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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工
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于２００７年重新修订颁发了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继续将学生军事训练作为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科学生的一门必修课，进一步明确了学生军事训练的指导思想、内容及目的。

为适应高职院校国防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需要，根据《意见》和《大纲》的规定和要求，结合
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军事理论课教学实践经验和需要，针对高职院校大学生心智发展、文
化层次的特点，由我校主管武装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周炳全主审、武装部部长郝翼刚和董兵
副教授共同组织本部任课老师，通过查阅和收集我国国防建设趋势特征和世界军事动态等方
面大量的最新信息，走访广州地区军事院校有关教研室，与军事教育工作做得较好的地方高
校军事教研室互相学习和沟通，在《大纲》中规定的教学内容基础上作适当调整，为适应当前
学校国防教育及校园安全防范工作的发展，增加了应对突发事件与防范恐怖袭击和校园安全
防范等内容，使教材更加适应军事教育的新形势和高职院校学生军事训练的要求，使学生基
本掌握一定的军事基础知识，完成军事理论课程教学任务，激发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增强
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同时让学生学会应对突发事件与防范恐怖袭击的基本知识和安全常
识，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本教程第一章由黄卓晔、陈德明编写，第二章由李明亮、黄旭武编写，第三章、第四章由
董兵编写，第五章由黄卓晔编写，第六章由李明亮编写，第七章由周炳全编写，第八章由李
明亮、陈德明编写。全书由周炳全、郝翼刚、董兵主编审定。

编写一本高质量的军事课教材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编写仓
促，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您将宝贵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以便我们再作进一步的修
订和完善。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武装部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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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国防

第一节　国防概述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无非两件大事，一个是
发展问题，一个是安全问题。国防，是人类社会发展与安全需要的产物，它是关系到国家和
民族生死存亡、荣辱兴衰的根本大计。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关注国防、了解国防、建设国
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国防要素

（一）国防的含义
国防，是国家为了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国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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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是国防的根本职能；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防止外来侵略、颠覆，是
国防的主要任务。

国防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形成而产生，只要世界上有国家存在，国
防就会存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国防具有不同的特
征。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防的职能是将各阶级维持在一定的“秩序”范围之内；资本主义
社会，国防的职能是用军队保护和扩大商品生产与贸易，对外进行疯狂掠夺；人类社会诞生
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国防有了新的阶级内涵，其职能是确保各民族的平等生存、发展，抵抗
外来侵略和维护世界和平。

衡量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强弱，军事力量不是唯一标准，还涉及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
文化、科技、外交等方方面面。尤其是人类历史进入２１世纪，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社
会化大生产、大经济的基础上的，社会诸方面已经成为一个紧密相关的有机整体，国防只有
成为这个有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才可能具有无穷的威力。因此，我们在树立国防观
时，要将国防建设放入整个国家乃至人类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规划。

（二）国防的类型
任何一个国家国防战略的制定，国防建设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部署，都是以其国家利益

需要为出发点，以国家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不同性质、不同制度的国家，其国防目标也不相
同，因而其国防类型也不相同。国家的性质即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的政策决定着国防的性
质，不同性质、不同制度、不同政策的国家，制定的国防政策和追求的国防目标也不相同。
当代世界的国防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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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扩张型。扩张型国防的国家奉行霸权主义侵略扩张政策，为了维护本国在世界其他
地区的利益，以他们所谓的国家安全和防备需要做幌子，打着防卫的旗号，将其疆域以外的
国家和地区也纳入其势力范围，对别国进行侵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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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个别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己在世界各地的经济、政
治利益，建立了与其霸权主义和全球战略相适应的国防系统。美国就把地球分为５个战区，
在世界各地建立了３００多个军事基地，在全球实行军事力量“前沿存在”的国防，维护了本国
利益，却对他国进行侵犯和干涉。

（２）自卫型。自卫型国防以防止外敌侵略为目的，在国防建设上依靠本国力量，广泛争
取国际同情和支持，以达到维护本国安全，维护周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目的。我国国防
属于自卫型国防，是全民式的自卫型国防。

