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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适应高级

中学国防教育的需要，我们按照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

部颁发的《高级中学学生军事训练教育大纲》的要求，在多

位长期从事军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

下，编写了《高中军训教程》一书，供全国广大普通高级中学

学生军事理论课学习和军事训练使用。

全书共十章：前五章为军事理论知识介绍，主要用于军

事知识讲解；后五章侧重讲解军事训练，主要用于军事技能

训练。通过学习，既能学到大量的现代军事理论和军事技

术知识，又能认清国防与国家安危存亡、民族荣辱兴衰的密

切关系，提高对国防地位、作用的认识，树立牢固的国防观

念，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关心国防、热爱祖国，为中华民族的

振兴而奋斗。

本书采用最新的权威性的观点和资料，观点正确、资料

翔实、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理论性、知

识性和启发性，符合高中学生身心特点和接受能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吸收了有关专家、学者的研

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本书虽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

几经修改，但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诚挚欢迎广大师生批

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高中军训教程》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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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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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是生存与发展问题，一件是安全与稳定问题。

国防，是人类社会发展与安全需要的产物，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

死存亡、荣辱兴衰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

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

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关注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一节　国防的概述

一、国防的含义

国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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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完整和安全而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

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

国防伴随着阶级的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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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不同国

体的国家中，其国防具有不同的特征。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

防的主要职能是将各阶级维持在一定的“秩序”范围之内；在资本主

义社会，国防的主要职能是用军队保护和扩大商品生产与贸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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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进行疯狂掠夺；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后，国防有了新的阶级内涵，

其主要职能是确保各民族的平等生存、发展，抵抗外来侵略，维护世

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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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为国家安全利益需要，提高国防实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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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工程建设和战场建设、军事交

通、国防动员、对人民群众进行国防教育、建立国防法规等，这些都

属于国防建设的范畴。国防斗争，是指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

益，反抗外来侵略，支持正义事业斗争，而采取的以军事为主，包括

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行动。一个国家以高技术为基础的综合

国力的强弱，将直接关系到国防斗争的效果。当今世界，和平与发

展是时代的主题，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

潮流。但是，在世界和地区范围内仍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冷战思维及

其影响还有一定市场，扩大军事集团、强化军事同盟给国际安全增

加了不稳定因素；有的国家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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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起时伏，国与国之间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仍待解决。因此，在新形

势下，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既要加速发展，也要确保国家安全。发展

需要搞好经济建设，安全需要加强国防建设。强盛的经济，强大的

国防，是我们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两大支柱，二者反映了国

家的根本利益。我国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需要全国人民共同关

心、支持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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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防的特征

现代国防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防观念和国防实践活动，是在综合

国力的基础上，以军事手段为主，在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和文化等

多种手段配合下进行的总体较量。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

（一）现代国防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

现代国防的主体是军事力量，但它还包括与国防相关的非军事

力量，如政治、经济、外交、科技和文化等。此外，它不仅依靠国家的

现实实力，还依靠国家的潜力以及将潜力转化为现实实力的能力，

诸如国土面积、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生产能力、人口数量和质量、科

技和文化水平、交通运输、通信状况、国家政策、管理能力、国际关系

及国际地位等。如何充分运用本国所具有的各种条件，并在战时尽

快而有效地使其转化为战争能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根本

体现。

（二）现代国防既是一种国家行为又是一种国际行为

现代国防首先是一种国家行为。一方面，作为国防中坚的武装

力量是属于国家的，历史上的那种属于大奴隶主或封建主的“私兵”

在现代国防中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现代国防建设的主体是国家，

国防建设的经费也是由国家负担的，国家承担着建设国防，保障人

民安全的责任。

同时，现代国防也越来越表现为一种国际行为。一方面，国防

的首要任务就是抵御外敌的入侵；另一方面，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的

发展，把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利益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日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已成为整个人类共同的

奋斗目标。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不仅与其本国利益相关，而且与国际

ZHONG GUO GUO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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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安全、发展和稳定息息相关。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安全有利的

