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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普通高等学校的军事课教学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本
教材是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防教育法》有关高等学校实施军事课教学的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转发教育
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事训练工作的意见》
( 国办发［2001］48号) 的重要精神，适应新世纪新阶段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的发展要求
而编写的。本教材以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 2007 年 1 月 24 日联合颁布的《普通高等
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和 2007年 3月 22日颁布的《学生军事训练工作规定》为依据，认真总
结多年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和军事技能训练的实践经验，充分吸收了当今国内外军事
科学研究与军事技术研发的最新成果，注重理论与实践、系统与重点、教师讲授与学生自学
相结合的特点，从而使教材的适应性更强、信息量更大、重点更突出、时代气息更浓。

本教材内容共十二章，胡杰撰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第十章和第十二章，胡
林撰写第四章和第五章，李博撰写第七章和第八章，李超琍撰写第九章和第十一章，全书由
代海统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吸收和引用了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感谢。由
于军事科学与军事技术的迅猛发展，而我们受认识水平的局限，难以准确把握军事发展的时
代脉搏，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广大师生在使用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进一
步修改和完善。

编 者
2015年 6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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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国防

学习目标:
了解我国国防历史和现代化国防建设的现状，熟悉我国国防法规的基本内容，了

解我国国防动员和武装力量建设的内容和要求，熟悉公民的国防权利和义务，以及公
民的国防教育权利和义务。

第一节 国防概述

自古以来，有国就有防，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国防是随
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国防是国家为抵御外来侵略与颠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维
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发展，而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外交
等方面的建设和斗争。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
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仍然威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国际形势
纷繁复杂，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非传统问题威胁日益严重。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
必须树立国防观念。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最重要的是生存与发展。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
的安全保障。国防是否巩固，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兴亡，事关维护国家和平与发展的根本
利益。

一、国防的含义与基本要素

( 一) 国防的含义

一个国家的防务即为国防，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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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等
方面的活动。国防因国家而生，服务于国家利益。国防直接关系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尊严与
社会的发展。现代国防又被称为社会国防、全民国防、大国防，国防包括武装建设、国防体
制、军事科技和工业、国防工程、军事交通通信、人力动员、国防教育、国防法规诸多方面，是
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其以军事力量为核心，还包括有关的非军事力量; 它重视国家的战
争潜力，特别是战时的动员效率; 它还是以经济和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现代军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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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科技密集的武装集团，强调质量建军胜过“人海战术”。和平时期国防的作用是威慑，
要求不战而胜;战时国防的责任是实战，目标是胜利。( 图 1)

图 1 多兵种综合实弹演习

( 二) 国防的基本要素
1．国防的主体
国防的主体，即国防活动的实行者，通常以国家为单位。也就是说，国防是国家的事业，

是国家的固有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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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防的本义看，国防是国家的防务，是全民族的防务，与国家的各个部
门、各种组织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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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防的目的
国防的目的主要是捍卫国家的主权、统一，维护国家安全，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
( 1) 捍卫国家的主权。国家和主权不可分割，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处理自己的内外事

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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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生活方式、基本的政治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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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保卫国家的统一。国家的统一是指国家有一个中央政府对领土内一切居民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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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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分裂，历来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绝不允许外国干涉。因此，保卫国家的统一是
国防的重要任务。当外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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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底土及上空，它包括领土、领水和领空。领土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自然物质条件，是构成
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领土完整的含义是:凡属本国的领土，绝不能丢失，绝不允许被分裂、
肢解和侵占。任何集团和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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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必然会遭到侵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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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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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
和平息这种内外勾结的暴乱，保卫国家安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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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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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武装入侵和武装暴乱最根本和最有效的方

法莫过于采取军事手段。原因有三:①军事手段是最具有威慑作用的手段，它可以对各种形
式的外来侵略进行有效的阻止或遏制;②军事手段是唯一能够有效对付武装侵略的手段，它
可以用军事力量所拥有的巨大的即时打击能力给侵略者造成物质和精神的严重伤害，从而
迫使其中止侵略行动，以至放弃侵略企图; ③军事手段是解决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最后手
段。当国家之间主权、利益矛盾积累达到极限时，就只有通过最高的斗争形式———武装冲突
或战争去彻底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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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的全部含义。政治与国防关系密切。一方面，国防直接保卫国家的主权，是政治的第一
需要;国防直接保卫国家领土，是政治的物质前提;国防直接保卫国家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
是政治的根本追求。国家政治、政治制度也要靠国防力量来捍卫。另一方面，政治对国防起
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 国家的政治需要，决定国防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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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国防的根本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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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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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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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防的对象
国防的对象，是指国防所要防备、抵抗和制止的行为。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使用国防力量的重大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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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国防要防备和抵抗的是“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对国防对象的这一法律
界定，既有国际法理依据，又符合国防的实际需要，与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相一致，不仅表
述方法合理恰当，而且意义深远重大。其理由: 一是与国际约章相衔接。联合国 1974 年专
门通过了《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对“侵略”做了非常详尽的定义。凡属于决议所指的侵
略，均属于运用国防力量防备和抵抗的对象。二是与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相一致。我
国《宪法》第 29条规定武装力量的任务，第 55 条规定公民的国防义务，都采取了“抵抗侵
略”的提法。三是与国防活动的客观实际相适应。立法应为现实服务，制定国防法律也应为
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服务。如果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国防只是防备和抵抗“武装侵略”，在今
后的国防建设和斗争中，就会束缚自己的手脚。但是，当今世界的现实是，的确存在着武装
侵略和非武装侵略并存的事实。因此，国防所要防备和抵抗的是“侵略”，而不仅仅是“武装
侵略”。

