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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军事学概论》

内容概要

《大学生军事学概论》在概述中国国防、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对当代世界军事形势、国际战
略格局、中国周边安全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家安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论述；并结合当代高技术条件下的
军事技术的发展，介绍了高科技条件下的现代高技术武器、现代高技术战争。《大学生军事学概论》
既是对军事学进行学习、探索和学术研究的成果，又是大学生学习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的理想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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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坚持三结合的军事体制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创造了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土地革命时期，实行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三结合体制：抗日战争期间，实行主力兵团、地
方兵团和人民自卫军三结合体制：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采用野战军、地方军和民
兵三结合体制：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实行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三结合体制
。毛泽东认为，三种武装力量的正确划分和相互配合，可以形成强大的武装力量体系。在三结合的武
装力量体制中，人民军队是实行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毛泽东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
民的一切。” （4）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 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毛泽东指出：“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
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
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晟高形式是发动人民群众
武装夺取政权。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靠武装斗争还不够，还必须开展其他战线的斗争，与武装斗
争相配合，发挥对敌斗争的整体效应；必须开展协同于战争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多种战线的斗
争，包括与敌人的政治谈判斗争和争取敌军、瓦解敌军的斗争。 （5）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
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是在批判和纠正红军队伍中存在的流寇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阐明了革命根
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路线的必要条件，并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加以重申和系统化。革命根据地是实
行人民战争的依托，是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基地。毛泽东把根据地比作执行战略任务的战略基地，“
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在解放战争中，又进一
步告诚全党：“革命根据地是进行革命战争的依托和战略基地，是实行人民战争的必要条件。”因此
，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军队就有备战和训练的基地，就能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利于长
期作战，同时也能广泛地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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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生军事学概论》为便于当代大学生及各类军事爱好者阅读、参考，在编写时力求做到军事理论
科学体系完整，军事技术知识内容新颖，符合大学生知识和能力水平，适合军事理论教学及军事技能
训练需求，有较强的可读性、知识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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