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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防教育是国家为巩固和加强国防而对公民进行的普及性教育，是全民教育系统中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接受国防教育，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高校中开展国防教育，是培

养青年学生的国防意识、国防观念，进一步树立居安思危思想的重要途径。 
《大学军事理论教程》在编写过程中，以大学生国防教育为主线，注意吸纳世界军事科

学技术发展和中外军事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结合大学生的知识结构，精选出中国国防、军

事思想、战略环境、军事科技、信息化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条令教育与训练、轻武器射击、

军事地形学、综合训练等方面的内容，力争做到教材结构体系合理，内容贴近实际。本教材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规范性。该教材以 2007 年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重新修订、颁发的《普通

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为依据，严格把握课程目标和课程体系，框

架结构和内容设置都具有较强的规范性。 
二是时代性。该教材充分地反映了当前国内外军事发展的最新动态。世界范围内兴起的

新军事革命发展迅速，军事思想、武器装备、作战方式和指挥手段等都在不断创新。大学生

渴望了解这些变化，学到新的军事理论知识。为了满足大学生的需求，我们依据《大纲》把

这些变化充分地吸收到本教材中。 
三是实用性。该教材在内容编排上力求适应大学生求新求变的心理模式，在教材的表现

形式上，穿插了许多当代大学生需要了解而又比较陌生的相关军事理论知识。 
本教材编写分工如下：第一章、第四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二一一医院曲超法执笔，第二

章、第五章、第九章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吕研执笔，第三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由哈尔

滨师范大学马小晶执笔，王吉影、李亚静、王姝、张金福、赵延山、敖政华、于进勇、王永

海、李世友、刘丽娜、庞胜明、杨秀华、李红波、孙启刚、马玉婷、石立军、田丽红、 祁
凤国、刘永锋、张翠侠、冷金霞、裴庆波、刘岩、李永峰、王珊珊、宋丽红在本书编写过程

中做了大量协助工作，蔺秀丽组织了编者之间的协调和校对工作。 
由于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变幻莫测，军事技术日新月异，加之编者的水平有限，书中难

免有错漏之处，敬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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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 国 国 防

第一章  中 国 国 防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的国防历史和国防建设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熟悉国防法规和国防政策的基本内容。 
3．掌握中国武装力量的现状和具体组织形式。 
4．了解国防动员的相关内容。 

第一节  国 防 概 述 

“仗可以百年不打，国不可一日无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无非两件大事：

一件是生存与安全，另一件是发展与富强。国防是人类社会发展与安全需要的产物，是国家

生存和发展的安全保障，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兴衰荣辱。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

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关注国

防、了解国防、建设国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国防的内涵和基本类型 

（一）国防的定义 

国防，是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

全所进行的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活动。 

（二）国防的职能    

国防作为国家的防务，其根本职能就是保卫国家的安全。 
第一，国防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同时又服务于国家，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为根本

职能。 
第二，国防通过为国家和民族提供安全保障，达到服务国家利益的目的。国防除担负防

御外敌入侵与颠覆，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职能外，还担负维护国家安定团结、保障经

济建设顺利进行等职能。 
第三，国防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国家性质、制度和政策的制约。国家的社会

制度和政策决定国防的性质和利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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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防的基本类型 

国防作为国家的防务，其根本职能就是保卫国家的安全，国家的安全利益是国防行为至

高无上的准则。也正因为如此，不同性质、不同制度、不同政策和不同利益标准的国家，有

着不同的国防形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扩张型。奉行霸权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

利益，打着防卫的幌子，对别国实施侵略、颠覆和渗透，把国防作为侵犯别国主权和领土、

干涉他国内政的代名词。 
第二类是联盟型。联盟型，也就是以结盟形式，即联合一部分国家，来弥补自身力量的

不足。从联盟国之间的关系来看，可将联盟分为一元体联盟和多元体联盟，所谓一元体联盟，

就是有一个大国处于盟主地位，其他国家则从属于它，目前日本、韩国的国防属于此种类型，

都是以美国为盟主建立的国防。所谓多元体联盟，则是各国基本处于伙伴关系，共同协商防

卫大计，如北约组织和独联体组织。 
第三类是中立型。即采取和平中立的国防和外交政策，制定总体防御战略，建立相应的

国防体系，以保障本国的安全。如瑞士、瑞典的国防，就属于典型的中立型国防。 
第四类是自卫型。自卫型国防，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我国