( 2) 国防应把“武装颠覆”作为制止的对象。制止武装颠覆是国家的大事，它不完全属
于国防的范畴，但又与国防密切相关，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根据《宪法》，我国是一个实行
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多民族国家，那些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分
裂国家为目的的颠覆活动，不是一般的反政府活动，而是危及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对国家的
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活动。如果这类活动不采取武装暴力的形式，
则仍然属于国家安全部门去对付的事情; 只有属于武装性质的颠覆活动，如武装叛乱、武装
暴乱，才必须动用国防力量。因此，我国把“武装颠覆”作为国防的对象并写入《国防法》。
( 图 2)

图 2 中国陆军 99式主战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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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国防的基本特征和类型

( 一) 现代国防的基本特征

现代国防是传统国防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种全新的、系统的国防观念和国防实践活动。
也有人称现代国防为社会国防、大国防或全民国防。这种国防大体有四个方面的特征。

1．现代国防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
现代国防虽然与传统国防在目的上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但它所维护的国家利益，无

论是在内涵上，还是在范围上，以及在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方式上，都远比以前丰富多了。
国防所维护的国家利益主要是安全利益。首先，它是指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利益实体的安全，
包括国家政治制度的巩固、领土主权的完整、主导意识形态的维护、民族团结和睦统一等。
其次，它还指国家作为一个经济利益实体的安全，包括国家资源和经济生产、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等。此外，它还指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作为一名成员的地位和威望。一个
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尊严、荣誉、信誉、对外友好关系等，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有着十分
重大的影响。

总之，现代国防与传统国防概念相比，在以下三方面有明显的不同。一是国防的主体是
国家，它不仅仅是某些国防职能机关和有关工业部门的事情，而且是关系到全国上下每一个
人的事情。二是国防事业涉及国家的广泛领域，它不仅包括诸如构筑防止敌人入侵的军事
设施、发展武器装备等“硬件”设施建设，也包括进行国防教育、健全动员机制等“软件”建
设。三是国防斗争贯穿社会活动的全过程，不是仅限于战争爆发之前的临战准备和战争期
间的行为，而是包括整个和平时期有关的各种活动。

2．现代国防是综合国力的较量
现代国防虽然仍以军事力量为主体，但它不单是指军事力量，而是依靠国家的实力，同

时还依靠国家的潜力和潜力转化为实力的能力。它不仅要考虑兵力、军费、武器等直接构成
的国防实力，同时还要考虑国防体制、国防法规、国防教育等国防潜力和国防实力的发挥。
为此，在现代国防中出现了“综合国力”的理论。现代综合国力是由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
精神力、自然力、国防力、人力、物力等多种因素构成的。它包括国家的方方面面，如国土面
积、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口质量和数量、地形、气象、生产能力、科技文化水平、运输和通信
状况、军事力量、社会制度、国家政策和管理能力、国际关系和国际地位等。如何使综合国力
得到快速增强和有效运用，则是加强现代国防建设的关键所在。

3．现代国防是多种手段、多种斗争形式的角逐
国防手段，是为达到国防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措施，主要包括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相

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这些手段的综合运用，又形成了诸多的斗
争形式。主要包括:

( 1) 通过暴力对抗，即以战争手段消除威胁;
( 2) 通过威慑手段，即在强大军事实力基础上，以各种非暴力方式，给对方造成心理震

慑，使之改变意志，放弃威胁企图;
( 3) 通过谈判方式，使双方达成谅解，从而缓解威胁;
( 4) 大力发展本国力量，并通过运用力量，不断扩大影响，形成对敌明显优势，使对方不

700

第一章 中国国防



敢进行威胁，这可称之为运用影响手段。
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对峙的双方不经实力的较量，在短期内一般较难改变自己的企

