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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道路的一个鲜明特色和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同样的逻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开

创了中国特色的军队和国防建设道路。这不仅不同于一般现代化国家的军队和国防建设，对社会主义国家来

讲，也具有鲜明特色。在党的领导下，军队的建设和发展有机地融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总目标，把富

国和强军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空前伟大贡献，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不深刻理解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不能够深刻理解中国道路，不能够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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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党史军史专家谈长征精神》，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6-08/11/content_4950839.htm。

中国道路的一个鲜明特色和本质特征是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样的逻辑，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 也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军队和国防建设道
路。 这不仅不同于一般现代化国家的军队和国
防建设，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讲， 也具有鲜明特
色。 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
政治建军的发展道路

（一）政治建军造就了革命理想武装的攻坚
克难、不怕牺牲，创造奇迹的胜利之师

政治建军是从 1929 年的古田会议确立下
来的建军方针，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建设的
鲜明特色，是同思想建党相一致的重要方针。它
集中体现了毛泽东阐明的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
仗， 而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的基本原则。 政治建军保证了用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理论武装部队，使官兵懂得为什么打仗，为
谁打仗，懂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从而以坚定的信仰引领自己的行为， 焕发出压
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伟大精神，
谱写了军事史、革命史和人类历史的光辉篇章。

在中国革命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 这支革
命理想武装的军队都创造了难以想象的奇迹，
红军长征是其中的典型。从 1934年 10月 10日
长征开始， 到 1936年 10月 22日长征结束，各
路红军在长征中总行程达 6.5 万余里； 先后进
行了 600余次重要战役战斗， 其中师以上规模
的有 120余次，牺牲营以上干部 432人；共计歼
灭和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俘敌 2万余人，打
破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红军还战胜了自然
界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 先后跨越了近百
条江河，其中包括赣江、湘江、乌江、大渡河、金
沙江等激流汹涌的著名大川；征服了约 40座名
山险峰， 其中包括 20余座海拔 4000米以上的
皑皑雪山。 ①

如果没有崇高理想的激励， 要进行这样艰
苦卓绝的奋斗是难以想象的。 正是政治建军塑
造了革命理想，正是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支革命

军魂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建军的发展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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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才能够创造如此的奇迹。
在抗日战争中，在武器装备大大落后于敌

人的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浴
血奋战，对敌作战 12.5 万余次，以伤亡 60 余
万人的重大代价， 歼灭日伪军 171.4 万余人，
其中日军 52.7 万余人。 收复国土 104.8 万余
平方公里，[1](p.165)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在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
在四年多的英勇奋战中， 共歼灭国民党军 807
万人，解放了除台湾、澎湖列岛、南沙群岛等以
外的广大国土，[1](p.236)也谱写了战争史和革命史
上的光辉篇章。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志愿军武器装备严重
落后，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海军参战，谈不上制
空权和制海权，地面部队前期也没有坦克。每个
军的火炮仅相当于美军一个师火炮编制的 2/3，
并且型号杂、口径小、射程近、炮弹不足，大部分
还由骡马或人员携行。面对如此的困难，志愿军
依然创造了奇迹。在两年零九个月的作战中，共
毙伤俘敌 71万余人， 自身作战减员 36.6 万余
人。美国的开支战费是 400亿美元，中国是 62.5
亿人民币。 [1](p.294)

离开了坚定的政治信仰，无法解释中国人
民军队创造的奇迹。 毫无疑问，政治建军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留下的宝贵财富。
2014年 10月，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工会上，军
委主席习近平强调：“我军政治工作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
不能被动应对。”①并指出：“在古田会议召开 85
周年之际，我们来到这里，目的是寻根溯源，深
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
的，重温我党我军光荣历史，缅怀老一辈革命
家的丰功伟绩，接受思想洗礼，以利于更好前
进。 ”②这一历史的传承和弘扬必将开辟中国共
产党政治建军的新里程。