是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实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属于全民自卫型国

防。我们的国防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我国的战略边疆与

地理边疆相一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因此，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

而只会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二、国防的基本要素 

（一）国防的主体 

国防的主体是国防活动的实行者，也就是说，国防是国家的事业，是国家的固有职能。

任何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要固国强边，防备和抵御各种外来侵略，以保障国家安全、维

系国家生存。因此，国防必然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最终，也只

能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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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依靠国家的这种权力才能使国防得以运转，只有国家才能领导和组织国防事业。

从国防的本义上看，国防既是国家的防务，也是全民族的防务，与国家的各个部门、各种组

织及全体公民都息息相关。加强国防建设，进行国防斗争，必须依靠国家各个方面的综合力量。 

（二）国防的目的 

1．捍卫国家的主权 

国家和主权不可分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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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切，包括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传统生活方式、基本政治制度、社会准则和国家荣誉、

国家尊严等，都无从谈起。因此，捍卫国家主权，始终是国防中第一位的、根本的目的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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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卫国家的统一 

国家的统一是指国家由一个中央政府对领土内一切居民和事务行使完整的管辖权，不允

许另立政府或分割国家的管辖权。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保卫国家统一和反对分裂，历来是

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绝不允许外国干涉，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因此，

保卫国家的统一历来是国防的重要任务。当外国敌对势力插手我国的民族事务，破坏我国的

民族团结，危及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时，国防力量必须予以坚决打击，发挥其维护国家统一和

稳定的职能作用。 

3．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 

领土是指位于国家主权支配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以及其底土和上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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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权与国家领土具有密切联

系，领土既是国家行使其主权的空间，也是国家主权行使的对象，没有领土，主权就失去了

存在空间和行使对象。领土完整的含义是：凡属本国的领土，决不能丢失，决不允许被分裂、

肢解和侵占。任何国家不得破坏别国的领土完整。任何集团或个人也不得搞旨在分裂本国（或

别国）领土完整的活动。国家的领土被侵占，主权必然要遭到侵犯。国防捍卫国家主权的独

立，必然要保卫国家领土的完整。 

4．维护国家的安全 

国家要正常地生存和发展，必须有一个安全的内外环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和平、稳定

的状态，不仅难以建设和发展，而且生存也会受到威胁。因此，维护国家的安全，也是国防

的主要目的之一。一旦国家遭到外来侵略和颠覆，安全受到威胁，国防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职

能，抵御和挫败外来的侵略和颠覆，确保国家的和平、稳定状态；当国内敌对分子勾结外国

敌对势力进行武装暴乱，危及国家安全时，国防力量就要采取措施，平息这种内外勾结的暴

乱，保卫国家安全。 

（三）国防的手段 

国防的手段是为达到国防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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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军事 

国防的主要手段是军事手段。现代国防的根本职能是捍卫国家利益，防备和抵御外来的

各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侵犯，防备和平息内部和外部的敌对势力相互勾结所发动的武装暴

乱。在对国家利益的各种形式的侵犯中，其威胁和危害最大的是武装侵犯，包括军事威胁、

恫吓、军事干预、占领部分领土、武装掠夺经济资源、发动侵略战争，等等。上述活动和内

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发展的武装暴乱，不仅使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而且直接

危及国家民族的发展前途和生死存亡。对付武装入侵和暴乱最根本的和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

采取军事手段。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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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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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含义。构成国防手段的政治活动主要是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工作、政治宣传等。政治与国

防关系密切。一方面，国防直接保卫的国家主权是政治的第一需要，国防直接保卫的国家领

土是政治的物质前提，国防直接保卫的国家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是政治的根本追求，国家政

权、政治制度也要靠国防力量来捍卫；另一方面，政治对国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的政

治需要决定国防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类型，国家的政治指导思想和路线决定国防的方向、方针

和原则，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国防的根本体制，国家的政治素质制约国防的客观效应。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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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手段主要

有国防经济活动、经济动员、经济战、经济制裁等。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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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又称为军事外交。它既有通常意义上的外交工作的一般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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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讲，国防外交主要涉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军事集团与

