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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习 目 的












　　认识和了解中国国防历史和国防建设的现状及发
展趋势，熟悉国防法律法规和国防政策的基本内容，明
确中国武装力量的性质、任务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掌
握国防建设和国防动员的主要内容，增强依法建设国
防、献身国防的观念。

　　　 第 一 节　国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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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防动员的规模与分类

二、国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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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亦随着国家的消
亡而消亡。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
河中，中国的国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几千年的国防发展史留下了丰
富而又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
法·仁本》）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研究中国国防及其发展史，对加强国防
建设、提高应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军事形势的能力、强化全民国防意识等，是十分
重要的，也是关系国家昌盛、民族兴衰的大课题。

第一节　国防概述

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
防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
安全，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是国防的基本职能。没有强
大的国防，就没有独立富强的国家，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就没有国
际地位和国家尊严。

一、国防的概念和类型

国防与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尊
严、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国防的类
型是由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集团
的利益所决定的。

（一）国防的概念
国防，是国家的防务。《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防法》把国防的概念表述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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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
国防虽依国家的性质、制度、国力及推行的政策而具有不同的性质，但一切国防
的共同实质，都是以捍卫国家利益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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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防的基本类型
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策决定了国防的性质。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制

定的国防政策、追求的国防目标也不同。按照不同的国防概念的标准，当代世界
各国的国防归纳起来有四种类型：扩张型、自卫型、联盟型、中立型。详见
表１－１。

表１－１　国防的基本类型和表现形式

类型 表现形式 实例

扩张型 主要指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在全球的利益，对外推行

强权政治和扩张主义，其特点是把本国的“安全”建立在别国屈服的

基础上，为本国的利益谋求更大空间

美国

自卫型 主要依靠本国的力量防止外来的侵略，同时广泛争取国际上的同情

和支持，以维护本国安全以及周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

联盟型 以联盟的形式借助他国的力量进行自卫，以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

可分为一元体联盟和多元体联盟。一元体联盟中有一个大国处于

主导地位，其余国家处于从属地位；多元体联盟中的各国处于平等

地位，共同协商联盟防御计划

北约

中立型 主要指中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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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总体防御战略和寓兵于民的防卫体系

瑞士

国防的类型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中
国的国防是自卫型，其宗旨是：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保卫国家的安全与发
展，坚持自卫立场，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二、国防要素

国防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而是综合国力的全面体现。综合国力的强弱，直
接关系到国家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国防要素包括军事要素、政治要素、经济
要素、外交要素、科技要素、文化要素和教育要素等。

（一）军事要素
军事是国家实力的最终体现，也是国际关系状况的最终“仲裁者”。军事要

素作为国防的重要因素之一，体现在慑止战争和控制战争的能力上，实际上是指
国家军事实力，而不是其他能力。它反映了该国对内保持社会稳定、制止国家分
裂的内部能力，也反映了该国对外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部实力。军事要素
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军队结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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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思想、作战理论与方法等。军事要素包括两类指标：一是军费开支，包括国
防及军事部门的开支；二是武装部队中现役军人（包括准军事人员）的开支。

（二）政治要素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是以国家政权、国家最高利益为中心议题，表现社

会各阶层用于处理它们之间政治关系的理论和思想体系。政治在上层建筑中居
主导地位，它包括各阶层为自己利益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国防是政治行为中的
重要方面，是用来捍卫国家最高利益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政治和国防同属上
层建筑，两者既有一致之处又有区别。政治和国防，都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
济基础服务。

（三）经济要素
经济是国防的物质基础，国防为经济基础服务。现代化国防取决于现代化

经济，而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及其利益成果需要现代化国防予以捍卫。现代化经
济与现代化国防是互补的关系，没有现代化经济就不会有现代化国防。