（３）联盟型。联盟型国防以结盟形式联合一部分国家进行防卫，以弥补自身国防力量的
不足。在联盟型国防中，又可分为扩张型和自卫型两种。在联盟型国防中，从联盟国家的关
系看，还可以分为一元联盟和多元联盟。一元联盟是一个大国处于盟主的地位，其他国家处
于从属地位；多元联盟就是联盟各国基本是伙伴关系，共同协商防卫大事。

（４）中立型。中立型国防主要是中小发达国家，为了保障本国的发展和安全，严守和平
中立的国防政策，制定总体防御战略和寓军于民的防御体系。其中一些国家采取全民防卫式
的武装中立，如瑞士、瑞典是全民皆兵的国防。有的则采取完全不设防的方式，如圣马利诺
是一个无军队的国家，只有少数警察维护社会秩序。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是阶级利益、民族利益与全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统
一。我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和巩固国
防，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坚持全民自卫原则。主张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一贯
奉行并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和原则，与各国友好合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不搞侵略
扩张，也不依附于任何大国，不同别国结盟。我国的国防完全是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是积极防御的自卫型国防。

（三）国防的基本特征
国家与国防是密切相连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国防，具有不同的

性质和特点。现代国防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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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防又称为社会国防、大国防、全民国防，大体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１．当代国防是多种斗争形式的角逐
当代国防的斗争，不仅是双方军事势力在战场上进行武力较量，而且也是多种非武装力

量斗争形式进行角逐，如政治斗争、心理斗争、经济斗争、科技及外交谈判、军备控制等。科
索沃战争中，交战双方不仅在军事上进行了激烈的对抗，而且在心理和精神上进行了针锋相
对的斗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国防是以军事力量角逐为主，多种斗争形式相结合的综
合对抗。

２．当代国防是战争潜力的转化
当代国防仍然是以军事力量为主体的，但它不单纯指军事力量，还要靠国家潜力转化为

作战的实力。它包括国土面积、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地形气候、生产能
力、科技和文化水平、交通运输、通信状况、社会制度、国家政策、管理能力、国家关系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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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地位，等等。现代国防要求，在需要时国家能尽快地将这些潜力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作战
实力。

３．当代国防是综合国力的抗衡
现代战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的较量。综合国力主要指人力、自然力、政治力、经济实力、

科技能力、精神力和国防力的综合。江泽民同志指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是
灵魂。当代国防与国家的综合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家的发展水平制约着武器装备的发展
水平和国防力量的总体规模。

４．当代国防要走质量建设的道路
在历史上，兵多将广，曾是一支军队强大的标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军事变革，作

战样式发生了改变，打破了“兵多必胜”的传统观念。不论是伊拉克还是南联盟，虽然有着较
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但是由于质量不高，在美国和北约强大的战争机器和优势的军事实力面
前，苦苦支撑，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壮，表现了国防贫弱的苍白与无奈！因此，我们必
须抓住大战一时不能爆发的有利时机，大力加强科技强军和质量建军，走精兵、利器、合成、
高效的质量建设之路，走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的质量建设之路，以增强我
国的国防实力，提高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

５．当代国防具有威慑功能
威慑是和平时期国防的主要功能。威慑就是不进行战争，而是运用强大的国防力量，采

用多种手段，发挥最大的影响力，给对方造成巨大的压力，使敌人不敢动用武力，以保证本
国获得最大的利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如果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
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因此，
富国强兵，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各国国防的最佳选择。

（四）国防的地位和作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强盛的国防是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任何一个国家，从

它诞生之日起，首要的任务就是固疆强边、抵御外来的侵略，巩固新生的政权、保证国家的
生存与发展。国防在国家的职能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它与国家利益休戚相关，关系到
国家的安危、荣辱和兴衰。

关于国防的地位和作用，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１．国防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和兴衰，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民无兵不安，国无防不立。”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人民的幸福和

