既符合大纲要求的教学目标，也具

有知识性、可读性和实用性，可作为普通高校进行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教学训练的教材。 
本教材内容编写共分中国国防、军事思想、战略环境、高技术与信息化战争、共同

条令教育与训练五个部分，适用于高等学校所有学生的军事理论教学和训练，是一本理

论和实用性兼顾的教材，能够培养大学生的军事理论知识，增强学生爱国意识。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恳请广

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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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国 防 第一章 

第一章  中 国 国 防 

有国家就有国防。自古以来，无论国家的形态和性质怎样发生变化，国与国之间的

领土争端、利益纠纷总是时有发生。强国欺凌弱国，大国吞并小国，这是人类战争史的

一部分。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具有抵御外来侵

略的能力，建立自己的国防。 
国无防不立，民无军不安。没有强大的国防，就不能有效地保卫国家安全。一个国

家安全系数的多少，生产发展的快慢，国际威望的高低，对世界和平事业贡献的大小等，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国防力量的强弱。只有建设强大的国防，才能给经济建设

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才能真正意义地发展经济建设，实现强国的理想。 

第一节  国 防 概 述 

一、国防的含义 

国防是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

而进行的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国

防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 
国防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国防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演

进过程。国防的性质依国家的性质和国家政策不同而异。国防的巩固和强大是防备外来

武装侵略和颠覆，维护国家稳定与安全的保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是我国国家建设的

宏伟目标之一。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权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国防的

根本目的。 
国防的基本内容包括国防建设与国防斗争。 
国防建设是指为国家安全利益需要，提高国防能力而进行的各方面的建设。国防建

设包括精神建设和物质建设两个方面。 
1．国防建设受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国防战略、科学技术、地理和国际战略环

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2．当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只能依靠战争才能解决时，军

队、国防和国防建设就出现了。 
3．国防建设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随着国家机器的完善使其内容不断扩大。 
4．现代国防建设的内容主要有：武装力量建设，战场建设，边防、海防、空防和人

防建设，国防交通建设，战略物资准备，国防动员，国防工业建设，国防科技研究，对

国民进行国防教育，开展国防体育，国防法规建设，后备力量建设，军事科学和军事理

论研究，国家战略战术研究以及与国防相关的其他行业等方面的建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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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把国防建设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不断健全和完

善国防体制，在武装力量建设、国防工业、国防科技、军事科学研究和国防立法等方面，

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改革开放以后，国防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防现代化建设

被列入了国家发展战略。 
6．我国国防建设的近期目标：武装力量建设实行精干的常备军与强大的国防后备力

量相结合的建设方向，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大力推进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军事组

织和军事管理的创新；远期目标：到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时，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与国家的国际地位相适应。 
7．我国国防建设的基本原则：适应国家根本利益的需要，坚持人民战争思想，提高

综合国防力量；与国家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并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坚持以现代化为

中心，实现国防科技、武器装备、国防体制、国防人才现代化；突出重点，以武装力量

建设为主，全面提高国防建设的综合效益；坚持自力更生与引进技术相结合发展我国的

军事技术。 
国防斗争是指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反抗外来侵略，支持正义事业和斗争，

而采取的以军事为主，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行动。 
我国国防斗争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1．强调捍卫国家安全是国防斗争的基本任务，要始终把维护国家利益、有效抵御外

敌入侵，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和平安宁的内外环境，

作为国防斗争的宗旨和根本目的。 
2．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3．在战争指导上，坚持全民国防，实行反侵略战争是防御性自卫战争，能够依靠、

动员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因此，动员各族人民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以各种形式

支援和参加保卫国防的斗争。 
4．要建立反对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防统一战线。制止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我们要积极采用灵活的策略，团结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

民，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国防的四个基本要素 

（一）国防的主体 

国防的主体是国防活动的实行者，通常为国家。 
从国家的本质看，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利益与意志的体现，实现这