（二）政治建军培育了在中国社会发展中传
播先进文化、树立道德楷模的文明之师

政治建军赋予了中国革命军队一些极为独
特的、优秀的属性。在整个社会先进文化的传播

中、在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中，这支军队走在前
列，成为社会的楷模。这无论是在中国的历史进
程中，还是在人类的社会发展中，都是极其亮丽
的一道风景线。

军队就本身的属性来说， 并不具备在社会
文化发展和传播中的优势。尤其在中国，从古代
开始逐步形成贬低军人的文化。 从宋、元开始，
为了满足戍边的需要，把罪人发入军伍，称之为
“充军”。到明朝，充军成为仅次于死刑最重的刑
罚。军人地位低下，故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
兵”的说法。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发展，知
识分子与官僚阶层融为一体， 形成所谓的士大
夫阶层，垄断了文化的发展。军人群体基本上被
排斥在文化发展之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彻底改变了这
一历史格局， 这也是同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紧
紧联系在一起的。与“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
装集团”这一属性定位相耦合，毛泽东在古田会
议决议中特别强调了红军“宣传群众”的政治任
务，而贯彻政治建军的原则，坚持用先进思想武
装官兵，就成为完成宣传群众政治任务的前提。
1930年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
例草案》就提出，红军政治工作的内容是开展无
产阶级的阶级教育， 使军队明白阶级的政治责
任和战斗的阶级意义。 1931年 12月创刊的《红
星》报，是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先
后由张如心、邓小平、陆定一等担任主编。 中央
红军的军团政治部分别建立了“战士剧社”、“火
线剧社”、“猛进剧社”等，促进宣传工作的开展
和文化生活的提升。

在戎马倥偬的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仍然
十分重视军校教育。 中共六大曾要求各级革命
委员会“应该立即设法开办短期军事训练班，以
资提高革命工农的军事组织”。 [2](p.396)1927 年 11
月， 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龙江书院创办了军
官教导队。 1929 年 3 月，红四军以军官教导队
为基础组建了随营学校。学校“有严格的生活制
度，很注重平时的养成教育”。 [3](p.9)1930年初，随
营学校变更为闽西红军学校，由朱德担任校长，

①参见《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01/
c_1113074055_3.htm。

②参见《在古田会议光芒照耀下继续前进———习近平主席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侧记》，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
2014-11/02/c_11130810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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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此前后，赣西南等苏区也
成立了红军学校。 1931年 11月，苏区中央局根
据毛泽东的提议，将红军军官学校和红一、红三
军团随营学校合并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简称
红校。

仅 1931 年秋到 1933 年秋的两年时间，中
央军事政治学校就培养和训练了军政干部和专
业技术人员 1万余人， 不仅为人民军队造就了
一批治军将才， 也播下了军队思想文化传播和
提升的火种。

正是由于重视先进思想的武装，红军把仗
打到哪里， 也能够把革命的思想和文化传播
到哪里，这是其他性质军队所不具备的特点，
在无产阶级的军队中也极为突出。 所以毛泽
东予以精彩的概括：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和
播种机。 [4](p.150)

依靠政治建军所奠定的先进思想基础，中
国的革命军队在自己的奋斗历程中， 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的精神成果， 这些精神成果不仅成为
这支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也成
为中华民族革命和建设的宝贵财富。 如井冈山
精神、长征精神、南泥湾精神、渡江精神、雷锋精
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中国革命军队创造的
这些精神， 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民追求真理
和理想而英勇奋斗的精神， 成为中华民族推翻
三座大山、实现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与这些精神相映衬， 革命军队英雄人物层
出不穷。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军队的英雄人物不
仅仅是在战场一往无前、浴血杀敌的楷模，还培
育了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典范， 如雷锋和他所代
表的精神。

