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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军事课是普通高等学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普通高等学校组织开

展大学生军事教育训练工作，是适应国家人才培养战略和加强国防后备力

量建设的需要，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培养具有军事知识和技能的高素质后备兵员具有重要意义。遵照教育部和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颁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云南大学军

事理论教研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民族干部学院学生军训教研室依据长

期合作开展军事课教学训练的实践经验，结合当代大学生和云南省实际，

共同组织编写了本教材。

军事科学是反映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用于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

战争准备和实施的知识体系，是社会科学中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一门学

科。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世界新军事

变革加速推进，军事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注意吸

纳世界军事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参阅了已经出版的大量军事科学的相关

著作，借鉴了许多学者有价值的观点和材料。在此，谨向有关著作的作者

表示衷心感谢。

出版本书是为了满足教学急需，由于时间仓促，加上我们的学术水平

和研究能力有限，教材编写过程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

派遣军官、专职军事教师和广大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再版时不

断修改完善。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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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国防

国防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国家安全、国防建设，人人有责、个个尽责。一个

国家的公民，必须主动了解本国的国防历史和国防建设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自觉增

强国防观念和国防意识，依法参与国防建设，积极为国防建设奉献力量。

第一节　国防概述

“民无兵不安，国无防不立。”“国”源于 “或”，“或”者，“邦”也，“邦”者，

“国”也。“或”字结构中，“口”代表着人口，一横代表着土地，“戈”字代表着武

力。它寓意着：一邦或一国，有人口，有土地，还需要有武力保卫。到我国春秋时期，

在 “或”字的基础上，加上一个代表着一定疆域的 “口”，就形成了会意兼形声的

“国”字。于是，战国时期便有了 “诸侯治疆域为国，大夫治疆域为家”的说法。可

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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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兴衰荣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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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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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的含义和基本类型

（一）国防的含义

什么是国防？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二条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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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的基本职能是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防止外来侵略与颠覆。古往今来，

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建立巩固的国防。无国防则无以立国，国防薄弱就不能抵御外来

侵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国家，其国防职能的侧重点也不同。奴隶

社会和封建社会国家，国防的主要职能是将各阶级维持在一定的 “秩序”范围之内；

资本主义国家，国防的主要职能是扩张，用军队保护和扩大商品生产与贸易，对外进

行疯狂掠夺，防范非传统军事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国防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国内安全

与稳定，确保各民族的平等生存和发展，抵抗外来侵略，维护世界和平。

国防的行为主体是国家，基本内容包括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两个方面。国防建设

是国家为提高防卫能力而进行的各方面的建设；国防斗争是国家为维护自身安全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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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各方面的斗争，如用军事手段进行的实战方式的斗争，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

手段进行的斗争，以及与盟友的联合、协调行动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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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不同的国防类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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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地区的利益，打着

防卫的幌子，对别国侵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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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美国，他把全世界划分为五大战区，分别为：北方战区，总部设在

科罗拉多，辖区范围包括北美的美国本土 （不包含关岛、夏威夷等位于太平洋中的领

土）、加拿大、墨西哥北部地区和加勒比海的北部地区；太平洋战区，总部设在夏威

夷，辖区包括整个大洋洲、东亚、南亚、东南亚、太平洋诸岛国岛屿、俄罗斯的远东

地区以及新增的南极洲大陆；中央战区，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辖区包括中东、中亚

和东非地区的２０余个国家；欧洲战区，总部设在德国，辖区包括欧洲大陆、非洲的绝
大多数地区、地中海地区、俄罗斯本土、格陵兰岛以及北极地区，区内有９１个国家；
南方战区，总部设在迈阿密，辖区包括墨西哥的南部、加勒比海南部、南美洲大陆。

而且，在世界各地建立了３００多个军事基地，以实现其军事力量的 “前沿存在”，足见

其侵略扩张和全球霸权主义的野心。

２联盟型
这种类型就是以结盟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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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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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则从属于他。目前的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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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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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就属于典型的中立型国防。

４自卫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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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所谓 “国防”有着根本的不

同。因此，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而只会促进世界的和平、稳

定与发展。

二、国家与国防

国防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与国防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国家的主权、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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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完整和安全，是国家的象征，靠国防维护。而国家性质和政策又决定着国防的建设

和发展。强大的国防是国家兴盛、民族振兴、人民安康幸福的基础，因此，世界各国

都十分重视加强国防建设。国家与国防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防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

国防产生于国家形成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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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制度、奉行不同政

策的国家，其国防具有不同的特性。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历来与国防息息相关。生存

与发展构成国家的两大基本利益，二者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生存是人类繁衍延续的

第一需要，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途径，是生存的条件。中外历

史反复证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完全统一和稳

定。无论是确保国家的内政不被干涉、主权不被侵犯、领土不被分裂和占领，还是实

现祖国统一，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都不能没有强大的国防。中华

民族素有重视国防的传统。但是，自近代以来，主要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力

日衰，铸成了近代百年 “有国无防”的屈辱历史，使得炎黄子孙无不因此而感到切肤

之痛。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结束，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几
乎都侵略过中国，迫使中国先后签订了１０００多个不平等条约或协定，致使中华民族国
土沦丧、任人宰割，人民惨遭蹂躏、备受欺侮。国家不可一日无防，国防不可不强，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二）国防坚持为国家的利益服务

国防为国家和民族提供安全保障，并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服务。从客体上看，一

切满足或能够满足国家生存发展等方面需要并且对国家具有好处的事物，都是国家利

益；任何国家利益也都是满足或能够满足国家生存发展需要并且对国家有好处的事物。

从主体来看，国家利益只能是以国家为利益主体的利益。由此可见，国家利益是国家

赖以存在的基础。如果国家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有发展，国家就

会陷入战乱之中，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行。而保障国家的根本利益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国

防之上，如果没有坚强的国防，维护国家的利益就无从谈起。举个例子来说，清王朝

时期，由于政府腐败、国防荒废，西方列强将殖民主义根植于中国的土地上，进而与

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人民饱受折磨，苦不堪言。实践证明，所

有国防的着眼点都是捍卫和扩大国家利益。

（三）国家的性质、制度、政策决定着国防建设

国防是为维护国家利益服务的，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这种不同的利

益目标决定着不同的国防建设，而各种利益目标又是由国家的性质、制度和政策决定

的。因此，国防建设最终是由国家的性质、制度和政策决定的。以新中国的国防建设

为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关系中一直奉行和强调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因

而，国防建设在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以反侵略和自卫为目的。而那些奉行霸

权主义的国家，由于受所谓的全球利益的影响，其国防政策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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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防建设也相应地具有全球性。总的来说，国防因国家性质、制度、国力及其推行

的政策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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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在国家的职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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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民族就要遭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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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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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激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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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其他建设事业才能顺利进行。如果没有巩

固的国防，这个国家的政权就无法稳定，经济发展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国家的

生存、政权的稳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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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起 “国防”，许多人认为：国防是军队的事，国防就是战备；国防就是打仗；

国防力量等于军事力量；等等。这些有失偏颇的认识，是一种狭隘的国防观。真正意

义上的国防，应该是全社会的国防、全民的国防，是多要素综合并举的国防。它具有

以下基本特征：

１国家利益的整体性
国家的根本利益集中体现在安全与发展两个方面。安全问题，主要解决的是生存

和不被侵略的问题；发展问题，主要解决和平时期建设与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而安

全与发展权益的获得和保障，最根本的是依靠国防的强大。只有安全稳定的国内、国

际环境，国家才能发展；只有发展，国家安全防务才有建设与巩固的基础。两者是一

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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