种利益与意志，必须通过国家权力。国防就是要维护国家的这种权力，同时，依靠国家

的这种权力使国防正常运转，只有国家才能领导并组织国防事业发展。国防与国家的各

个部门都是息息相关的，加强国防建设，必须依靠国家的各个方面的力量。 

（二）国防的目的 

国防的目的主要是捍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 
主权是国家存在的根本标志，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权被剥夺，其他一切，包括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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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领土完整、人民生活、国家荣誉和尊严等，都无从谈起。因此捍卫国家主权是国

防建设中的第一位，是根本任务。保护国家统一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绝对不允许外

国干涉。因此，维护国家的统一是国防的重要任务。领土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自然物质

前提，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国家主权与领土相互存在，没有领土，主权就失去

了存在的空间和行使的对象。一个国家没有和平、稳定的环境，不仅难以建设和发展，

而且生存也会受到威胁。因此，保持安全稳定的局势，也是国防的主要目的之一。 

（三）国防的手段 

国防的手段是指为达到国防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规定，我国国防的手段包括：“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有关

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因此，对于大学生来说，科技和教育

是学生的主要活动，是国防的重要手段之一。 
军事：国防的主要手段是军事手段，对付武装入侵和武装暴乱最根本和最有效的手

段莫过于采取军事手段。这是因为：一是军事手段是最具有威慑作用的手段；二是军事

手段是唯一能够有效对付武装侵略的手段；三是军事手段是解决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最

后手段。 
政治：政治手段作为国防手段之一，指的是“与军事有关的”政治活动，而不是政

治本身的全部含义。 
经济：经济是国防的基础，社会经济制度决定国防活动的性质，社会经济状况决定

国防建设的水平。现代条件下，无论是国防建设还是国防斗争，都要广泛采用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主要有国防经济活动、经济动员、经济战、经济制裁等。 
外交：国防外交活动主要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了国防目的而开展的外交活动。由

于这种外交主要涉及军事领域，所以又称军事外交。它既有通常意义上外交的一般特征，

又具有区别于其他外交工作的特殊规律，是集外交与军事于一体的活动。它的范围很广，

领域很多，活动的内容也十分丰富。 
除上述因素外，与军事有关的科技、教育等，也是国防的重要手段。 

（四）国防的对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的界定，国防的对象，一是“侵略”；二是“武装颠

覆”。也就是说，我国的国防所要防备和制止的就是侵略和武装颠覆这两种严重危害国家

安全的行为，国家只有在防备和制止这两种行为时才能够使用国家的武装力量，而且必

须对这两种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行为使用过的武装力量予以抵抗和打击。 

三、国防的基本类型 

国防的性质是由国家的性质决定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其国防性质也不同。世界

各国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其国防也有着不同的内涵。基本类型有以下 4 种： 
侵略扩张型：奉行侵略扩张的霸权主义政策，其最大的特点是把本国的所谓安全建

立在别国的屈服与痛苦之上，经常高叫本国的国防安全受到了“威胁”，而侵犯他国主权

和领土，干涉他国内政，赤裸裸地对他国进行侵略、颠覆和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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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自卫型：其国防政策的最大特点是，主要依靠本国的国防力量防御别国的侵略，

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尊严。其宗旨是决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不向别国派一兵一卒，但也

决不容许别国侵犯其一寸土地。在国际上，实行和平共处，广泛争取各国的同情和支持，

从而达到维护本国安全，以及周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互助联盟型：以联盟的形式借助他国的力量进行防卫，以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这

种类型的国防也有侵略扩张型和防御自卫型两种。有的联盟形式是以一个大国为主导地

位，其余国家为从属地位；有的联盟形式是各国处于平等地位的伙伴关系，共同协商国

家防卫大计。 
自主中立型：基本奉行和平、中立和自主的国防政策。其中，有的是采取完全不设

防的方式，在世界事务中持中立态度；有的采取全民防卫的武装中立，使侵略者感到得

不偿失，从而放弃对该国的侵略。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防是为了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因

而属于防御自卫型的国防。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中国国防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从党和国家的总

路线和总政策，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目标；（2）中国永远不对外侵略和扩张，但是对于

外来的侵略、颠覆以及其他严重侵犯国家利益的行为，必将给予坚决的反击；（3）坚信

国防事业的力量源泉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坚决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国防，实行全民