民族的兴旺也就没有保障。几千年来，国防与国家的存亡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国必有
防，防强则国安。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家发展，世界各国都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努力
加强国防建设，同时在国民中普遍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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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世界各国
的发展历史反复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更加说明了这一点。

１９世纪中叶，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殖民主义侵略浪潮席卷全球。而当时的中国清朝
政府腐败无能，有国无防，帝国主义列强乘虚而入，自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对中国进行
了轮番侵略，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沦为一个被人侮辱
的民族，中国长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的国防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耻辱
史。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我们就把建立足以抵抗侵略的强大国防，作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尊



第一章　中国国防

４　　　　

严，树立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从此，中国人民告别了被人随意轻侮，任意践踏的历史。中
国近代国防的深刻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痛切地感到：“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
才能使新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２．强大的国防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当今世界，加强国防建设已成为一条立国的基本规律。国家无论大小，无论何种制度或

政体，都少不了国防。尽管国家的性质不同，但国防建设是相同的。我们要建设强大的社会
主义国家，也必须加强国防建设。加强国防建设这不仅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需要，
也是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需要。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
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安定的和平环境，而这个
和平环境的赢得，主要靠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强大的国防不仅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
可以遏制战争。在平时国防具有强大的威慑力量，使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者不敢轻举妄动。
一旦战争爆发，国防强大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力或制约战争规模的扩大。从而为经济建设提供
和平的环境。另外，要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不仅需要和平安全的外部环境，而
且需要安定团结的内部环境。只有人民团结、社会稳定，才能有国家的经济繁荣，也才能使
国家在处理外部事务中具有坚强的实力和后盾。

３．强大的国防是巩固我国的国际地位、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地位的高低，除了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外，还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实

力，仅靠政治、经济、外交等来维持国家的地位是不够的。尽管国富是兵强的物质基础，但
国富不等于兵强，如果不加强国防建设，国家富裕了，同样还会受人欺负。我国作为一个大
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要在国际事务中掌握主动权，表达国家意志，对世界局
势发挥应有的影响和作用，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做后盾。另外，强大的国防也能为维护
世界和平作出我们的贡献。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世界的和平不会自动实
现，更不能靠乞求得来。和平环境的争取与维护，必须靠强大的国防力量来实现。

总之，现代国防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程。它不单纯是军事部门的
事，而是涉及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从国家最高领导层到每一位公民，都与国防密切相
关，从军事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思想意识等各个领域，都与国防紧密相
连。和平时期的国防斗争是国家在非战争状态下，以国防政策为指导，为保卫国家的主权、
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而展开的斗争。相对和平时期的国防斗争，主要包括：防卫作战准备；
边防、海防、空防斗争；运用军事威慑，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正常秩
序，确保人民和平劳动；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

第二节　国防历史

一、古代国防史简介

我国古代的国防从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直至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历经数千年，
并随着各朝代的盛衰更替和社会制度的更替而不断发展。在这一连续发展的过程中，培育了
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锤炼了民众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勇于抵御外患的尚武精神，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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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习文善武、文治武功的优良传统。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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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夏朝初期，夏王已控制了军
事大权，已制定了对参战人员编组和奖惩的规定。商和西周，王室最高军事统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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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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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
随着奴隶制的解体，各诸侯国开始实行兵役制变革，废除奴隶不能充当战士的限制，实行武
官任免制度，军为最高建制单位，开始出现郡县征兵制。

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开始确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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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军制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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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专职化；学术上百家
争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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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体系的形成。

自秦统一中国到清末，历代封建王朝根据各自的需求和条件，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的基础上加强帝王的军权。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便于帝王控制的统帅指挥系统；常备军按任
务或武器编组，成为武装力量的主体，区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以步兵或骑兵为主
要兵种；明朝开始出现专门装备火器的部队，建立了武器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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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兵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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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唐朝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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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二）古代的边防、海防建设
边防、海防是国防建设的主要内容。我国古代的边防建设，主要是修筑防御工程和实行