（四）外交要素
外交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是通过国与国之间的交互关系达

到维护国家利益目的的战略手段。有效的国防战略可以保证外交战略的顺利实
施，同时也可以降低国防战略付诸实施时的成本，从而大大降低维护国家利益安
全的总成本，最大限度地保障与增进国家利益。由于在国际安全环境变迁、各国
战略文化特性、国家战略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对安全环境的判断等方面
存在着主客观性的不确定因素，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演变总是一个动态过程。
其中，国防战略和外交战略在整个国家安全战略中孰轻孰重、如何相互配合等是
关键问题，二者自身及相互关系的演变，必然涉及国家安全战略整体面貌的
演变。

（五）科技要素
科学技术与军事实力是密切相关的两个领域。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

为：军事上的需要促进了国防科技领域的形成与发展；国防科技的发展为军事提
供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手段，同时还会促使军事领域不断发生变革，甚至导致军事
革命；军事上的变革和战争提出的新要求，又会给国防科技发展以新的推动力。
科技与军事相互作用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发展规律。

（六）文化要素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作为现代化助推力的文化，是国防赖以存在的基础。文化要素主要包括体现民
族性和时代感的人文精神氛围、语言和符号、规范体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物
质环境和精神产品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特点和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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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国家的发展与强大都与文化延续息息相关，国防同样如此。文化要素中尤
为重要的是文化精神及其产品所形成的文化环境，它决定着民族的性格，也决定
着国防的发展趋势。

（七）教育要素
建立什么样的国防理念，建设什么样的国防，都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教育

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四者缺一不可。国防教育以
国防为目的，以教育为手段，反映国防与教育的联系，是全面的、综合的教育，并
显示出巨大的社会功能。

三、中国国防的发展史

中国国防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演进
过程。国防发展史就像一面镜子，可供我们借鉴，以指导当今、预测未来。马克
思曾经说过，“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看重历史者，未必能得到历史的赐
福；蔑视历史者，则肯定会受到历史的嘲弄”。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说明了
这样一个真理：什么时候国家强大了，重视国防建设，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时代的
繁荣昌盛；什么时候国家衰弱了，国防必将随之衰败，也必然出现民族分裂、山河
破碎的悲惨局面。

（一）中国古代国防史
中国的国防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２１世纪，中国古代社会开始从原

始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时，就出现了国家。从此，作为抵制外来侵犯和征伐
别国的武备———国防雏形———便产生了。中国第一支军队始建于夏朝。自夏朝
以后的四五千年时间内，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直至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
中国国防随着各朝代的兴衰更替和社会制度的演变而不断发展。

１．中国古代的兵制
兵制，就是军事制度，也称为军制。军制是随着国家、军队的产生而产生的，

它包括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和兵役制度及国防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军
制”一词开始使用于春秋战国末期，《荀子·议兵》中“请问王者之军制”，《吕氏春
秋·节丧》中“以军制立之，然后可”，以后历代沿用。南宋起，“兵制”一词盛行，
但“军制”“兵制”两词并用，含义相当。清末以来，“兵制”一词逐渐演变为专指兵
役制度，“军制”一词则通常泛指军事制度。

第一，中国古代的军事领导体制。夏、商、西周时期，一般由国王亲自掌握和
指挥军队，没有形成专门的军事领导机构。春秋末期，实行将相分权治国，以将
（将军）为主组成军事指挥机构。战国时期，将军开始独立统兵作战。秦国一统
天下之后，设立了专门管理军事的机构，太尉为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隋朝设立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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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省六部制，设兵部主管军事。宋朝设置枢密院作为军事领导的最高机构，主
官由文官担任，主要目的是防止“权将”拥兵自重。枢密院有权调兵却无权指挥，
将军有权指挥却无权调兵，形成枢密院和将军相互牵制的局面。各朝代在军事
领导体制方面的做法虽然各有差异，但皇权至上这一点是不变的，军队的调拨大
权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