图。因此，无论是影响力、谈判还是威慑，都必须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和基础，甚至要随时准
备把实力投入战场。战争是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
争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尽管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但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军队
的建设。战争手段的最高仲裁者的地位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点上，现代国防观
与传统国防观是相同的。现代国防观与传统国防观的根本不同之处，并不在于是否在战场
上决一雌雄，而在于是否着眼于制约战争的发生。因而，运用影响力、谈判和威慑等非暴力
手段已客观地居于国防的重要位置。现代国防也正是这多种手段、多种斗争形式的角逐。

4．现代国防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国家经济发展的总水平制约着国家武器装备发展的水平和国防力量的规模、质量。当

今世界科技迅猛发展，促使武器装备不断更新，现代国防对资源、财力的需求和对国家经济
部门的依赖性也日益扩大。同时，国防又能为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和为人民的劳动创
造一个和平安全的国内、国际环境。它能发挥其社会经济功能，多方面地支援和促进国家经
济建设，如参加救灾抢险和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利用国防工业的人才和技术设备的优势从事
民用生产与科研等，从而实现国防“增殖”、为国防创造财富的目的。

( 二) 现代国防的基本类型
1．侵略扩张型
这些国家奉行侵略扩张的霸权主义政策，其最大的特点是把本国所谓的安全建立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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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侵略他国主权和领土，干
涉他国内政，赤裸裸地对他国进行侵略、颠覆和渗透。

2．自卫防御型
依靠本国国防力量防御别国的侵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尊严。其宗旨是绝不要别国的

一寸土地，不向别国派一兵一卒，但也绝不容许别国侵犯本国一寸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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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边区域和世界的和平与
稳定。

3．互助联盟型
以联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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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略扩张型和自卫防御型两种。有的联盟形式是以一个大国作为主导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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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协商国防防卫大计。

4．自主中立型
这些国家基本奉行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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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事务中实行中立态度;有的采取全民保卫的武装中立，使侵略者感到得不偿失，从
而放弃对该国的侵略。

三、中国国防史

国防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萌芽于部落之间的斗争，之后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我国
国防史是我国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国防作为中华民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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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的文明史，不仅培育和锤炼了中华民族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勇于抵御外来侵略的优良
的尚武精神，而且形成了习文尚武、文治武功的优良传统美德。

图 3 古代军队

( 一) 中国古代国防

我国古代国防从公元前 21 世纪夏
王朝建立，至公元 1840 年鸦片战争爆
发，大约经历了 4000 多年的历史。在漫
长的国防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经
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培育了民族
的凝聚力和自强不息、卫国御侮的尚武
精神，最终形成了多民族、疆域辽阔的
国家。

1．我国古代的兵制建设
兵制，就是军事制度，现在称为军

制，它包括武装力量体制、军事领导体制
和兵役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兵制建设是
我国古代国防的一个重要方面。( 图 3)

早在夏初，王已控制了军事大权，已
有对参战人员编组和奖惩的规定。商和
西周，王是最高军事统帅，军事领导职务由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担任;士卒主要由奴隶主和
平民充当，奴隶一般只随军服杂役;车兵为主要兵种，师为最高建制单位。这一时期，作为观
念形态的军事思想已产生并有初步发展。西周时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春秋时期，
随着奴隶制的解体，各诸侯国开始实行兵制变革，废除奴隶不能充当甲士的限制，实行武官
任免制度;车兵地位逐渐下降，步兵地位逐渐上升; 以户籍定军队的编制，军为最高建制单
位;开始出现郡县征兵制。

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开始建立，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争霸、兼并、统一战
争激烈，用兵数量增多，兵制也有很大的发展。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 兵役
制度上，打破了世袭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剥夺私属武装，集中军权，统一军队，
文武分职;凭玺印、虎符任将发兵;建立按军功晋爵升赏的制度;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
专职化。这一时期，学术上百家争鸣，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以《孙子兵法》
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逐渐成熟和军事制度体系的形成。

自秦统一中国到清末，历代封建王朝根据各自的需要和条件，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的基础上，加强帝王的军权。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便于帝王控制的统帅指挥系统;常备军按任
务或武器编组，并区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建立武库、粮储和运输制度，主要武器装
备和军需物品由国家监制和供给; 因势采用征兵制、募兵制、世袭制等，多数以农民为军队的
主要成分。兵制的许多内容通过法律形式颁行，如唐代的《卫禁律》《捕亡律》《擅兴律》《军
防令》等，对军队的组织编制、番上宿卫、屯田戍边、兵役军赋、军队调发、军需补给、驿站通
道、武器制造和配发、厩库管理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这一时期的帝王、政治家、军事家对
兵制的研究和改革，也推动了兵制建设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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