国际环境，国际政治、经济的有序发展也有赖于各国国防的巩固。

（三）现代国防具有多层次的目标

由于各国的国家利益不同，特别是经济利益不同，因此所制定

的战略也各有不同，再加上各国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差异，就使

得现代国防呈现出多层次的目标体系，国际政治、经济在现代国防

上打下的烙印越来越深刻。

从范围上看，国防的目标可分为自卫目标、区域目标和全球目

标。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决定，或在国土之外的经济利益有限，加

上自身实力不足，一些国家只能将国防目标定位于自卫层次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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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防卫目标锁定在本国及周边地区。也就是说，区域目标国

防是在维护本国安全利益这个层次上再提高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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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扩张政策的国家，则把国防目标定位在全球范

围内。

三、国防的目的

国防的目的主要是捍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

（一）捍卫国家的主权

国家和主权不可分割，主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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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的完整、传

统的生活方式、基本的政治制度、社会准则和国家荣誉、尊严等，都

无从谈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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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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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卫国家的统一

国家的统一是指国家由一个中央政府对领土内一切居民和事

务行使完整的管辖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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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不能有丝毫的含

糊。因此，保卫国家的统一历来是国防的重要任务。当外国敌对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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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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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土和上空。领土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前提，是构成国家

的基本要素之一。国家主权与国家领土具有密切联系，领土既是国

家行使其主权的空间，也是国家主权行使的对象，没有领土，主权就

失去了存在空间和行使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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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家不得破坏

别国的领土完整。任何集团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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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必然要遭到侵犯。国防

捍卫国家主权的独立，必然要保卫国家领土的完整。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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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国家如果没有和平、稳定的状态，不仅难以建设和发展，而且生存也

会受到威胁。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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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国家的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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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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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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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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有国防的着眼点都在于捍卫和扩大国家利

益。

四、国防的意义

任何一个国家，从其诞生之日起，首要的任务，就是抵御外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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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它与国家利益休戚相关，关系到国家安

危、荣辱和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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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都从本国的实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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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国

家的安全，为国家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二）国防是国家独立自主的前提

国家独立自主、民族兴旺，离不开整个民族的尚武精神，离不开

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国防军和后备力量的建设。我国近代史上有国

无防或防而不固的惨痛教训就是例证。

（三）国防是国家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

一个国家只有建设了相应的国防，国家的其他建设事业才能顺

利进行。如果没有稳固的国防，这个国家的政权是无法巩固的，经

济发展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国家的生存、政权的巩固和经济

的发展，都必须有一个能够捍卫国家根本利益的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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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国防史

中国国防的历史源远流长。公元前２１世纪，伴随着奴隶制国家
夏王朝的出现，作为抵御外来入侵和讨伐他国的工具———国防便产

生了。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神州大地先后经历了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与之相应，国防

也经历了无数个强盛与衰落的交替，从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国防

遗产和深刻的历史教训。

一、我国古代的国防

我国古代的国防是指从公元前２１世纪夏王朝的建立到１８４０年
鸦片战争，共经历了近４０００年的漫长历史。其间，中华民族经历了
无数次战争的锤炼，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培育出了自强不息、

前仆后继、不畏强暴、卫国御敌的尚武精神，最终成为一个多民族的

大疆域国家。

（一）古代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

大约公元前２１世纪，中国古代社会开始由原始氏族公社制社会
进入奴隶制社会，出现了国家。从此，国防的雏形———作为抵御外

来侵犯和征伐别国的武备便产生了。随后的几千年征战中，为保家

卫国，逐渐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之间连年征战，国防观念迅速得

到强化。虽然当时的诸子百家在政治和哲学主张方面各放异彩，但

在国防方面却大体一致，形成了诸如“义战却不非战”，“非攻兼爱却

不非诛”，“足食足兵”，“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富国强兵”，“文武

相济”，“尚战、善战、慎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表明春秋战

国时期对武备和国防的重视，而且国防思想已经上升到理论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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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全面奠定了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础，标志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在

这个时期已经基本形成。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战争观

和普遍的战争指导原则。如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未战先

算”、“伐谋伐交，不战而胜”、“以智使力”等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

则概括精辟，至今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还总结出了

一整套治军方法，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军队编制结构；重视改善武器

装备，研制出种类繁多的兵器装备；明确提出把军队的教育训练当

做治军的首要任务，以此来提高部队的素质。

公元前２３０年至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国经过１０年的统一战争，先后兼
并六国，结束了历史上的长期分裂局面，第一次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

