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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军事理论教程》的编写人员都是长期从事军事理论教学和研究的高校教师和省军区学生军训教
研室的教学和科研人员，有较好的理论功底和军事教学经验，熟悉军事教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因而使
得该书能着眼于时代的发展，紧扣当代复杂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吸收最新军事科学成果，
分析和回答当代大学生所关心的国际军事问题和国防建设问题，具有结构合理，内容完备、体系完整
、实用性和可读性强的特点，有较好的使用和推广价值。
　　国防教育作为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实践领域，既有强大的优势，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任重而道远
。
希望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尤其是高校从事军事教学的教师，更加积极努力地工作，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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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国防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
国防是人类社会发展与安全需要的产物，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可靠的国防，不仅无法抵御外来侵略与颠覆，而且在政
治上、经济上受制于人。
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自觉了解国防，关注国防建设，增强国防观念，自觉地投入到保卫国家安全，维护民族利益，防止外
来侵略的国防建设中去，是当代大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一节 中国国防概述　　国防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奉行不同政策的国家，其国防具有不同的特性。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如既往地坚持国防的防卫性质，并不断地加强国防现代化建
设，以维护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
　　一、国家与国防　　国家是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关于国家的起源问题，当今国际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冲突论”，就是认为国家的出现是社会
矛盾和冲突的产物，是不同集团之间的战争或集团内部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冲突导致国家的出现。
另一种观点是“融合论”，认为国家的出现是由于社会日益复杂，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这日益复杂的
社会，于是，国家就应运而生了。
实际上，“冲突论”和“融合论”，都不够全面，仔细分析世界上各个地区古代国家的产生过程，不
难发现，任何地区的古代国家的产生都不是单一原因的，既包含了集团内部的阶级和阶层的矛盾冲突
，也包含了同外部势力的矛盾冲突，还包含了对经济生产、政治和社会运行的管理。
国家应当是社会内部和外部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对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调整和对社会管理的加强相结合的产物。
国家作为社会政治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的发展也表现为几种历史类型的更替，国家历
史类型的更替过程也是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过程，封建制国家代替奴隶制国家，资产阶级国家代替封
建制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国家的组织形式是国家本质的表现，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它通常由一国的法律（主要是
宪法）所确认，受到国家的法律强制力的保护。
国家的组织形式，包括国家的管理形式和结构形式。
国家管理形式反映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形式去组织和管理政权机关，如君主制、共和制、总统制、内阁
制、委员会制等等。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的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关系，如邦联制、联邦制、单一制等。
国家主要由定居的居民、确定的领土、政权组织和主权等要素构成。
尽管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国体和政体，但国家维护统治、谋求利益、防御侵略的基本职能是一致的
。
　　国防是国家防务的简称。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对国防条目的解释是：“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而采取的防卫措施
的统称。
包括国防建设与斗争。
”《辞海》的解释是：国防是“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备外来侵略和颠覆，而进行的
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和斗争”。
综上所述，国防是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备和抵御外来侵略、颠覆，而在军事
、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与国家防务有关的建设和斗争措施
的统称。
　　国防是个历史概念，它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是为国家的利益服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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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国防虽依国家的性质、制度、综合国力及其推行的政策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国防的
共同实质，都是以捍卫和扩大国家利益为核心来组织的。
国防的主体是国家。
国防的对象是外敌侵略和敌对势力武装颠覆。
国防的目的主要是捍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
国防的手段主要是军事手段，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手段。
　　国家与国防相辅相成，国家的兴衰与国防密切相关。
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是国家的象征，靠国防维护。
国防强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尊严和社会的发展，没有国防就没有国家。
而国家性质和政策又决定着国防的建设和发展。
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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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现代国防的类型与基本特征　　（一）现代国防的类型　　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的政策决
定国防的性质。
按照不同的国防概念和标准，当今世界各国的国防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扩张型。
扩张型国防是指一些国家奉行霸权主义侵略扩张政策，为了维护本国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利益，打着自
我防卫的幌子，对别国进行侵略、颠覆和渗透。
其特点是把本国的“安全”建立在别国屈服的基础上，把“国防”作为侵犯别国主权和领土、干涉他
国内政的代名词。
　　二是自卫型。
自卫型是指在国防建设上以防止外敌入侵为目的，主要依靠本国力量、广泛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
，以维护本国的安全、周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如我国的国防是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全民式的自卫型国防。
　　三是联盟型。
联盟型国防是由于自身力量的不足，以结盟的形式联合一部分国家结成防卫同盟，可以划分为一元体
联盟和多元体联盟或扩张型和自卫型联盟。
一元体联盟是指某一大国处于盟主地位，其他国家从属于它，如独联体的防卫形式；多元体联盟是联
盟各国基本处于伙伴关系，共同协商防卫大计，如欧盟的防卫形式。
　　四是中立型。
中立型国防是为了保障本国的安全，严守和平中立的国防政策，制定总体防御战略和寓兵于民的防御
体系，多体现于一些中小发达国家。
如瑞士，寓兵于民，大搞全民皆兵的国防，是典型的中立型国防。
　　（二）现代国防的基本特征　　现代国防是传统国防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种全新的、系统的国防
观念和国防实践活动。
现代国防不是单纯的武力较量，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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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等多种手段配合下进行的总体较量，其基本特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职能的双重性。
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国防的保障，保卫国家安全利益是国防的基本职能，同时，国家生存是最基
本的需要。
因此，任何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安全，不得不在紧缺的财政中，支出一笔相当数额的军费，巨额的
国防开支成为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
从国防的根本职能角度看，投人到安全领域的这一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既不能作为生产资料加入
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也不能作为生活资料进入人们的消费领域，因此，在和平时期，国防在确保其正
常发挥根本职能的前提下，如何利用国防工业的人才和技术设备的优势，向生产领域开发，发挥其固
有的社会经济功能，实现国防“增值”，便成为现代国防的追求目标。
所以，在国防建设中寻找军民结合点，走军民结合的道路，或以军带民，或以民养军，或军民兼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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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在军民结合的基础上建立强大国防，变消费型国防为增值型国防，从而使现代国防具有其
职能的双重性。
　　二是对抗的整体性。
随着战争形态和处理国家安全利益方式的变化，以往那种单独依靠军事力量来赢得战争胜利和谋取国
家安全的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国防建设的需要。
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军事革命的兴起，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深化了人们的认识。
依靠综合国力来谋求国家的安全，捍卫国家的利益已为人们所重视，现代国防对抗的整体性特征十分
突出。
因此，在现代国防中出现了“综合国力”的理论。
现代综合国力是由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精神力、自然力、国防力等多种因素构成的。
它包括国家的方方面面，如国土面积、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口质量与数量、地形、气象、生产能
力、科技文化水平、运输和通信状况、军事力量、社会制度、国家政策、管理能力、国际关系和国际
地位等。
于是，围绕如何运用国家的综合国力来谋取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提高国防系统的整体对抗能力，便成
为当今国防建设的首选研究课题。
不断加强国防系统各力量要素的建设和充分发挥其作用，提高国防对抗整体性的效能是当今国防建设
的关键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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