雷锋精神的历史文化意义是深刻和多重
的。这是中国革命军队为社会文明进步、道德提
升做出的独特贡献， 这不仅谱写了中华民族思
想道德演进的光辉篇章， 彻底改变了中国思想
文化发展进程中军人被排斥、被边缘化的现象，
更标志着中国的革命军人成为社会主义道德培
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排头兵； 这不仅为青少年
和社会公民树立了道德楷模， 更确立了人民军
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时代风范。

2014 年 10月， 习近平在全军政工会上提
出要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
新一代革命军人， 强调全军要把四个带根本性
的东西立起来： 要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立起
来，要把党性原则在全军牢固立起来，要把战斗
力标准在全军牢固立起来， 要把政治工作威信
在全军牢固立起来。 ①从这一重要讲话中，我们
能够清楚地认识到： 把有灵魂置于培养新一代
革命军人的首位，把理想信念作为固本培元、凝
魂聚气的战略工程， 把坚持党性原则作为政治
工作的根本要求， 把政治工作的威信作为我军
强大战斗力的精神推动， 充分体现了我军的政
治本质和独特的思想文化品格。

（三） 政治建军铸造了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之师

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核心问题， 不仅仅在
于军事素质的提升，能够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还
在于其政治素质的提升， 能够在思想领域的战
场上立场坚定，听从党的指挥，维护社会主义制
度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取得意识形态斗争的胜
利。 这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惨痛教训和宝贵
经验。

苏东剧变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如何防止
资本主义渗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军队
在这一斗争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 苏共后期的腐败对军队产生了致命的
影响。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误导下，西方思潮
和各种错误思想在苏联泛滥成灾。 在这一背景
下，苏共在军队体制编制调整中，逐步削减了各
级政治机关和约 8万名政治工作军官， 撤销了
总政治部， 这一做法使军队的政治灵魂被抽掉
了，军队的属性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因此，在
苏联政权逆转的过程中， 苏军并没有也不可能
出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然而， 就苏军的军事素质和战争能力来
说， 在这一剧变中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但它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了。 由此观之，
政治素质、 政治方向是无产阶级军队的命根
子，离开了这一条，就离开了无产阶级军队建
设的根本道路。

①参见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4-11/02/
c_127166559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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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建设的一条宝贵经验
和突出优势， 就是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军队各
项建设的首位， 这一从古田会议确立的原则一
直得到坚定不移的贯彻。 这保证了军队与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的高度一致， 自觉抵御西方意识
形态渗透和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 成为无产阶
级专政的坚强柱石。

政治建军的原则特别突出地体现在紧紧围
绕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心工
作开展政治工作， 从而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开拓融为一体，发挥
出军队对社会主义制度守护和道路捍卫的强大
功能。

在土地革命时期， 政治建军的原则使中国
共产党成功地在一个农民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
的国家培育了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 紧紧
围绕党关于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 开拓了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建军的原则保证了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能够正确地贯彻
党的抗战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成为抗战的中
流砥柱，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巩固并扩大了
革命根据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在解放战争时期， 政治建军的原则使中国
人民解放军在推翻三座大山、 解放全中国的革
命目标指引下，以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在战
场上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力量，新
中国喷薄而出。

新中国成立后， 政治建军的原则保证了在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时期，
军队建设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相一致， 从清
匪反霸、肃清反革命、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到
三反五反、一化三改造，贯彻党关于社会主义建
设的总路线；从抗美援朝到中印边境反击战、中
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等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前期艰苦探索做出了军队的重要贡献。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政治建军的原则保
证了军队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服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大局，提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军
队新时期新使命，既坚决抵御“军队国家化、非

党化、非政治化”等西化思潮，也坚决地改革开
放，借鉴人类文明、借鉴外军发展的成果，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中、 在中国梦的实
现中，展现中国军队的力量和贡献。

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
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本质一致的发展道路

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
特征相一致，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然是中国
特色的军队和国防建设道路最本质的特征。