国家，标志着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后的汉、唐更是中国封建

社会的盛世，军事上也处于开疆拓土的鼎盛时期。至公元１０世纪中叶
的近１３００年间，中国古代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
发展，初步形成古代军事学术的体系。另外，古代战略思想趋于成熟，战

略防御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

宋朝至清朝前期，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没落的时期，但军事上却已

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代，在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上也有相当的发展，武

学开始纳入国防教育体系。北宋初期重文轻武，国防衰落。后开办“武

学”，设武举，为军队培养、选拔了大批军事人才，同时也繁荣了军事学

术。明清两朝将武举推向更深层次，甚至出现文人谈兵、武人弄文的局

面，大量军事著作面世，军事思想研究不断发展。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古代国防理论主要有：“以民为体”，“居安

思危”的国防指导思想；“富国强兵”，“寓兵于农”的国防建设思想；

“爱国教战”，“崇尚武德”的国防教育思想；“不战而胜”，“安国全

军”的国防斗争策略等。在这些思想和策略的指导下，华夏大地消

除了无数次外敌入侵带来的战祸，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社会的

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甚至使国防曾出现过“中国既安，四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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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服”的辉煌。

（二）古代的兵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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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夏初，王已控制了军事大权，已经对参战人员编组和设置

了奖惩的规定。商和西周，王是最高军事统帅，军事领导职务由贵

族大臣和地方首领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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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行武官任免制度；车兵

地位逐渐下降，步兵地位逐渐上升；依户籍定军队的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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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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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学术上的百家

争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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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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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ONG GUO GUO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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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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法律的形式颁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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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作了具体

的规定。这个时期的帝王、政治家、军事家对兵制的研究和改革，也

推动了兵制建设的不断发展。

（三）古代的国防工程建设

我国古代为抵御外敌的侵犯，巩固边海防并修筑了数量众多、规模

庞大的国防工程。如保留至今的长城、京杭大运河以及海防要塞等。

城池是我国古代国防建设中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工程。城池建

筑始于商代，之后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完善，一直延续到近代。由

此，城池的攻守作战也成为我国古代战争中主要的样式之一。

长城是城池建设的延伸和发展，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秦灭六国完

成统一后，为抵御北方匈奴的南侵，于公元前２１４年开始，将秦、赵、燕三
国北部的长城予以修缮，连贯为一，形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北傍阴

山、东至辽东的伟大工程。后经各朝代多次修建连接，至明代形成了西

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全长约６３００千米的万里长城。

雄伟的万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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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交通枢纽

———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始

凿于公元前５世纪（春秋末期），后经７世纪（隋）
和１３世纪（元）两次大规模扩展，将原有的旧河道
拓宽和连贯，形成北起通州（今北京通州区）、南至

杭州，全长１７４９千米的大运河，把南北许多州县
连成一线，成为军事交通运输和“南粮北运”的大

动脉，具有重大的军事和经济作用。

古代海防建设是从明朝开始的。１４世纪，倭
寇频繁袭扰我国沿海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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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击倭寇的入侵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古代国防的兴衰

我国古代国防的兴衰是与各朝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密切

相关的。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国防史不难发现，当统治阶级处于上升

时期，政治开明、经济发展、军事强大、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国防就

强盛；当统治阶级走下坡路，政治腐败、经济衰落、军事孱弱、民族分

裂、国内混乱，国防就削弱，就崩溃。

从整个历史来看，我国古代前期，即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盛唐，

国防日趋发展、不断强盛，以至于发展到鼎盛。其后期，即从中唐到

两宋、晚清，国防日趋衰败，以至于一触即溃，不堪一击。其间，虽然

盛唐之前有两晋的奢靡，中唐以后有明清中前期的振作，但整个封

建社会国防事业由盛及衰的基本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从汉、唐、明、清等几个大的历史朝代看，国防事业也都是由兴

而盛，由盛及衰。其间固然不乏极盛之前的短暂衰落，衰败之后的

一时复兴，但终其一朝由盛及衰的基本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ZHONG GUO GUO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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