军事集团之间的军事政治关系、军队关系、军事战略关系、军事科技关系和军事经济关系。 

三、国防的地位和作用 

任何一个国家，从诞生之日起，首要的任务就是对内巩固政权，对外抵御侵略，保证国

家的生存、安全与发展。在国家的职能中，国防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其强弱与国家安危、

荣辱和兴衰休戚相关。 

（一）国防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家发展，各国都从本国实际出发，努力加强国防建设，同时

在国民中普遍进行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国防教育，使国民树立爱国主义和维护国家根本利益

的观念，为国家的发展营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保障国家安全。 

（二）国防是国家独立自主的前提 

强大的国防，是确保国家安全、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有国无防，或国防不强，国家就

要遭殃。旧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从反正两个

方面证明：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必须有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国家独立、民族兴旺，离

不开整个民族的尚武精神，离不开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和后备力量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巩固的国防不仅是我们在异常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赢得 21 世纪战略主动权的重要条

件，也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三）国防是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 

一个国家只有有了巩固的国防，其他建设事业才能顺利进行。如果没有巩固的国防，这

个国家的政权是无法稳定的，经济发展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国家的生存、政权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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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发展利益的维护，以及国际地位、形象的巩固，都必须有一个能够捍卫国家根本利益

的国防。 

四、现代国防的基本特征 

现代国防是对传统国防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国防理念和实践活动。其基本特征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利益及安全防务的整体性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国家安全利益的内涵不断扩展。现代国防的职

能正在由维护地缘明确的“硬疆界”，扩展到争取有利于己的“软环境”；由保卫本土不受侵

犯，扩展为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争取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的影响力与主导权；由打赢战争

扩展到在战争和非战争状态下都能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此外，现代国防强调，国家安全必

须依靠整体性防务。一个国家只有经济不断强大、科技不断发展、国防实力不断增强、国防

安全意识不断巩固，以及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二）国防力量的综合性 

现代国防是综合国力的体现，现代国防力量是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综合国防力。有了雄

厚的综合国力才有可能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国家的整体实力，是指国家的政治、经济、科

技、军事、文化、外交和自然等综合力量的集合。同样，强大的国防实力，也是多种因素相

互交织力量的综合。尽管军事力量依然是国防力量的主体，但现代国防力量的构成不再局限

于单一的军事力量，而更加突出复合力量建设。 

（三）国防手段的多元性 

由于对国家利益的威胁来自诸多方面，除了兵戎相见的“硬对抗”外，还有各种“软伤

害”式的威胁，如意识形态、文明冲突和信息攻击等。因此，单纯的军事行为，已不能满足

安全防卫的需要。现代国防斗争，不仅可以使用军事手段在战场上进行武力对抗，而且也可

以通过政治对话、外交谈判、经济封锁、心理施压和军备控制等非战争手段在更广阔的空间

进行激烈的较量；既依靠国家的国防实力，也依靠国家的国防潜力。在某一时期、某一方面，

可以根据情况的不同选择使用某一种手段，并以其他手段相配合，但决不能固守一种方式。 

（四）国防建设的系统协调性 

现代国防建设是一个以科技为龙头，以经济为骨干，通过总体性的战略运筹，谋求综合

国防效益的有机系统。现代国防斗争更重视质量优势，而不仅是数量优势；更重视整个系统

的威力，而不只是某些单元的作用。因此，世界各国普遍着眼于从宏观规划上合理调整军队、

准军事组织和后备役部队的比重，军队内部各军种、兵种的比重，以及如何在发展武器装备、

改进编制体制、强化军事训练、完善战场建设等方面更有利于协调行动，发挥系统的整体效

能。与此同时，整个国家要做到平战结合，寓军于民，在确保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基础

上，加强军事力量，做到综合国力协调发展，结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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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防事业的社会性 

随着国防内涵的扩展，全面增强防卫能力必然涉及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因而与整个社

会构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依靠国家和社会的综合力量来建设国防，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

国防不只是“军防”，而是关系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和每个公民的事情，与整个社会密不可

分。中国有句古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古代尚有布衣曹刿论战败齐师，商人弦高假命

退秦师，今天我们更应牢记：“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

责。”我们一定要为国家的兴盛和国防的强大尽一己之力。 

第二节  国防法规与国防政策 

一、国防法规 

国防法规是国防法律法规的简称，是调整国防和武装力量建设领域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