先进政党领导国家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
中体现，尽管现代国家都是政党主导的国家，但
其政党政治运作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资本主义
国家通过两党制、 多党制维护和平衡不同资本
集团的利益， 形成与资本主义制度相适应的政
治生态。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不同于社会主
义国家的执政党， 前者是轮流执政中资本集团
的利益瓜分机制， 后者是长期执政中对人民利
益的整合和代表机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执
政党必须长期、深入、稳定地融入国家的管理体
系，主导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这同西方执政党
的含义大不一样，准确地说，应该是国家和社会
的“领导党”，与“执政党”的含比较起来，“领导
党”更高、更全面。 正如毛泽东所说：“领导我们
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5](p.350)

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将党的军队和国家的军
队融为一体。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不是为了一
己之私、一党之私，而是为了创立人民国家、人
民的政权，为人民谋幸福。 中国共产党在 90多
年的奋斗中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 书写了人
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一是实
现了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
越， 完成了国家高度统一和民族空前团结的历
史任务，开辟了新的历史纪元；二是建立了社会
主义制度， 实现了中国几千年以来广泛而又深
刻的社会变革， 建设了较完整的独立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 在一个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
家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三是开展了改
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发展了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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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并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

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
有中国的现代化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党对国家
的领导必然包含党对军队的领导， 党的军队和
国家的军队是高度统一的。

毋庸讳言， 中国共产党曾经反对过国民党
独占军权，主张军队归人民民主的国家所有。为
什么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要反对国民党主宰军
队，而将军队归国家所有呢？

其实这并不矛盾，也不难理解。因为国民党
并不能代表人民的国家； 国民党的军队与共产
党希望建立的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之国家的军
队，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国民党所代表的阶级以
及一党之私利， 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相去甚远
乃至背道而驰， 所以中国共产党当然要反对国
民党对军队的独占。

国民党政权违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历
史的结论。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旧中国民生凋
敝、国运衰微。 只占农村人口 10%的地主和富
农占有 7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 70%的贫雇
农却只占有 10%的土地；占人口极少数的官僚
买办资产阶级垄断着 80%的工业资本，操纵着
全国的经济命脉。 据统计，1932年仅苛捐杂税
的名目就多达 1656 种， 捐额约占农民收获量
的 60%至 90%。 全国 80%的人长期处于饥饿、
半饥饿状态，几乎每年都有几万到几十万人因
饥饿而死。 1946 年全国各地饿死 1000 万人，
1947年全国饥民竟达 1亿多人，占当时全国人
口的 22%。 [6](p.6)

国民党的军队与国民党的政权与旧中国的
落后、中国人民的苦难联系在一起，共产党的军
队与共产党的政权与新中国的伟大成就、 人民
当家作主、 摆脱贫困落后的生活状况联系在一
起；国民党的军队不可能把保卫国家的利益、人
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共产党的军队把捍卫国
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宗旨和唯一使
命。这一内在逻辑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共产
党领导的军队，才能够从本质上把党的军队、国
家的军队和人民的军队高度统一起来。

攻击中国军队没有实现所谓的 “国家化”，
显然是一个伪命题。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军

队不仅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是高度
一致的，而且在领导方式上也越来越融为一体。

新中国成立后，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人民解放军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实行统一的指挥、制
度、编制和纪律。 1949年 10月 1日，中央人民
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
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央人民政府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党内未再设军委。
1954年的宪法对国家机构进行了调整，中共中
央决定重新成立中共中央军委， 仍然由毛泽东
任主席。至此，形成党和国家共同领导军队的体
制。 1982年的宪法进一步完善了党和国家共同
领导军队的体制。 做出了国家军委主席由全国
人大选举或罢免，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
其他国家军委的组成人员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
大常委会根据中央军委主席的提名决定或罢免
等规定。 毫无疑问，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
中，已经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道路相适应的、 党和国家融为一体
的军队领导体制。

党的军队与国家的军队能够高度统一，关
键在于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 国家是
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因此，无论是党的军队还
是国家的军队，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
利益至上的军队。