自卫；（4）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保持国防事务的自主权，同时努力加强国际

合作，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而奋斗。 

四、我国国防 

国防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主要内容包括：国防体制、国防战

略、国防政策、国防力量、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国防工程、国防教育、国防动员、国

防法规以及与国防有关的其他方面的建设和斗争。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是我国国家建设

的宏伟目标之一。 

（一）我国古代、近代国防 

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公元前 21 世纪，伴随着奴隶制国家夏的出现，作为抵御外来入

侵和讨伐他国的工具——国防便产生了。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神州大地先后经历

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国防也经历了无数次强盛与衰落的

交替，从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国防遗产和深刻的历史教训。 

1．我国古代国防 

我国古代国防的时间跨度是指从公元前 21 世纪夏王朝的建立到 1840 年的鸦片战争，

共经历了近 4000 年的漫长历史。其间，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的锤炼，形成了强大

的民族凝聚力，培育出了自强不息、前仆后继、不畏强暴、保家卫国的可贵精神，最终

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之间连年征战，国防观念迅速得到发展。虽然当时各

诸侯国的政治家、哲学家的主张各有不同，但是在国防方面的想法基本一致，形成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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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却不非战”、“足食足兵”、“以正治国，以齐用兵”、“富国强兵”、“文物相济”、“善战、

慎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对武器和国防比较重视，

而且国防思想已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标志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成

熟。主要体现在当时军事学术活动已经极为活跃，如最具影响的军事理论奠基之作《孙

子兵法》，就是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作。其他影响较大的还有《吴子》《孙膑兵法》《司马

法》《尉缭子》《六韬》等 10 多部兵法著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争观，并提

出了战争的指导原则。如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示战先算”、“伐谋伐交，不

战而胜”、“以智使力”等指导原则。 
秦、汉、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的国防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公元前 221 年，

秦国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

时期。之后汉、唐两朝是中国的盛世时期，军事上开始开疆扩土。至公元 10 世纪中叶的

近 1300 年间，中国的古代国防政策和理论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兵书更加全面，形

成了军事理论体系和军事战略。 
宋朝到清朝前期，中国封建社会虽开始衰败，但军事上进入冷、热兵器时代。开办

了“武学”，后又设武举，为军队培养了大批人才。 
因此说我国古代的国防理论主要有“以民为本”、“居安思危”的国防指导思想，“富

国强兵”、“寓兵于农”的国防建设思想，“爱国教战”、“崇尚武德”的国防教育思想，“不

战而胜”、“安国全军”的国防斗争策略等。 

2．我国近代国防 

我国近代的国防是孱弱、衰败和屈辱的。1840 年，在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行为前，腐

朽的统治者奉行的国防指导思想却是“居安思奢”、“卖国求荣”；执行的国防建设思想是

“以军压民”、“贫国臃兵”；倡导的国防教育思想是“愚兵牧民”、“莫谈国事”；制定的国

防斗争策略是“不战而败”、“攘外必先安内”。其结果是有国无防，人民惨遭蹂躏和屠杀。

至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先后有英、美、俄、法、日、德等近 20 个国家的侵略者践踏

我国领土，掠夺我国资源和财物，屠杀我们的同胞，参与损害我国主权行为，同时还强

迫当时腐败的中国政府签订了 500 多个不平等的条约和协议。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是前

所未有的，使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蒙受了巨大的屈辱和损失。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国防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1 年辛亥革命这 70 多年间，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了几百

个不平等条约，割让领土近 160 万平方公里，共赔款 2700 万元，白银 7 亿多两。当时在

中国 1.8 万多公里的海岸线上，竟找不到一个中国自己享有主权的港口。 
1911 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虽然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彻底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

了“中华民国”，但并没有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历史。帝国主义通过扶植各派军阀作为自

己的代理人，加紧对中国进行控制掠夺；各派军阀争权夺利，混战不已，中国依然是有

边不固、有海无防，人民有家不安。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战斗组织力量，中国

人民救国图存的革命斗争有了自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发动了“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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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事变，当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家处于危亡时刻之时，中国共产

党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肩负着民族的希望，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 8 年艰苦卓绝的抗战，