规范的总和。由于国防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军事斗争，国防法规也可以称作军事法规。新中国

成立以后，国家非常重视国防法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加大了国防立法力度，

使国防和武装力量建设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轨道。21 世纪，国家继续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国

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国防法规对于加强国防建设，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国防法规的特性 

国防法规是国家法律的组成部分，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

行为规范，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如人民性、权威性、强制性和普遍适用性等。同时，国防

法规还具有区别于其他法规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调整对象的军事性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不同的法律用来调整不同领域的社会关系，国防法规

所调整的是国防和武装力量建设领域的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军队内部的社会关系、武装力量

内部的社会关系、武装力量外部的社会关系。这些带有军事性的社会关系是国防法规特有的

调整对象，是其他任何法律规范所不能代替的，这是国防法规特性的基本表现。 
调整对象的军事性并不意味着国防法规只管军队，不管地方。国防是国家行为，国防行

为的组织主体主要是国家和武装力量，但国防义务的承担主体主要是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

位和公民个人。因此，这些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承担国防义务时的行为都要受国防法规

的调整。 

2．内容公开的相对性 

公开性是一般法律固有的特性，因为法律只有公开才能使人们普遍了解和遵守，一般的

法律不存在保密问题，但国防法规有些不同。从整体上讲，法制的公开性原则对国防法规也

是适用的，一些基本的、主要的国防法规是公开的，如《国防法》《兵役法》《军事设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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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防动员法》等。但有一部分国防法规，特别是关于军队的作战、训练、编制、装备

和战备工作等方面的法规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了解，如各种《战斗条令》《军事训练条例》

《战备工作条例》等，都规定了保密等级。所以说，国防法规的公开性是相对的。为了加强

法制，对能公开的国防法规，要尽量公开，做到人人知晓，以便大家了解和遵守。但是为了

国家安全，该保密的国防法规也要严格保密，以免国家利益受到损害。 

3．法律适用的优先性 

国防法规优先适用，是指在解决与国防利益、军事利益有关的法律问题时，如果国防法

规和其他法规都有相关的规定，要以国防法规的规定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和采取行动的准

则。优先适用不是指先后顺序，而是一种排他性的单项选择。在涉及国防利益、军事利益的

案件中，只适用国防法规，不适用普通法规。“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是国际公认的法律适

用原则。特别法是对特定的人、特定的领域、特定的事项或在特定的时间内有效的法律。国

防法规属于特别法，因而在执法实践中实行“军法优先”。 

4．处罚措施的严厉性 

国防法规所保护的国防利益，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因而对危害

国防利益的犯罪实行比较严厉的处罚。 
（1）同一类型的犯罪，危害国防利益的从重处罚。如《刑法》规定，抢劫罪通常判 3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抢劫军用物资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

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2）战时从重处罚。所谓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

敌突然袭击时，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或者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时也以战时论。《兵役法》《刑

法》的许多条款都申明战时从重处罚。如《兵役法》规定，平时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征集且

拒不改正的，在两年内不得被录取为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业职工，不得出国或者升学，还可

同时处以罚款；而战时则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对军人违反职责的犯罪从重处罚。《刑法》规定的军人违反职责罪有 30 项罪名，其

中，12 项罪名最高刑罚为死刑。对军人犯罪给予较重的处罚，是军事斗争的特殊性决定的，

是保障完成军事任务的需要。 

（二）国防法规体系 

国防法规体系是指由不同层次、不同门类的国防法律、法规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协调一致的整体。 

1．国防法规的层次 

我国的国防法规按立法权限区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目前已有 18 部，

主要为《国防法》《兵役法》《现役军官法》《军官军衔条例》《军事设施保护法》《预备役军

官法》《人民防空法》《国防教育法》《香港驻军法》《澳门驻军法》《刑法》（第七章“危害国

防利益罪”和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人民武装警察法》，以及 2010 年 2 月 26 日通过

并颁布的《国防动员法》和 2012 年 4 月 27 日通过并颁布的《军人保险法》等。 
第二个层次是法规，是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制定的。由中央军委制定的为军事法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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