毛泽东早就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
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我们这
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 是彻底地为人
民的利益工作的。 ”[7](p.1004)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
义国家的军队为人民鞠躬尽瘁、无怨无悔，人民
的军队为人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
在这一点上体现得最为充分。 其中极为突出的
一个特点是： 它不仅通过自己完成军事任务和
使命捍卫和保护人民利益， 还广泛地通过非军
事行动为人民利益做无私的奉献。 这是中国革
命军队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
光荣传统。

在非军事行动中维护人民利益， 进一步拓
展和弘扬了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宗旨。 仅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军队就通过抗洪、抗震救灾，支援
国家和各地基础设施建设， 扶贫帮困和支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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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建设， 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等非军事
行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
作用。

党的军队、 国家的军队和人民的军队三者
的高度统一，使中国的革命军队在贯彻“完全是
为着解放人民的， 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
的”这一宗旨目标时，既有正确的政治方向为指
导， 也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社会主义制度为保
障，从而能够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为人民的幸福
创造丰功伟绩。

2015年 3月，习近平在全国人大解放军代
表团全体会议上， 强调了军民融合发展的重大
使命。 他指出： 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 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
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 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
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 ①

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富国强
军相统一的发展道路

中国是无产阶级先进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国家，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由中国共产党引领和
主导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尽管富国和强军都
是民族国家希望追求的目标， 但要把两者和谐
地统一起来，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代社会
主义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也留下了深刻乃至惨痛
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中，较好地破解了这一对矛盾，逐步走出了一条
两者相统一的发展道路，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重要内容。 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
以认识：

首先，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把军队和国防
建设融入党的工业化道路的总体布局中， 为独
立自主地实现工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生产力以及经济的发展， 是社会现代化的
基本问题。 然而， 影响现代化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从现代化最基本的因素来说，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 现实往往产生悖
论，对于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国家来说，军队和国

防建设容易和经济建设发生冲突。一方面，军队
和国防建设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经
济建设也面临资本稀缺的难题。 正因为解决不
好这一悖论， 许多发展中国家迟迟迈不开发展
的步伐。因此，军队和国防建设对于发展中国家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为
保证安全和稳定， 用于军费的开支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比例远远高于中等以上发展水平的国
家。 例如，巴基斯坦、阿曼和叙利亚，1980年，军
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分别高达 30.6%、51.2%和
35.8%。 [8](p.79)这样的资源配置不可能不制约整个
现代化的推进速度。

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这一挑战更加严
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些西方大国对社
会主义国家采取武装敌视的态度， 从亲自操刀
进行武装干涉， 到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
动分子搞颠覆活动，手段五花八门，可谓殚精竭
虑。 所以，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国防和军队建
设关系到生死存亡。不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社
会主义国家就无法生存下去。但另一方面，不加
快生产力的发展，尽快提高经济实力，社会主义
国家同样会难以为继。这一矛盾探索和协调，对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困难重重。 中
国共产党人把握住了社会发展面对的最重要和
最基本的挑战。 1950年，毛泽东就谈到“中国必
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 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
量，这是两件大事”。 [5](pp.95-96)然而，中国遭遇的国
家安全挑战更加严峻， 不仅国内还存在没有肃
清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 国际上美国对我国实
行军事包围， 并且连国民经济秩序都还没有得
到恢复的情况下，被迫卷入了朝鲜战争，这使得
中国肩负了更加沉重的社会发展代价。 其直接
的后果就是军政费用占了较大比例。对此，1956
年毛泽东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军政费
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 这个比
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
分之二十左右。 ”[9](p.27)

毛泽东运用他十分擅长的矛盾分析方法来
破解这一难题，说：“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

①参见 《习近平在出席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 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努力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http://politics.
people.com.cn/n/2015/0313/c1024-266854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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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 你是
真正想要、 十分想要， 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
重，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
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 ”并强调“这是战略方针
的问题”。 [9](pp.27-28)