第二，中国古代的武装力量体制。中国古代的武装力量体制，各朝代虽有一
定的区别，但一般都将其分为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戍屯军）和地方私人武装
四种，以步兵或骑兵为主要兵种，明朝开始出现专门装备火炮的部队。中央军多
由警卫京师的御林军和其他较为精锐的机动部队组成，由国王或皇帝直接控制；
地方军由军政长官统率，负责该地区卫戍任务和机动作战；边防军战时戍守边
疆，平时一般进行屯田；地主私人武装是奴隶社会传袭下来的一种武装形式，一
般由地主庄园的乡丁、民团组成，主要维护当地地主利益。另外，一些朝代的统
治者还根据当时的形势组成了其他形式的民兵组织。

第三，中国古代的兵役制度。中国古代的兵役制度，经历了民军制、征兵制、
世兵制、府兵制、募兵制等多种形式。详见表１－２。

表１－２　我国历代兵役制度

朝代 兵役制度 征召形式

夏、商、

周

民军制，也称兵

民合一制

平时只保持少量由奴隶主贵族组成的卫队，负责王室的警卫。

战时临时召集三公贵族和平民出征，大多数平民出身的成年男

子平时务农，战时出征，故又称为兵民合一的兵役制度

战国、

秦、汉

征兵制，也称义

务兵役制

实行郡、县征兵制，按郡、县、乡、里等行政体系征集兵员，农

民成了主要征集对象。秦国规定，凡１７岁的男子须向官府

登记，称为“傅”。傅籍后，须服兵役两年。东汉末年，由于

边事和内乱，征兵困难，征兵制逐渐为募兵制所代替

三国 世兵制 “世兵”就是父子世代为兵。这种兵家户籍不属郡县，而由

军府管理，称为“士家”“军户”。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只有

得到赦免才能取得平民的身份

隋、唐 府兵制 府兵制源于西魏，府兵泛指军府之兵。隋朝规定，民（男子）

年满１８岁为丁，至６０岁免除兵役义务。唐朝的府兵３年或

６年点选一次，规定以身体、财力和每户成丁多少为条件，

“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唐末改

为募兵制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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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２

朝代 兵役制度 征召形式

宋 募兵制 北宋时朝廷直接统辖的禁军从全国各地招募，守卫各州的

厢兵在本州范围内招募，守卫边境地区的番兵从当地少数

民族中招募，保卫乡土的乡兵由各地按户籍抽调的壮丁组

成。此外还强迫罪徒当兵，脸上刺字，作为军队的番号，因

而民众大都以当兵为耻，士兵断无报国之志

元 征兵制 元朝实行征兵制，但其方式因民族不同而略有区别，对蒙古

各部采用成年男子皆兵的办法征集士兵，其他民族实行军户

制度。各部１５岁至７０岁的成年男子，不分贵贱和家庭人口

数量，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成年男子平时从事牧业生产或其

他工作，一旦战争需要，或者“空营帐而出”，或者“十人抽一”

“十人抽二”从戎出征

明 卫所制，与世兵

制、府兵制相似

明朝实行卫所制，分卫、所两级。一府设所，几府设卫。卫

设指挥使，统兵５　６００人。卫下有千户所（１　０００名士兵），千

户所下设百户所（１００名士兵）。兵士有军籍，世袭为军，平

时屯田或驻防。遇有战争，朝廷命将，率领调自卫、所的士

兵征战

清 旗兵制，与世兵

制相似

清朝实行旗兵制。起兵伊始，以部落为单位组成“旗”。旗

是军政合一的组织，旗民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因此，旗兵

制就是部落兵制。努尔哈赤时期将满、蒙、汉族力量编成八

个族，分别用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

八种色旗作标志，这就是“八旗军”的由来

２．中国古代的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在中国古代，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等，多数王朝都重视国防的后备力