实边固边政策。著名的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构筑的以长城城墙为主体，与其他工程设施相
结合的连续线式防御工程体系。他是城池筑城体系的发展和运用。古代的将士们长期据险筑
墙、关堡相连、峰堠相望、敌台林立、层层布防，万里长城在秦统一之后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
中发挥过重要的防御作用。此外，我国少数民族在东北也修筑了称为“边堡线”的长城。

我国古代的海防建设是从明代开始的。一是为防止倭寇的偷袭、骚扰，明王朝下令禁
海；二是在沿海的主要地段，陆续修建了以卫城、所城为骨干，堡、寨、墩、峰堠和障碍物相
结合的防御工程体系，有效地抗击了倭寇的侵扰。

西汉文帝、景帝时期，为防御匈奴的一再侵犯，积极推行实边固边的政策。一是在边关要
地配置边防军，包括边境上的郡国兵和屯田兵，依靠边郡太守和督尉率兵防堵匈奴的进攻。二
是输粟实边。以百姓输粟多少，赐给一定的爵位，或赦免罪过，并令输粟者将粟运至长城沿线，
待边境一带粮食充足后，再运至内地郡、县收藏。三是徙民治边。在边境要害之处，组织徙民
训练，战时则率徙民抗击敌人。到了汉武帝驱逐匈奴之后，在西北边境地区大量增设新郡，并
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屯田，使数十万边兵有警则战，无事则耕，戍卒无饥馁之忧，国家无运转之
劳。屯戍军队与大量移民共同守边，且耕且守，较之“徙民实边”更为扎实有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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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富国强兵的国防思想
富国强兵是我国古代各朝代都十分重视的国防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许多统治者和

军事家就已经认识到国防与经济的关系，提出“国不富”则无称雄之本，“兵不强”则无争霸之
力；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尤重耕战，强调富国强兵，“显耕战之士”；视富国为强
兵之本、之先、之急，无不重视发展经济和充实装备。当时的军事家孙武在《孙子·作战篇》
中指出：“带甲十万”，“日费千金”，说明军队进行战争必须要有物资作保证。而齐国著名政
治家管仲也说“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进一步阐明国防强大依赖经济发展，加强国防建设，
根本是发展生产。秦始皇之所以能吞并六国统一帝业，正是秦国推行富国强兵思想的结果。
汉高祖得天下后，实行裁军赐爵、与民生息、重视农业的政策，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增强军
力；西汉至唐朝的军事屯田收到明显的效果；明朝把开发边疆，繁荣经济同抵御外来侵略结
合起来。

二、近代国防史简介

（一）清朝后期的国防
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由于我国统治阶级的腐败衰弱，我国国防

每况愈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抓住了我国“国防不固、军队不精”这一致命弱点，开始了对我
国赤裸裸的侵略。其表现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耻辱史和一部国防的衰败史。同时，也是中国人
民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史。

１８４０年，英帝国主义以清王朝禁烟为由，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１８４２年战败
的清王朝被迫在英国的军舰上签订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
约》。中国的领土和主权遭到破坏，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１８５６—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对中国发动了第
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的清王朝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天津条约》，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北京条
约》，此时沙俄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瑗珲条约》。中国的领土、主权进一步遭到破
坏，半殖民地程度进一步加深。

１８８４—１８８５年法国又挑起中法战争。爱国将领冯子才率领清军奋勇杀敌，取得镇南关
大捷，由此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的倒台。但是腐败的清政府却一味苟且偷安，李鸿章更是卖
国求荣，最终清政府和法国签订《中法新约》，将广西和云南两省的部分权益卖给了法国，使
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

１８９５年日本以清朝出兵朝鲜为由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由于边防废弛，海防要塞年久
失修，技术性能落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进一
步被肢解，半殖民地程度加深，民族危机加剧。