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规划是同对社会
主义的独立探索联系在一起的。 下决心在压缩
军政费用的情况下发展尖端武器， 把好钢用在
刀刃上， 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国防
建设在现代化布局中的思考， 也体现了对中国
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思考。 1954 年 10 月赫鲁
晓夫访华时， 毛泽东曾经提出希望苏联帮助中
国建设核工业和研制核武器。 赫鲁晓夫稍作迟
疑后，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
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 并表示只要有苏联的
核保护伞就行了。 [10](pp.572-573)的确有一些国家利用
外国的军事保护来巩固自己的安全， 以缓解经
济和资源紧缺的压力。 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下决心独立自主、排除万难发展核
武器，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
泽东很明确地说：“在今天的世界上， 我们要不
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9](p.27)

中国在工业化的初期同时启动了高端国
防工业，走出了一条特殊的道路，在十分有限
的资源限制下，大大增强了国防力量。 1964 年
中国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1966 年成功地进
行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第一颗氢弹又爆炸
试验成功。 这些成就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进
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武装力量的能力发生了
质的变化， 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
证，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邓
小平后来做了一个精当的评论：“如果六十年
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
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
这样的国际地位。 ”[11](p.279)

艰苦奋斗、 勤俭建国是中国工业化的重要
方针。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谈到：“这一
方针不是消极的， 而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
……它是调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
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 并奠定将来伟
大建设基础的方针。”[5](pp.207-208)军队和国防建设较

好地贯彻了这一方针。进入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后， 立足于质量建设， 在此前精简整编的基础
上，从 1954年到 1958年，又进行了两次大的精
简整编。 第一次精简比例达到 21.2%，第二次精
简后全军总员额降至 240余万人。 军费在国家
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从 1953 年的 34.2%
下降到 1958年的 12.2%。 [1](p.302)

军队直接投入工业化建设，也为中国在经
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迅速起飞做出了重大贡
献。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人民解放军就抽调
了 35 个师参加国家的重点项目建设。 铁道兵
从 1954 年起每年出动 20 万人参加重点工程
建设。 [1](p.325)

做到经济与国防比较协调的发展，对工业
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特别是对中国这样受到各方面压力、 坚持独
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是不可否认的
伟大成就。

其次，与党的现代化战略步骤相适应，围
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宏伟目标，推动跨越式发展，实现富国强军的
高度统一。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连
续 30 多年以接近两位数的增长率增长，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9.80 万亿元， 年度
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 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中国经济每增长 1个百分点，能拉动中等
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分别增长 0.34和 0.2个
百分点。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
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引擎。 根据国家统计局
的数据，2013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7.7％，明显快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或地区。中国
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013 年达
到将近 30%， 大大高于中国占全球经济规模的
比重，发挥了超过中国经济规模的带动力。 ①

中共十六大根据新的发展态势向国内外宣
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作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
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 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光辉史册。”[12](p.6)与党的历史使命相适应，
对军队建设提出 “努力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

①参见《发展的中国助力世界经济》，《人民日报》，2014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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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双重历史任务， 实现我军现代化的跨越式
发展”的战略目标。 从军队要“忍耐”，服从经济
建设的这一中心任务， 到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
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实现跨越式发展，军队和
国防建设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

2012 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提出了“两个
一百年”的伟大历史使命，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与此相适应，习近平鲜明提出党在新形势
下的强军目标，强调：军队工作要认真落实党的
十八大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部署， 牢记
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能打仗、打胜仗是强
军之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 并强
调“全军要准确把握这一强军目标，用以统领军
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努力把国防和军
队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13](p.220)

