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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对大学生进行国防教育，在大学开设军事理论课程，是党中央、国务院及中央

军委一直高度重视的一项战略性工作，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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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高等学校的神圣使命和职责。

军事理论教学涉及的领域很多，内容十分丰富。为适应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

和素质教育的需要，我们组织了一批长期在教学第一线从事军事理论教学和研究的

高校教师，根据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颁发的 《全民国防教育大纲》和教育部、总参

谋部、总政治部２００７年颁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

结合高校军事理论课程教学的实际，并针对学生的兴趣和特点，编写了这本 《高校

军事理论教程》。

本教程是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军事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的

大背景下，依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吸纳中外军事理论研究的新成果，精心编写而

成。目的是使大学生认清国防与国家安危、民族荣辱的密切关系，增强国防观念和

国家安全意识，进一步增强广大青年学生建设国防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通

过对近期几场局部战争的战例分析，增强大学生对未来战争的感性认识。希望通过

本书的学习，最终在青年学生群体中形成热爱国防、献身国防的爱国主义精神，为

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本教程坚持以国防教育为主线，以当代军事科学技术和军事理论的最新研究成

果为指导，结合大学生的学习特点，严格把握教程的内容，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

读性，对大学生军事技能训练有较强的指导性，有较好的使用和推广价值。

本书共九章，系统介绍了国防的基础知识和军事训练方面的技能等内容，包括

我国国防、我国的武装力量、军事高技术、现代战争、世界战略格局和我国周边安

全环境、轻武器射击、战术基础知识、战伤救助与野外生存、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

条令简介及解放军优良传统，以期对读者了解国防知识、掌握基本军事技能、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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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观念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内容结构上，采用图文并茂的方法；在语言运用

上，尽量简洁生动，力求做到通俗易懂。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引用了部分军事著作和军事文献及部分报刊

的学术成果，在此对相关作者深表感谢！由于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本书难免

有疏漏，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２０１１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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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国防

第一节　国防概述

一、国防的概念

　　国防，即国家的防务，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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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等方面的活动。

国防是个历史概念，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也是由
国家性质和国家政策所决定的。我国具有悠久的国防历史，早在公元前２１世纪，
就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开始了国防建设。“国防”一词最早见于 “臣愚以为宜隐郊
祀之事，以崇国防”。古往今来，国防虽然依照国家的性质、制度、国力及其推行
的政策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征，但一切国防的实质，都是以捍卫和维护国家利益为
核心来组织的。国家的兴衰和国防密切相关，国防的强弱直接关系国家、民族的尊
严和社会的发展。

二、国防的基本类型

国家建立的国防系统是与本国的根本利益和国防战略需要相适应的。按社会形
态来区分，国防可分为奴隶制国家的国防、封建制国家的国防、资本主义国家的国
防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按国防建设性质来区分，国防又可分为扩张型国防、自
卫型国防、联盟型国防和中立型国防等。当代中国的国防是自卫型的、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国防。

１．扩张型国防
扩张型国防是指某些经济发达的大国、强国，为了维护本国在其他一些国家和

地区的利益，奉行霸权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打着 “防卫”和 “维护人权”的幌子，
对他国进行侵略、颠覆和渗透，其特点是把本国的 “安全”建立在他国屈服的基础
上，把 “国防”作为侵犯他国主权和领土、干涉他国内政的代名词。美国即属于这
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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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自卫型国防
自卫型国防是指在国防建设上以防止外敌入侵为目的，其宗旨是决不要他国的

一寸土地，广泛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以维护本国的安全、周边地区和世界的
和平与稳定。我国即属于这一类型。

３．联盟型国防
联盟型国防是指以结盟形式，联合一部分国家来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联盟型

国防又可分为扩张和自卫两种。从联盟国之间的关系来看，还可分为一元体系联盟
和多元体系联盟。前者有一个大国处于盟主地位，其他国家从属于它；后者基本属
于伙伴关系，共同协商防卫大计。目前的日本和韩国即属于这一类型。

４．中立型国防
中立型国防是指中小发达国家，为了保障本国的繁荣和安全，严守和平中立的

国防政策，实施总体防御和寓兵于民的防御体系。瑞士即属于这一类型。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与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高度统