量，十分推崇“寓兵于农”。民兵和带有民兵性质的武装组织，早在夏朝的民军制
中就已充分体现出来。到了商朝、西周和春秋，民军制度逐步完善，在贵族和平
民中普遍预编，按照常备军建制预组部队。战国、秦、汉时期，为维护封建统治，
统治者规定所有役龄男子一律服役，形成了常备军、劳役队伍和民兵并重的局
面。三国、两晋、南北朝，豪强大族的兴起使招募私兵成风，荫附于豪强的奴婢、
佃客既是豪强的私人武装，又是豪强的主要劳力，成为一支私人民兵队伍。这
时，作为国家常备军主要来源的世袭军户也多数戍屯结合，亦耕亦战，具有民兵
性质。隋、唐普遍实行府兵制度，国家军队几乎全部由多数时间在家生产的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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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从而把中国古代的兵民合一制度推向了顶峰。宋、元、明、清，以民兵为主
体的后备力量形式不断发展变化，两宋的乡兵、保甲，元代的全民皆兵和军户，明
朝的卫所兵，清代的八旗兵和乡兵、团练等都曾发展到较大规模，形成重要的武
装力量。

３．中国古代国防建设的成就
中国古代为抵御外敌的侵犯，巩固边海防，修筑了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国

防工程，著名的有城池、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和海防要塞等。
城池是指有城墙的城镇，是中国古代国防建设中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工

程。城池建设始于商代，之后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完善，一直延续到近代。
城池的攻守作战成为中国古代战争中主要的样式之一。著名的城池有北京、南
京、西安、开封、洛阳等。

著名的万里长城（图１－１），是我国古代在中华民族内部纷争中分裂的各
国，在漫长的岁月中修建起来的巨大的国防工程。早在２　０００多年前，战国时期
的燕国、赵国、秦国开始各自修建长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大将蒙恬负责，征
集大量人工，大力修建和扩展，把北部长城连接起来。以后，经过各个朝代的多
次修建，到明代形成了东起辽东山海关、西至甘肃嘉峪关全长５　０００多公里
（１．２７万余华里）的长城。

图１－１　居庸关八达岭长城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是沟通南北的重要水路军事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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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北起北京通州，南到浙江杭州，纵贯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沟通海河、黄
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１　７４７千米，是世界上最长、历史最悠久的
运河。始建至今，已有２　４００多年的历史，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上发挥过巨大作
用，而且对沟通中国南北民用交通，灌溉千万顷良田，造福亿万民众，都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海防建设，始于明朝。为防止倭寇的袭扰，明朝在沿海重要地段陆续修建了以
卫城、新城为骨干，水陆寨、营堡、墩、台、烽堠等相结合的海防工程体系。

雄关是中国古代的军事要地。著名的关口有山海关（图１－２）、居庸关、娘
子关、雁门关、玉门关、嘉峪关、虎牢关、武胜关、潼关、镇南关等。

图１－２　中国古代的军事要地———山海关

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极为丰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最早的军事思想见于西
周末期的《军政》《军志》，春秋战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些国防思想反映着我
国古代对国防实践活动的理性认识，蕴含着深刻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辨。

最具代表性的是《武经七书》，《孙子兵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

（二）中国近代国防史
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中国历史发展到了近代。

１．军事领导体制

１８４０年以前，清政府先后设立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兵部和军机处，作为高层
军事决策和领导机构。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实施“洋务新政”，成立了总理衙门。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清朝统治者深感军备落后，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撤销原
有的兵部，成立陆军部。

２．中国近代的武装力量体制
这个时期，清王朝军队为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防御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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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队建设方面采取了一些重大的变革措施，以求“化弱为强”。近代初期的清
王朝常备军为经制兵，即八旗兵和绿营兵，但是他们已腐败不堪，毫无战斗力。
为此，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率先实施了军事变革，创建了湘军、淮军等勇营制地方
武装，而后逐步取代绿营兵和八旗兵成为国家常备军，并创建了近代新式海军。
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开始“仿用西法，编练新军”。新军采用招募的形式，在入伍
的年龄、体格及文化程度方面均有较严格的要求。