１９００年，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以保护在华侨民“利益”为借口，发动
侵华战争。战败的清政府被迫与八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
面都扩大和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吞，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由于近代中国国防的孱弱和衰败，统治者已经软弱到不能再软弱的程度！侵略者侵犯中
国领土，杀害中国人民，掠夺中国的财富，中国却有国无防，在侵略面前无能为力，反而在战
后向侵略者赔偿战争费用。近代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协定达１１８２个，割让领
土近１６０万平方公里，共赔款２１００万元，合计白银１３亿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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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主权被任意凌辱。中国领土香港、澳门被割让，台湾、旅顺、胶州湾、广州湾被租
借，黑龙江、新疆１５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俄鲸吞。

中国的人权被肆意侵害。甲午战争中，日军在旅顺疯狂大屠杀，全城仅有３６人幸免于
难。中国的资源被疯狂掠夺。中国的历史文物被掠夺破坏。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抢
夺圆明园的文物古迹，然后烧毁圆明园，毁坏了这座世界上著名的建筑。

总之，近代中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国防力量的衰竭，造成有国无防，因而沦为半殖民
地社会，这个血的教训不可忘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
斗争史。其中以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最为突出。在西方列强入侵之时，中华民族危亡之际，
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以求全民族共同抵抗侵略。此外，还有在鸦片战争中三元里
人民抗击英军的壮举，甲午战争中山东辽东半岛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都给敌人以沉重
打击。这些都反映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抗御外辱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因此，中国人民抗
击侵略者的斗争也是中国近代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国时期的国防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但并没有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

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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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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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
期。１９２７年，共产党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黄麻起义等，
建立起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工农红军。经过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主力
开赴抗日前线。“西安事变”之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中
国国防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和不抵抗主义，先是发动“九一八”事
变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后又发动卢沟桥事变，向我国发动大规模入侵。在民族生死存亡的
危急关头，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在正面战场上，组织了淞沪、徐州、武汉等几个重大战役。
其中淞沪战役投入兵力超过７０万人，坚持抵抗３个月之久；台儿庄战役共歼灭日军万余人。
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民兵，开展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抗击了约

６０％的侵华日军和９５％的伪军，歼灭日伪军１７０多万人。八年抗战，中国军民在与日本法西
斯军队殊死搏斗中，共歼灭日军１５０多万人，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人数的

７０％。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打击下，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这是近
代以来一次规模巨大的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伟大民族战争，是百年中国国防史上十分壮
丽辉煌的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经过３年多的英勇作战，消灭了蒋介石８００万军队，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
的三座大山。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国防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中国国
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发展情况

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国国防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角度看，这
个时候，我们才有了真正的国防。新中国建立后的国防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章　中国国防

８　　　　

（一）第一个阶段：外御侵略、内治创伤的恢复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５３）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决不允许

任何帝国主义侵略者再来侵犯我们的国家。
首先，依据国防的需要，我们建设了强大的国防军。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国

防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１９５３年２月，他曾经用了五天六夜连续视察了“长江”舰和“洛阳”
舰，在两艘舰上题了相同的词，“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
这显示出新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建设强大国防的信心和渴望。这段时间，是我军由单一陆
军向诸兵种全面建设的过渡阶段。

其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５日，我国先后动员三批共２５个野战军的

２０７万志愿军，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艰苦作战，连续进行了５次战役，以小米加步枪，打败了
美军的飞机加大炮，歼敌１０９万，硬是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到了三八线以南，取得
了抗美援朝的胜利。

（二）第二个阶段：调整时期（１９５４—１９６５）
在这个时期，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策划反攻大陆。苏联又单方面撕毁合同，逼我们

还债。内困外压，我们倍感国防强大的重要性。因此，在这一阶段，我国加快了国防现代化
的步伐。

首先，拉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序幕。１９５４年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以“法”的形式确立了新中国国防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包括国
防现代化在内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通过这些措施，
我们走上了一条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军队的道路，新的合成军队体制基本建立起来，现代条
件下协同作战能力开始形成。

其次，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这
期间，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常规武器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１９６０年
我国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国开始
具有战略威慑能力。

