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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军事理论教程》

内容概要

《大学军事理论教程》结合我国军事变革的新形势，适应我国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和加强国防后备力
量建设的需要，结合我校多年教学的经验，既注重其思想性、理论性、教育性，也注重其基础性、知
识性、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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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各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侵犯，防备和平息内部和外部敌对势力相互勾结所发动的武装
暴乱。对付武装入侵和武装暴乱最根本的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军事手段。这是因为：第一，军事手段
是最具有威慑作用的手段。它可以对可能的各种形式的外来侵犯进行最有效地阻止或遏制；第二，军
事手段是唯一能够有效对付武装侵略的手段。它可以用军事力量所拥有的巨大即时打击能力给侵略者
造成物质和精神的严重损害，从而迫使他们中止侵略行动，以至放弃侵略企图；第三，军事手段是解
决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最后手段。当国家之间主权、利益的矛盾积累达到极限时，就只有通过最高的
斗争形式——武装冲突或战争进行彻底解决。同时，军事手段还能够作为各种非军事手段的有力后盾
，可以强化各种非军事手段的国防功能。因此，军事手段成为国防活动中的主要手段。（2）政治手
段政治手段是国防的主要手段之一，指的是“与军事有关的”政治活动，而不是政治本身的全部含义
。政治与国防关系密切。一方面，国防直接保卫国家主权，是政治的第一需要；国防直接保卫国家领
土，是政治的物质前提；国防直接保卫国家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是政治的根本要求。国家政权、政
治制度也要靠国防力量来捍卫。另一方面，政治对国防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国家的政治需要，决
定国防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类型；国家的政治指导思想和路线，决定国防的方向、方针和原则；国家的
政治制度，决定国防的根本体制。国家的政治素质，制约国防的客观效应。（3）经济手段经济是国
家的物质基础，社会经济制度决定国防活动的性质，社会经济状况决定国防建设的水平。现代条件下
，无论是国防建设还是国防斗争，都要广泛采取经济手段，这些手段主要有国防经济活动、经济动员
、经济战、经济制裁等。国防经济活动是为国防而进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管理的实践活
动。如军品的生产与开发、武器装备的研制与更新、国防设施的建设与维护等；经济动员是指国家将
经济部门及相应的体制有组织、有计划地从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所采取的措施，目的是充分调动国
家经济能力，提高生产水平、扩大军品生产，保障战争需要，如由平时转为战时军事的生产与调拨、
后勤保障、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等；经济战是敌对双方为争夺战略优势和战争胜利而进行的经济斗争
，其根本目的是给敌人造成经济恐慌，动摇其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使敌人经济陷于崩溃或瘫痪。经
济战在现代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正在被一些国家所重视，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防手段，而
且往往会起到比军事手段更加明显的效果。（4）外交手段国防外交主要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了国
防目的而展开的外交领域的活动。这种外交主要涉及军事领域，所以又称“军事外交”。从总体上讲
，国防外交主要涉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军事集团与军事集团之间的军事政治关系、军队关系、军事战
略关系、军事科技关系和军事经济关系等。具体可划分为：军事双边往来、多边军事交往、非官方军
事交往、军事科技交流和军事合作、军事结盟、军事援助、军事经济合作、边防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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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军事理论教程》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防教育课程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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