一的。我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奉行防御国防政策。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和
巩固国防，实行积极的防御战略，坚持全民自卫原则。国家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
设的同时，加强国防建设，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在外交上，我国一
贯奉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与各国友好合作，不称霸，不
依附任何大国。我国的国防安全是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是积极防御
的自卫型国防。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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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全新的国防观念和国防实践活
动。现代国防又叫做社会国防、大国防或全民国防，其根本着眼点都是为了捍卫和
扩大国家利益。现代国防的基本内容包括国防建设与国防斗争。国防建设是指为了
国家安全利益需要、提高国防能力而进行的各方面的建设。现代国防建设是一个庞
大的系统，包括武装力量建设、国防体制建设、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国防工业建
设、国防工程建设和国防动员、对人民群众进行国防教育、国防法规宣传等。国防
斗争是指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反抗外来侵略，支持正义事业而采取的以军
事手段为主，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行动的总和。

现代国防具有如下特征：
（１）现代国防具有目标上的多层次性。国际政治、经济在现代国防上打下的烙

印越来越深刻。由于各国的国家利益不同，特别是经济利益不同，因此，其制定的
战略也各有千秋。再加上各国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差异，就使得现代国防呈现出
目标上的多层次性。从范围上，现代国防可分为自卫目标、区域目标和全球目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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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在国土之外的经济利益有限，加上自身实力不足，因此，只能将国防目标
定位于最基本的层次上，即自卫目标的国防，着眼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
些国家虽然在世界范围内都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但不奉行扩张政策，或者军事实力
达不到全球范围，所以，将防卫目标锁定在本国及周边区域，也就是说，区域目标
国防在维护本国安全利益这个层次上提升了一级，要努力为本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
好的周边环境，并扩大自卫的纵深和弹性。少数实力雄厚的国家，国家利益遍及全
球，或者出于保护本国利益的目的，或者出于称霸世界的企图，将国防的目标对准
世界，以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消除战争危险或者进行侵略扩张，将自己的意志强
加给别国。这就是全球目标的国防。还可从内涵上对现代国防的目标层次进行分
类。一种是基于保证国家生存、民族独立型的国防，称为生存目标；另一种是国家
生存无忧，民族独立无虑，国防的目标在于争取一个适合国家发展的空间，称之为
发展目标。

（２）现代国防既是一种国家行为又是一种国际行为。一个国家想要持续发展，
首要的条件是巩固国防，只有国防巩固了，政府才能集中精力制定正确的政策，才
能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进行经济建设，人民也才能安居乐业。然而，经济的繁荣与
衰退，都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相关因素，也涉及国防的方方面面。如果世界尤其
是周边国家局势动荡，该国就必须在国防方面给予更多关注；如果他国以武力相
加，该国就必须进行国际动员，迎接外来挑战。由此可见，现代国防作为一种国家
基本行为的同时，也日益成为一种国际行为。

（３）现代国防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现代国防力量不单纯指军事力量，还包
括与国防有关的非军事力量，但军事力量是主体、是核心。非军事实力，即国家的
实力，也是战争的潜力，在战时要能迅速将战争潜力转化为军事实力。现代国防斗
争不只是军事斗争，而且是国家的人力、物力，以及自然条件、政治、经济、外
交、科技、精神等综合国力的抗衡。国防不再单纯重视武装力量的数量建设，而要
更加重视质量建设，现代军队是知识和科技密集型的武装团体。现代国防不仅立足
于实战的作用，更立足于强大的威慑作用。威慑是和平时期国防的主要功能，实战
是战时国防的主要功能。和平时期要求不战而胜，遏制战争；战时要求战而胜之，
赢得战争。现代国防不单纯是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而是既消耗又 “增值”。
现代国防建设对国家经济建设既依赖又促进，两者只有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最佳的
安全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总之，现代国防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既包含物质内容，如军队、武器装备、军
工生产、军事科学技术研究，又包含非物质内容，如国家的政治制度、军事思想、
军事法律法规、军事哲学观念等，是相当复杂的体系。它不单纯是军事领域的事，
而是涉及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每一位公民，都与国防密切相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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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从军事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社会道德、思想意识等各个领
域，都与国防紧密相连。

四、我国国防的任务

国防在形式上是一种立体的、全球性的活动，在内容实质上，则体现了不同国
家或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以侵略、掠夺为特征
的，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从根本上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以 “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作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一个国家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强弱，
将直接关系到国防斗争的胜败。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
促发展和谋合作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在世界上，一些地区仍存在着很多
不安定的因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主要根源。
冷战思维还有一定的市场，扩大军事集团、强化军事同盟给国际安全增加了很多不
稳定因素。有的国家倚仗军事优势对他国进行军事威胁，甚至武装干涉。不公正、
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仍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民族、宗教、领土、资
源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国与国之间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仍待解决。

