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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紧紧围绕国家人才培养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需要，重点向青年学生传授中国国防建设、军事
思想、国际战略环境、军事高技术、信息化战争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使学生认清国防与国家安危
存亡、民族荣辱兴衰的密切关系，提高对国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了
解国际风云变幻及对我国安全构成的威胁与挑战，熟悉国家对外关系的方针和政策，明确自己所担负
的历史责任；加深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理解，激发爱国热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和高尚的理想情操，热爱祖国，关心国防，自觉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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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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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领土是指国家主权支配下的位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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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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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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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也会面临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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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和安全受到威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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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国家的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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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危及国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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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保卫国家安全。
二、国防要素（一）国防的主体国防的主体，是国防活动的实行者，通常为国家。
任何国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要固国强边，防备和抵御各种外来侵略，以保障国家安全，维系国家生
存，谋求国家发展。
因此，国防必然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最终也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
从国家的本质上看，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利益与意志的体现，实现这种利益与意志，
必须通过国家权力。
国防就是要维护国家的这种权力，同时，也只有依靠国家的这种权力才能使国防得以运转。
从国防的本义看，国防是国家的防务，是全民族的防务，与国家的各个部门、各种组织以及全体公民
都息息相关。
加强国防建设，进行国防斗争，必须依靠国家各个方面的综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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