（三）第三个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我国的工业、农业生产及国民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但由于

我国国家安全环境异常紧张，党和国家始终没有放松国防建设。
首先，国家提出了“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方针。在这１０年间，我国的安全

环境十分紧张，不仅有美、苏对我国进行的核讹诈、核垄断，而且在我国周边地区更是出现
陈兵摆阵的局面。中苏边境上苏联部署了百万大军，在我国东面和南面，美国不断进行武装
挑衅，第七舰队时刻在我国台湾海峡游弋，国民党叫嚣要“反攻大陆”。为了保卫国家安全，
我国在国防上提出了“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方针。

其次，国防实力取得了重大发展。我国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目标始终没有放松，继１９６４
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１９６９年成功地
进行了地下核试验。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些不仅是中
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而且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防
实力和国防威慑力。

随着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并投入到军事应用，１９６６年７月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



新编军事理论课教程

９　　　　

导弹部队领导机关在北京宣告成立，周恩来同志亲自命名为第二炮兵。从此，人民解放军的
军种由陆军、海军、空军变为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

（四）第四个阶段：现代化建设时期（１９７８至今）
现代化建设时期是从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不断缓和，特别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提出了“和
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观点，从而使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国防建设的思想发生了战
略性转变。在这一正确思想的指引下，我军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和威慑能力有了新的提
高，军队和国防建设已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四、国防历史的主要启示

我国几千年的国防历史，有过声威远播、天下归附的辉煌；有过引而不发、强虏驻足的
宁静；有过遍体鳞伤、不堪回首的屈辱；也有过抗敌卫国的巨大胜利。几千年的国防史给我
们以深刻的启示。

（一）政治昌明是国防巩固的根本
历史经验证明，当统治阶级处于上升阶段时、政治昌明、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国家统

一，国防就会强盛；反之，当统治阶级处于没落阶段时，其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族分裂、
国内混乱，国防就会衰弱、崩溃。国家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国防的兴衰。只有昌明
的政治，才能有巩固的国防。这是国防历史给我们提供的又一深刻启示。春秋战国时期，各
诸侯国就十分注重修明政治，变法图强，把尊贤厚士、举贤任能和选拔优秀人才治理国家作
为强国的根本大计。汉高祖得天下后，实行“文武”政策，建立法制，修明政治。此后，文帝、
景帝至武帝，都实行比较开明的治国之策，出现了历史上影响至今的“文景之治”，被后人称
为治世的盛世。国家的昌盛，为西汉长达２００多年的国家基本安定奠定了基础。相反，秦朝
实行暴政激起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使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仅仅持续了两代皇帝，
破碎了秦始皇千秋万代、子孙相继的基业；宋朝由于机构臃肿，官员奢侈腐化，国力衰竭不
堪，无力抵抗外侵，终为元兵所灭亡；明朝由于皇帝昏庸、官宦专政、结党营私，在农民起义
的狂潮中朝不保夕，终被入关清兵夺取了政权。特别是近代中国，由于清政府政治日趋腐
败，造成国防日趋虚弱，面对列强入侵屡战屡败，乞降求和，割地赔款，使我国遭受了前所未
有的奇耻大辱，将中国人民带进了苦难的深渊。总之，国防的兴衰，王朝的更替，近代中国
的百年国耻，都深刻地告诉我们，政治昌明是国防巩固的基础，是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根本
保证。

（二）经济发展是国防强大的基础
经济是国防的物质基础，国防强大依赖经济发展，这是我国国防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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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把发展经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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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晋国实力急剧膨胀，有“晋
国天下莫强”的声威，先后兼并２０余国，一跃成为中原霸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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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秦
军南征百越、北逐匈奴，最终吞并六国完成统一大业起到了重要作用。唐朝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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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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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灭亡，一个王朝被另一个新生的王朝所取代，几乎毫无例外的是这个王朝后期政治腐败、
经济落后，造成国防根基动摇，才使得政权易手。由此可见，只有经济强盛，才能有强大的
国防，也才能有政权的稳固、国家的安全。