坚持党富国强军的战略布局， 中国的经济
发展为军队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
撑。 根据中国国防白皮书公布的情况，从 1988
年到 1997年，为弥补国防基础建设的不足和维
护国家安全统一的需要， 中国在经济不断增长
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国防投入，国防费年平均增
长 14.5％。 然而，由于经济总体实力的增强，国
防费占 GDP 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然是下
降的。 1998年到 2007年期间，中国在经济快速
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国防费的稳步增长，国
防费年平均增长 15.9％。 国防费占 GDP的比重
虽有所上升， 但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总体上
仍呈下降趋势。从 2008年到 2015年，中国的国
防开支继续保持 10%以上的增长率。一方面，这
为我国军队和国防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
大支撑， 使中国的国防力量能够适应于国家的
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需求， 也与中国的国际地位
相适应；另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
的国防开支并不算高。 以 2007年为例，中国年
度国防费相当于美国的 7.51％、英国的 62.43％。
军人人均数额是美国的 4.49％、 日本的 11.3％、
英国的 5.31％。中国国防费仅占 GDP的 1.38％，
美国占 4.5％，英国占 2.7％，法国占 1.92％。 ①

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迅速缩小与最发达国
家军队的差距， 是中国军队跨越式发展的典型
体现。2011年 1月 11日，中国第四代战机歼 20
成功试飞，标志着经过 60年发展的中国航空工
业当仁不让地迈入了世界四代战机研制的 “第
一梯队”， 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成
功研制第四代战机的国家。 同年 8月 10日，由
“瓦良格” 号改装的中国首艘航母出海进行试
航， 不仅为设计中国新型航母提供了具有实际
意义的指导和借鉴， 而且也加速了中国相关武
器的整合、研发和检验，带动了中国一系列尖端
技术的研究。

中国时任国防部部长梁光烈在接受新华社
专访，畅谈新中国 60年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时
谈到：现在，我们在天上有军事卫星、先进战机，
地面有新型主战坦克、各种火炮、导弹，海上有
先进舰艇、潜艇，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的各
类装备，我军基本都有了，而且不少装备的性能
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②

军队和国防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又为中国
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的维护提供了有力的保
障。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海外
利益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 30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提高。
1978年，中国的货物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只有
100亿美元和 111亿美元， 占全球的比重约分
别只有 0.8%。 而到了 2012年，中国的货物出口
和进口分别达到 20500 亿美元和 18200 亿美
元，占全球的比重分别达到 11.2%和 9.8%，成为
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2014年中
国共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56.2 万人。 ③海外能源
资源、海上战略通道以及海外公民、法人的安全
问题日益凸显。 开展海上护航、撤离海外公民、
应急救援等海外行动， 成为人民解放军维护国
家利益和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方式。 根据 201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白皮书 《中国武装力量
的多样化运用》公布的材料，2007 年以来，在西
太平洋共组织远海训练近 20批 90多艘次。 训
练中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某些国家军用舰机的抵
近侦察和非法干扰活动。 2012年 4 月至 9 月，

①参见《2008 年中国的国防》http://news.mod.gov.cn/headlines/2009-01/21/content_3035803_17.htm。
②参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ldhd/2009-09/21/content_1422693.htm。
③参见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501/201501008772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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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号训练舰进行环球航行训练，先后访问
及停靠 14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人民解放军共
参加 23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军事
人员 2.2万人次。 目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 5
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
家，是联合国 115个维和出兵国中派出工兵、运
输和医疗等保障分队最多的国家， 是缴纳维和
摊款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①

