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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兵役学教程》被列入军事科学院硕士研究生教材编写计划的课题之一，是在国家社科基金军事
学重点项目《兵役学》的基础上，由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课题组编写的。
全书共分十讲，内容包括：绪论，兵役的历史演进，兵役的基本原理，兵役义务与权利，兵役形式，
兵役制度，兵役政策，兵役行政，兵役法规，兵役改革与发展趋势。
本书适合作为军事科学院硕士研究生的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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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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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当代世界兵役改革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三、当代中国的兵役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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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兵役制度的特点　　兵役制度的特点是兵役制度在保障武装力量兵员补充的过程中所体现
的特性。
认真分析和准确把握兵役制度的特点，对于兵役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
从兵役制度规范的目的、对象、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看，分别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主体的多元性、一定
的规律性和公开的强制性等特点。
　　兵役制度的规范目的，具有明确的指向性。
制定兵役制度最基本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和强化公民的国防意识、调动适龄公民参军入伍的积极性，
保障武装力量平时建设和战时作战对兵员补充的需要，以遏制和赢得战争，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兵役制度的目的，都指向保障武装力量的兵员补充需求、实施平时兵员征募
和战时兵员动员这一根本目的。
如瑞士从19世纪初就宣布奉行中立主义方针，并认为要保持中立，就意味着必须自己保卫自己，强大
的国防力量和全民族的牺牲精神是中立的基础。
为此，瑞士制定了“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
1907年瑞士联邦议会通过了《军事组织法》，内容涉及征兵、征兵程序、兵役区分、军队编成、教育
训练和军队指挥等，为建立全民国防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兵役制度的规范对象，具有主体的多元性。
兵役制度对武装力量兵员补充需求的保障程度及效果如何，从表面上看，主要取决于适龄公民的爱国
热情和服役积极性，但实际上还取决于各级政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等多元行为主体的思想观念和制
度规定。
适龄公民是分布于全国各行各业的社会人，其思想和行为不仅取决于自己，更会受到国家政策制度和
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
因此，世界各国的兵役制度，不仅对适龄公民的兵役登记、役前训练等提出了相关要求，而且对国家
兵役机构、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以及企业事业单位也作出相应的规定。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10条规定，“全国的兵役工作，在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
由国防部负责”，各军区、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军分区（警备区）和县、自治县、市、市辖
区的人民武装部，分别负责办理本区域的兵役工作，同时也明确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的规定完成兵役工作任务”。
　　兵役制度的规范内容，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世界各国的兵役制度，无论是采取何种性质的兵役形式，都具有共同的基本功能，即尽量保障军队获
得稳定、可靠、优质的兵员补充。
这一共性要求，需要各国在制定兵役制度时予以体现和保障。
如适龄公民的兵役登记、役前训练、平时兵员征募的标准与程序、服役分类与管理、退役安置、战时
兵员动员和兵役惩处，等等。
这些都是世界各国兵役制度应重点规范的内容。
如俄罗斯《兵役义务与服役法》共9章，其内容包括：兵役登记，公民役前义务训练和志愿训练，公
民应征服役，公民按合同服役，服役，退役，俄联邦武装力量、对外情报总局和安全总局预备役等。
《德国兵役法》共6章，规定了征召对象与征召程序，服役类别与服役年限，禁服、免服和缓服兵役
，志愿服役，兵役主管机构，以及对妨碍服兵役者的惩处等。
　　兵役制度的规范形式，具有明显的强制性。
参军服役是一种高风险的职业，只有用法律的形式对兵役制度进行确认和保障，才能使之具有权威性
和强制性，确保武装力量兵员补充的顺利实施。
因此，世界各国为了保证兵役制度及其配套法规具有高度权威性与实施中的严肃性，兵役制度一般由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以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名义颁布。
同时，还自下而上建有专门执法机关和法律监督机构，使其在贯彻执行中能够在国家各部门、社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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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直至全体公民中畅通无阻。
例如，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为确保军队的兵员补充，分别于1917年颁布了
《选征兵役法》、1940年颁布了《选征兵役训练与服役法》、1948年颁布了《军事选征兵役法》等。
同时，为了保障兵役制度得以顺利实行，世界各国除了在兵役法中对公民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方面作
出明确规定外，还在国家其他有关法律中作出了保障性规定。
如苏联刑法规定，违背兵役义务行为者，平时处以罚金，战时可处以徒刑甚至死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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