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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军事科学院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第2版）：军事法制教程》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特别是胡锦涛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为指导，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依据，以近年来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军事斗争准备的生动实践为牵引，紧密结合院研究生教育和军事科学发展实
际，紧紧围绕培养“两高人才”目标，注重发挥军科优势、体现军事特色，实现了研究生教育与军事
科研的有机结合。
一是继承了第一版教材的优秀成果。
对第一版教材中思想、观点和方法比较稳定，理论体系较为成熟的教材，做了进一步提炼、完善，努
力使之成为军事学研究生教育的经典教材。
二是反映了军事学学科的新知识、新成果、新方法和新体系。
充分吸纳了各学科前沿成果，突出了科学发展观、军队信息化建设理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军事斗
争准备等方面的创新理论成果，适应了形势发展，体现了时代特征。
三是遵循了军事学学科专业的教学特点和规律。
以院研究生教育学科建设规划为依据，与院研究生教育“十二五”规划相适应，与研究生课程体系调
整相协调，体现了“两高”目标所要求的知识结构。
四是正确处理了教材、讲义和提纲的关系。
把相对稳定、理论成熟的课程列入了教材.出版计划，对一些虽然内容尚不成熟但前瞻性强且需求迫切
的课程，先组织编写授课提纲，提纲成熟后编写讲义，讲义成熟后再编写教材。
五是通过编写教材促进了学科建设。
各学科进一步完善了教学体系，加强了基础理论研究，锻炼了科研队伍，形成了学术梯队，促进和激
发了科研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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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讲 军事法基本理论一、军事法的基本含义二、军事法的基本原则三、军事法的基本范畴第二
讲 军事立法一、军事立法体制二、军事立法程序三、军事立法技术第三讲 军事法律制度一、国防法
律制度二、军队法规制度三、军事刑事法律制度四、战争法律制度第四讲 军事行政执法一、军事行政
执法的含义二、军事行政执法的特点三、军事行政执法的形式第五讲 军事司法一、军事司法体制二、
军事司法原则三、军事司法管辖四、军事司法活动第六讲 军事法的遵守一、军事法遵守的要素二、军
事法遵守的激励三、军事法遵守的强制第七讲 军事法的监督一、军事法监督的原则二、军事法监督的
体系三、军事法监督的内容第八讲 军事法律服务一、军事法律服务的范围二、军事法律服务的体制三
、军事法律服务的基本原则四、军事法律服务的作用第九讲 军事法制教育一、军事法制教育的规律二
、军事法制教育的基本特征三、军事法制教育的结构第十讲 军事法学研究一、军事法学研究的范围⋯
⋯第十一讲军事法制建设第十二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制的历史发展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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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兵役活动的原则　　兵役活动的原则，是指兵役活动和工作的主体在兵役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基
本准则。
包括依法履行兵役义务的原则，兵役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兵役工作统一领导的原则等。
　　2.兵役活动的规则　　兵役工作的规则，是指对兵役活动和工作主体基本行为的规范，即法律设
定的兵役活动和工作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包括公民、社会组织的兵役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兵役职权。
　　公民、社会组织的兵役义务。
它是指公民或社会组织依法履行兵役的责任。
公民的兵役义务，包括公民兵役登记、公民服兵役、普通公民承担军事任务、普通公民接受军事训练
等。
社会组织的兵役义务，即社会组织为保障所属人员履行兵役义务而承担的义务，包括协助兵役机关进
行兵役宣传，督促所属人员履行兵役义务；协助兵役机关完成兵员征集、动员和建立群众武装组织等
相关工作；保证所属人员接受军事训练；承担法定的兵役税费；依法承担对服役、退役军人和支前人
员的优待责任等。
　　公民、社会组织的兵役权利。
它是指公民或社会组织依法享有与履行兵役义务相关的权利和利益。
公民的兵役权利，包括服兵役的权利和因服兵役而产生的权利。
社会组织的兵役权利，是社会组织因履行其兵役义务而产生的权利，与其兵役义务相对应。
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兵役权利，包括对兵役工作提出建议，制止、检举个人和社会组织违反兵役法
、危害兵役工作的行为，对政府部门在兵役方面的不作为和不当、违法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等。
　　国家机构的兵役职权。
它是指国家机关在兵役活动和工作中依法履行的职责和行使的权力。
在兵役组织方面的职权，包括建立兵役制度，设立兵役机关，组织服兵役等。
在兵役保障方面的职权，包括经费保障、设施保障、人文环境保障等。
在兵役调控方面的职权，包括明确公民和法人的兵役义务与权利，合理确定兵役负担，合理确定兵役
补偿等。
　　3.兵役活动的制度　　兵役活动的制度，是指兵役活动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应当遵循的基本
规程。
包括兵役基本制度和兵役工作制度。
兵役基本制度又包括义务兵役制、志愿兵役制；兵役工作制度又包括平时征募制度、现役和预备役制
度、民兵制度、兵员储备制度、战时兵员动员制度、优抚安置制度、兵役奖惩制度等。
　　（三）军人权益保障法律制度　　军人权益保障法律制度，是指规范和调整军人权益保障活动中
各种社会关系的原则、规则、制度的总称。
　　1.军人权益保障的原则　　军人权益保障的基本原则，是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普通公民在军
人权益保障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
包括：国家主导、依法保障的原则，国家与社会相结合的原则，军人权益保障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相适
应的原则，军人权益保障从优的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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