至 2014 年，中国海军连续不间断、常态化
地派出舰艇编队远赴亚丁湾、 索马里海域执行
护航任务， 为 5820余艘中外船舶实施护航，成
功解救、 接护和救助了 60 余艘遇险的中外船
舶，继续保持着被护船舶和编队自身“两个百分
之百安全”的纪录，有效履行了大国责任，有效
保证了国家海上战略通道安全。 ②2015年 4月，
中国海军第二十批护航编队继续赴亚丁湾、索
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在党的领导下， 军队的发展有机地融入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总目标， 把富国和强
军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
会主义运动的空前伟大贡献， 是中国道路的重
要组成部分。不深刻理解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就不能够深刻理解中国道路， 不能够深刻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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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ponsibility of guard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ism character. It has proletariat perspectives of the world, life
and values and keeps the refined traditions and morality of respecting both generals and soldiers as well as that of equality for both
sides. Besides, the CPA worships dauntless revolutionary heroism. All the main characters reveal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military
theories and Chinese realities in practice, which are regarded as the advantages and strength enjoyed by our military. If those valuable
characters were cast away, the CPA would never be real Chinese army for people.(Liao Guo-geng and Li Zheng)
The Development Pathway for the Political Military Construction in China: A Military -Spirit Perspective : Similar to the
principle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lead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Road as one of the marked characters and nature
of Chinese socialism, CPC grips absolute leadership for army and initiates a news pathwa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rmy and national
defen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athway for military development not only differentiates from patterns for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army and defense in modern countries generally, it also stands out with its clear characters even among socialists countri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PC,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my has natur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general goals for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at, it is CPC’s unprecedentedly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perfectly combine th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building up a strong army. Those
achievements in military development constitute important parts in carrying forward the Chinese Road. Without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CPC’s absolute control for our army,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Road can hardly be acquired and a real
comprehension for the na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never be achieved.(Sun Li and Jiang Ying)
Political Military Construction and Vigilance against “De-Ideologicalization”: Thoughts on Army Modernization Standards:
The ideology and construction of modern army are naturally inseparable. The severe challenge for our army currently known as “de-
ideologicalization” originates from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Thus the consciousness of “anti-corruption and variation in spirits”
should be built up an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for countering for loose attitude towards self-awareness for right ideology and strike
from new media technology. Adherence to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dominant ideology should be ensured in construction of politics in army
while position for spirit and though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Meanwhile, the cultural front should be purified and public views should
be rectified. Based on that, the guarante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grip on army both politically and ideologically could be
ensured as well as the upgrading of modernization of our army.(Fu Wan-juan)
The Development of Deep Civil -Military Integration as One Important Strategic Exemplification of the New Military -
Political and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t is our Party’s and army’s political advantage and outstanding tradition to consolidate the
firm and tight military and civilian relation while those assets are the source of power and significant weapon to expand the people ’s
army. Furthermore, it is a significant policy made in line with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for development to elevate the merging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to national strategy level. The merging strategy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for construction of bett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armed forces and the government, and between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s, and it also endows the relations a new meaning
and manifest pattern in the new era. In the same way, bett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armed forces and the government, and between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s also provide firm support and powerful safeguard for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s. Therefore,
the desirable and harmonious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sides is conducive greatly to the realization of a powerful country with a strong
army.(Huang Chao-feng and Ren Hui-fen)
Four Topic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Centennial “May 4th” New Cultural Movement: The “May 4th” New Cultural Movement
was defined as a huge combat between two thoughts—traditional and modern ones—in Chinese domestic society. The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comments on this movement demonstrate various calls from all walks of way for the direction of our development in Chinese
society. The movement was a lesson made up for thoughts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a forerunner for guidance of the revolution. The
role that played by the Movement is hardly be unnoticed in criticism of decayed Confucius school as a history inexorable trend.
However, the nonsense saying holding that the “May 4th” New Cultural Movement broke of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 is a betrayal of historical realities. Thus the crux lies in the way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democracy, science, innovation and efforts embodied in the Movement.(Xu Quan-x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Mao Zedong’s Philosophy and the Smooth Realization of Modernization, Nation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under Marxism: Mao Zedong on philosophy acts as the core of his thoughts with advanced insight and the propensity
for realization of modernization, nation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under Marxism. Dominated by the three great thoughts, the realization
of modernization, nation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not only opens up realization of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s a forerunner,
but also lays solid foundation and leads a clear way for theories serving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t is exactly the traits
and thoughts that contribute notably in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To put it in another way, the traits and thoughts acts as an
ever-burning lamp in the path for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successfully leading the first leap for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s well as inspiring and driv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continually explore new stages for this mission.(Cao We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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