（三）科技进步是国防强大的重要保证
“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当年殖民战争带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永远牢记。

新世纪新阶段，科技的进步和创新，对我国现代化的作用尤为突出。我国国防必须积极推进
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努力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双重历史任务，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跨越式发
展而奋斗。

（四）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国防强大的关键
我国国防史给我们的另一重要启示就是在面临外敌入侵、国家危亡的关头，只有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共同抵抗，才能筑起一道坚固的国防长城，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近代西方列强发动了对我国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使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山河破碎，有国无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朝统治者在侵略者面前，不仅不发动和依靠广大
人民进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反而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甚至在义和团奋起抗击八国联军
的时候，清朝统治者竟企图借外国侵略者之手消灭义和团。由于统治者害怕人民，采取与人
民对立的立场，尽管广大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但都处于自发、分散的状态，缺乏统一指挥，
没有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无法改变战争的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张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
侵略，并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击敌人，
发动起了包括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力量，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效地打
击了日本侵略者，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历史证明，只有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采取人民战争的方针，才能打败外来侵略者，使中
国永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五）国防意识是国防赖以确立的精神根基
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思想麻痹、民族无国防意识而导致战败甚至亡国的教训不乏其

例。近代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一败再败，除清政府
腐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从上到下均无防卫御敌之念，思想上“一盘散沙”，以致军队
遇敌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抗日战争中，就在全国军民与日寇浴血奋战时，竟有人投降敌寇，
充当汉奸，为虎作伥，屠杀同胞。

由此可见，强烈的国防意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使民众站在国家安危、民族兴衰的
高度，关心和支持国防建设，增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增强整个民族
的凝聚力，筑起“精神上的长城”，国防实力就会更强大！

第三节　国防法规

国防法规是国家统治阶级在国防领域里的意志体现，是国家政权运作的重要保障和工
具。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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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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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防法规的含义与特征

（一）国防法规的含义
通常所说的国防法规，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国防法规是指为调整国防领域中

一定社会关系而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的国防法规，是由中央军委和国
务院制定的国防法律规范。

（二）国防法规的特性
国防法规除了具有阶级性，权威性、强制性，普遍适用性和相对稳定性这些法律的一般

特性外，还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

１．调整对象的军事性
国防法规是在国防领域内把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自己的调整对象。国防法规在这方面的

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所调整的这些社会关系必须具有一定的军事性。

２．调整手段的多样性
国防法规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除了有自己的调整对象之外，往往还有一种或几种独

特的调整手段来保证它的实施。它的实施需要综合运用各个部门法所使用的各种调整手段。
同时，它还有自己独特的调整手段。因此，我们说国防法规在调整手段上具有多样性，或者
说是综合性。

３．内容公开的相对性
一般说来，法律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只有予以公开，才能够得到人们的了解、遵

守和执行。但是具体到某些领域的国防法规，它的公开程度相对很低，特别是一些特殊的涉
及作战、训练、军队编制和国防科研等方面的法规，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它的
内容只要求一定范围内有限的相关人员了解。

４．规范效力的优先性
所谓国防法规规范效力的优先性是说，在国防法律规范与普通法的适用过程中，如果发

生“法规竞合”的现象，应当优先适用国防法规，而且这种优先并不是指排列先后次序，而是
一种排除性的单项选择。

５．处罚效力的从严性
对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实行比较严厉的处罚，如《刑法》规定，抢劫罪通常处３年以上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或抢劫军用物资的，处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或死刑；对同一类型的犯罪，战时的处罚严于平时。如平时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征集的，
在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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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处罚款；而在战
时则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国防法规的功能和作用

国防法规的功能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对人行为的功能，我们称之为行为功能。一类是相
对于社会关系的功能，我们把这种功能叫做社会功能。

（一）国防法规的功能
国防法规的行为功能具体划分为五个方面。
第一，指引功能。这是指国防法规对人们自身的行为所具有的指导、引导的功能。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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