在如此严峻的世界形势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以下简称 《国防法》）
规定，我国国防的任务是 “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侵略是一国对他国
领土、主权的侵犯和对他国人民的掠夺、奴役的活动。“防备和抵抗侵略”是各国
国防的共同任务，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法律中对此做了规定。武装颠
覆是指以武装的形式，例如武装暴乱、武装叛乱来颠覆政府。反颠覆与国家安危密
切相关。把 “制止武装颠覆”作为我国国防的任务，是由我国的国情和国家的安全
形势所决定的。一方面，“台独”、“藏独”等企图分裂国家的活动已成为我国安全
的主要威胁；另一方面，武装颠覆并非纯粹来自内部，“台独”、“藏独”势力一般
都有外国反华势力的插手和支持，往往内外勾结。这种武装叛乱、武装暴乱，对国
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构成了严重威胁。正
因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 《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中国
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
争。”《宪法》还规定了武装力量的任务是 “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
人民的和平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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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国国防建设

一、我国国防活动的基本原则

　　国防活动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通常用法律的形式予
以规定的、用以指导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的基本准则。我国 《国防法》第四条规
定：“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和巩固国防，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坚持全民
自卫原则。国家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国防建设，促进国防建设与
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这里以法律的形式集中规定了我国国防活动的基本原则。

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独立自主”是指在国防活动中坚持以我为主，不领队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

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也不屈从于任何大国的压力；“自力更生”是指把国防建设放
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国防现代化。

我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防活动原则是有一定原因的。
首先，它是由我国的国防性质、目的和任务所决定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国防的性质是自卫型的国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国防目的是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它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
强权政治国家的国防目的是不同的。我国国防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一方面，我国
幅员辽阔，边防线、海防线漫长，海域、空域广大，若单靠外国的支援和花钱来购
买昂贵的武器装备，很难有效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必须建立起强大而牢固的国防体
系；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其根本利益出发，并不希望中国有强大的国
防，必然要在先进军事武器和技术上对我国进行封锁和控制，关键性的武器装备和
技术不会卖给我国。因此我国只有依靠自身的力量，建设牢固的国防才有可靠
保证。

其次，它是由我国经济实力所决定的。我国目前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尚不发达。因而只能依靠
我国自身的力量搞国防建设，并以此带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提高综合国力，进
而提高我国国防实力。

最后，它是由维护我国的主权独立完整和民族尊严所决定的。一般来说，在国
防上依赖别国，必然损害本国的主权，丧失民族尊严，使国防变得没有意义。在世
界上有的国家，倚仗大国的军事保护或军事援助，不但丧失了部分国家主权，甚至
沦为霸权主义的附庸和帮凶。所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建设强盛的
经济、强大的国防，避免受制于人，才能使我们中华民族傲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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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防活动原则，并不意味着自给自
足、闭关自守，并不排斥对外开放、适当地借助外援、有条件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和
设备。因此，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关起门来搞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也不能错误地
认为是拒绝学习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先进国防制度和国防文明。恰恰相反，独立
自主、自力更生应当是在广泛学习和吸收世界上任何国家有益的国防经验、合理的
国防体制和先进的军事技术基础上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２．积极防御的原则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所以，我

国坚持抵御外来侵略的积极防御战略。对于积极防御，邓小平曾深刻地论述说：
“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
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这说明，积极防御决不是不进攻，也不
是单纯防御，而是攻势防御，是攻守结合。

我国实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是有一定原因的。
首先，它是由我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永远不会

侵略他国，并力求避免和制止战争，力争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
问题。

其次，它是由我国的历史传统所决定的。中华民族一贯热爱和平，反对侵略，
数千年来在自己的国土上辛勤劳动、和平生活，没有海外掠夺和扩张殖民地的霸权
主义传统，相反却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和宰割。中国从没有侵占过别国的一
寸土地，也从没有向海外派驻一兵一卒和建立军事基地。

最后，它是我国的既定国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致力于经济建设和提
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国防军费开支一直维持在最低水平上。即使中国将来富强起来
了，也永远不会侵略他国，永远不搞军事扩张，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但是，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具有用军事手段捍
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能力，如果别人硬是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将坚决予以
反击。