终于取得了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抗击外敌侵略的完全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

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全的建设环境，但蒋介石背信弃义，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

导的军队。经过 4 年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终于打倒了蒋介石，从此结束了 100 多年来中

华民族有国无防的屈辱历史。 
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军阀混战与中华民族的觉醒；第二，日本的入侵及中

国人民的抗战；第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的成立。之后，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成立了新中国。 

（二）我国现代国防 

1．我国现代国防建设的基本原则 

首先，适应国家根本利益的需要，坚持人民战争思想，提高综合国防力量；其次，

与国家经济建设有机结合、协调发展，国防建设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并服从国家经济建

设大局；再次，坚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实现国防科技、武器装备、国防人才、国防

体制现代化；第四，突出重点，以武装力量建设为主，全面提高国防建设的综合效益；

第五，遵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把国防建设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发挥自身

的优势，学习、引进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第六，全国军民共同努力，在党中央、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党、政、军、民通力合作，齐心协力地进行现代化的

国防建设。 

2．我国现代国防建设的主要内容 

当代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同样包括国防力量的竞争。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综合国

力竞争，集中体现着当代条件下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利益。国强要以国富为基础，但

国富并不等于国强。一个国家仅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无强大的国防力量，就不可能取得

应有的国际地位，也难以巩固已有的经济建设成果，甚至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受

制于人。当今世界，尽管各国的社会性质，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所处地位及国家利益目标

不尽相同，但都在致力于增强包括国防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以谋求新世纪的战略主动。

中国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解决中国现阶段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

的所有问题，关键是要把经济发展起来。经济建设及其发展状况，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

的一个大局问题。离开这个大局，社会主义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中华民族就有被

开除“球籍”的危险，国防建设的根基就有崩溃的危险。因此，国防现代化建设必须在

这个大局下行动，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同时，国防现代化建设是国家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国防现代化，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完整的。国防

现代化建设是保证国家安全需要的一项不可或缺的伟大事业。可以断定，今日中国，如

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要想拥有重要的国际地位，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就

是一句空话。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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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①从发展的

趋势来看，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离开了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就不

足以成为对国际事务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就不足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

不足以振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力量，始终是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坚强后盾，是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宁

的可靠保障。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适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的迫切

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

过渡，一场新的军事革命正在兴起。增强国防力量是一个长期积累、持续渐进的过程。

无论是武器装备的改善、军事理论的创新，还是部队官兵的训练、后备力量的组织和动

员等等，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因此，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其根本利益的驱动下，

充分利用相对和平时期的宝贵机遇，从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不断加强国防建设，抢占

新世纪的军事制高点。超级大国在两极格局解体后，仍然保持并继续加强在全球范围推

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所需的扩张型军事力量，保持高强度的军事投入，以维护其军事

上的超强地位。世界上一些有影响的大国，在积极发展综合国力的同时，不断增强国防

实力，以便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处于更加有利的态势。即使一些并不富裕的中、小国家，

在积聚国防力量方面也不敢稍有懈怠，把增强国防实力作为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

以求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中争得相应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的国防建设还存在着国

防现代化水平与高技术战争不相适应的突出矛盾，国家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还难以满

足国防建设的客观需求。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建设可以“自我保障，自我发展”，

或者认为“经济发展了，国防就会自然而然地强大起来”，甚至认为反正大战打不起来，

国防建设可以“缓一缓、放一放”等思想，都是十分有害的。这样不仅会导致国防建设

停滞不前，进一步拉大同发达国家国防现代化水平的差距，而且会丧失经济建设持续发

展的基本条件。 
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既是新形势下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又是促进和保障经济建设的关键所在。国防建设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一个内在需求，可

以而且必须同经济建设协调一致地发展起来。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国防，进行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避免世界大

战和危及中国命运的全面战争。但是，中国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还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

面临着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威胁，面临着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分裂、

破坏稳定的挑战。由此决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我国生存与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

艰巨；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正确的认识和抉择应该是，把国防

现代化建设纳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历史进程之中，借助科学的国家总体战略

布局，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相应改善

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不断增强军队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和应急作战能力；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27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