３．创建近代军事工业
为了国防建设的需要，清代曾兴起了名噪一时的洋务运动，大力创办军事工

业。到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全国军事工厂已达２４个，其中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曾
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创办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军工企业，如江南
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和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都是当时规模较大、设备
较好、产品较优的兵工厂。其产品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枪、炮、军火，一类是为
水师制造的舰船。

４．海防备战措施
由于清王朝强烈感受到了来自西方列强海上的威胁，于是从１８７５年起，每

年从海关和厘金项下拨款４００万两白银作为海防经费，开始筹建新式海军，计划
两年内创建北洋、南洋和粤洋三支水师，并很快付诸实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
洋水师。这三支水师先后装备舰船７２艘，其中从英、美、法、德等国购进洋船４４
艘。北洋水师曾拥有巡洋舰７艘、炮船１０艘、鱼雷艇７艘，都是相当近代化的战
舰。岸防还加筑了炮台，添铸了大炮，并设置了水上拦阻铁链等。关天培、林则徐
先后为虎门地区设置火炮３００余门，其中从国外购进的洋炮就有２００多门。

虽然清朝从顺治开始，经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五代，经历了１７７年，建立
了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但经康乾盛世之后，到晚清时期政治腐败，武器装备日
渐低劣，国防每况愈下，屡遭外国列强的侵略、欺辱，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
约，被迫割地赔款。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的７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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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万平方千米，当时，中国

１．８万多千米的海岸线上，竟找不到一个中国自己享有主权的港口，海防几乎形
同虚设。

５．民国时期的国防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并没有改变中国任人

宰割的境况。外国列强为维护其在华利益，纷纷扶植各派军阀为自己的代理人，
加紧对中国的掠夺。各派军阀为争权夺利，混战不已，中国依然是有边不固，有
海无防。先是袁世凯称帝，后有张勋复辟，各派军阀以外国列强为靠山，割据称
雄，混战不休。直皖奉三大派系军阀先后窃据中央政权，贿选国会议员和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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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二十一条”的签订和“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充分
暴露出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国面临被外国列强进一步瓜分的命运，从而激
发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决心和勇气。

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了新阶段。

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政府奉
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味妥协退让，出卖民族利益，使东北大片国土迅速
沦陷。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大举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到了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与国民党再度实行合
作，组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作战、敌后游击战
场作战和全民抗日作战行动得以有力结合，历经８年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取得
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抗击外敌侵略的彻底胜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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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妄图消灭中国共产
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经过４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终于推翻了国民
党的反动统治，从此结束了１００多年来中华民族有国无防的屈辱历史，掀开了中
国国防的新篇章。

（三）中国国防史的启示
落后就要挨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途中，重温这一漫长的国防

历史，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１．只有经济强盛才能有强大的国防
经济是国防的物质基础，国防强大依赖于经济发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统

治者就认识到国富才能兵强，自强方可自立，所以把发展经济作为巩固国防、争
夺霸权的重要措施。

春秋初期，晋国还是一个国贫兵弱的小国。晋文公执政后，通过整顿内政、
发展经济、扩充军队等一系列的综合治理，使晋国实力迅速增强，有“晋国天下莫
强”的声威，先后兼并二十余国，一跃而成为中原霸主。秦国重用商鞅，进行变
法，推行了“开阡陌”“废井田”等一系列土地改革措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
进了经济的发展，完成统一大业，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唐朝的贞观之治达到封建
社会的鼎盛时期，更是当时统治者注重发展经济的结果。

与此相反，各朝各代的衰落、灭亡，一个王朝被另一个新生的王朝所取代，几
乎都是这个王朝后期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基动摇所致。由此可见，只有经济
强盛，才能有强大的国防，才能有政权的稳固、国家的安全。

２．只有政治昌明才能有巩固的国防
统治阶级实行什么样的统治政策，直接关系到国防的巩固。只有政治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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