３．全民自卫的原则
我国的国防是全民国防。这一规定的内涵实际上就是人民战争。所谓人民战

争，是为了阶级解放或反抗外来侵略，彻底发动和完全依靠广大人民进行的战争。
我国 《国防法》规定的全民自卫原则是人民战争在人民取得国家政权的条件下的法
律表述。

我国之所以坚持全民国防是有一定原因的。
首先，它是我国革命战争的重要历史经验总结。我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由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一场完全彻底的人民战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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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曾提出 “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战争是战争的主体”，“战争的伟力之最浓厚
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
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是群众基础最为广泛
的人民战争，是我们战胜内外敌人，赢得战争胜利的法宝。人民战争思想是我们进
行革命战争、反侵略战争的根本指导路线和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

其次，它是由我国国防的人民性所决定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
的主人。我们的国防是社会主义国防，国防利益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国防又是人民
的根本事业，人民是国防权利的享有者和国防义务的承担者。国防必须依靠人民，
是国防与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一致性所决定的。正如我国 《宪法》指出的那样：“中
国人民掌握了国家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帝
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增强了国
防。”《宪法》明确宣告人民群众在国防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宪法》还从公民基本
义务的角度做出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国家荣誉和利益
的义务，不得进行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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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国公
民的光荣义务。” 《宪法》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全民自卫是全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
统一。

最后，它是在高技术条件下我们发扬优势、弥补武器装备落后和不足的需要。
一方面，现代战争是高技术下的信息化战争，与以往战争相比变化显著：作战时间
缩短，作战空间不断扩大；高技术装备成为军事领域的主宰；制电磁权、制空权的
争夺是现代战争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军队的人员素质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军事
正在由人力、物力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变；高技术战争是包括政治、经
济、军事、外交、文化诸因素在内的综合较量，是各武器系统、各作战力量和各战
场的有效结合的整体力量的较量。另一方面，我军在武器装备上还处于劣势地位，
但是，一旦有人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予以还击的战争将是反对霸权主义的
侵略、捍卫主权国家领土完整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因而，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
众的理解和支持，也能够充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战和支援战争，从数量、质量和
建设上提供强大可靠的后勤、技术保障，发挥现有武器装备的优势，趋利避害，扬
长避短，将武器装备与有利的地形、民众结合起来，使低技术武器装备发挥出更大
的效能，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４．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原则
在高技术条件下，战争双方的较量不单是军事实力的较量，更是综合国力的比

拼。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注重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和平时期，世界各国进行国防
建设，大都考虑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我国 《国防法》规定： “国家在集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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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国防建设，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这个
规定与党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是一致的。这个规定的基本含义是：国家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前提下，进行
国防建设，国防建设的水平和速度与国家经济建设的水平和速度相协调，军队积极
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的大局下行动，把国防现代化建设纳入国家现代化
建设的轨道，政府各部门以及各行各业，积极支持国防现代化建设。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科学地反映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相互依赖
关系。一方面，只有经济发展了，国防建设才会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对于我国这样
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等方
面还比较落后，国防建设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要千方百计使我国经济
建设发展起来，国防建设就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另一方面，国防强大了，就
可以为经济建设的持续、高速、协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证，为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和人民安康生活保驾护航。

二、我国的国防政策

国防政策是国家进行国防建设、军事斗争和使用武装力量以及进行与国防建设
有关活动的准则。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防政策，以此作为指导国防活动的基本依
据。国防政策是分层次的，通常可分为总政策和具体政策。总政策是指导整个国防
活动的，具体政策则是指导国防某一个方面的活动，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制定和采
取的国防政策也不尽相同。

我国的国防政策，是由我国的国家利益、社会制度、对外政策和历史文化传统
等因素决定的。国家利益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根据国际惯例、历史传统、
国际条约或协议所确定的为多数国家所承认的国家权益，它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
益和政治利益等。维护国家利益，一是要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
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把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作为国防政策
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二是要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提供一个和平的内外环境。我
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不
会产生对外侵略扩张的因素，因而我国也就不会制定扩张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始终
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联盟，主张通过协
商和谈判和平解决国家间的纠纷和争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
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因此，中国不会对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而只能是维护世
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另外，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民爱和平，重防
御，求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共御外侮。这种优良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始终
是我国国防观念的主题。我国国防政策对国防的领导力量、国防的基本目标、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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