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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研究的重要内容，涵盖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

命、军队与国家、军队与政党、军队与民众等多方

面关系①，正确处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不仅关乎

国防和军队建设，也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时代特点深刻阐

明新时代军事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形成了“坚持

政治引领”的军事观和方法论。坚持政治引领这

一军事观和方法论，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强军思想

蕴含的政治建军方略，准确把握了新时代军队与

政党的关系、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和战争与政治的

关系，是新时代人民军队全部实践的根本统领。

一、强化军事力量的政治属性，推动人民

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

坚持政治引领这一军事观和方法论，首先体

现为处理政党与军队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军事

服从政治，政治性是军队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

义认为，军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鲜明的阶

级性。我军作为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是执行

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

对军队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实履

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永葆人民军队的性

质宗旨本色。习近平深刻把握军事力量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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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坚持政治引领的军事观和方法论阐明了军事与政治的辩证关系，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强军思

想蕴含的政治建军方略，是新时代人民军队全部实践的根本统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强化军事力量的政治属性，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拓展人民军队的使命任务，弘扬

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带领我军重整行装再出发；坚持战略服从政略，推动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建设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着力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实现“强军梦”和“中

国梦”的统一；坚持从政治高度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把军事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方面来把

握，在伟大斗争中运筹军事斗争不断取得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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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对新时代军队与政党关系问题进行重大理

论和实践创新，带领全军革弊鼎新，正本清源，重

整行装再出发。

（一）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

党建军根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理

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根本原则。在庆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

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①，进一步提升

了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重要性的认识。党的十

九大又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上升为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

方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对坚持和完

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进行了全面部

署，进一步丰富和升华了我们党建军治军的根本

原则。2024 年 6 月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用“十个明确”概括总结了新时代政治建

军方略，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坚持党对军队

的绝对领导、怎样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带

方向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党

对建军治军的规律性认识。

强军必先强魂。党的十八大之前一个时期

我军出现的种种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党对军队

的绝对领导没有坚决贯彻落实，被虚化了。解决

我军存在的积弊，必须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抓起。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在古田召开全军

政治工作会议，确立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以整

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持续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坚持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部队，保证我军

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不断健全党

领导军队的制度体系，全面加强军队党的领导和

党的建设工作，确保党的领导落地落实；坚定不

移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

纪律，持续净化政治生态；等等。新时代政治建

军取得重大成就，有力解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一度弱化的问题，有力扭转了我军政治生态一度

恶化的局面，挽救和发展了我们这支具有光荣传

统的人民军队。实践证明，政治建军作为人民军

队的立军之本，是我军军魂永驻、根基永存、优势

永在的关键所在。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如果

没有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就不可能有新时代人

民军队伟大变革。”②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理论

探索和实践创造，习近平在延安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会议上，剖析了当前政治建军亟待解决的深层

次矛盾问题，提出了新征程上推进政治建军要抓

好的重点工作，引领我军把握政治建军的时代要

求，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政治建军，不断增强我

军的政治优势。

（二）拓展人民军队的使命任务

政治对军队本质属性的内在规定，集中体现

在军队对所赋予的根本职能的履行上。习近平

指出，军队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担当

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我军是中

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坚决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从夺取全国政权，到巩固人民民

主专政、保卫祖国安全建设，再到维护国家主权、

统一领土完整和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圆满完成了

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新时代以来，国际战略形势与我国安全环

境发生深刻变化，对我军履行使命任务提出新

的更高要求。据此，习近平明确了新时代我军

“四个战略支撑”的使命任务，即为巩固中国共产

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战略支撑，为捍

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为维

护我国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促进世界和平

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四个战略支撑”的使命任

务，进一步拓展了人民军队履行使命任务的范

围，明确了新时代军事能力建设的指向，深刻体

现了我军的政治属性，反映了党和军队之间的天

然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坚决履行“四个

战略支撑”使命任务，强化塑造态势、管控危机、

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力量手段，坚定灵活开展

军事斗争，在更加广阔的空间遂行任务，捍卫了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三）弘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人民军队先进性的

重要体现，也是党领导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

①《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3页。
②《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 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人民日报》202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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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家宝。习近平指出，“作风优良是我军的鲜

明特色和政治优势”，“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本

色”①。在确立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中，习近平

把“作风优良”作为其中一项内容，并指出作风优

良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保证。在延

安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把“明确

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列入新时代政治建

军方略中。这些都深刻阐明了加强作风建设对

强军兴军的极端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把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继承好、发扬好：“长期实践中，

我军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把这些宝贵精神财富一代代传下去，关系军队建

设全局”②，并将能否保持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上升到关系军队生死存亡、关系党和国

家事业兴衰成败、关系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会不会

改变颜色的高度加以强调。在习近平领导下，我

军纵深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开展整风整训

正本清源，深入纠风除弊凝聚军心，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持续筑牢作风优良的政治优

势。从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到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会议，从开展“学习贯彻党章、弘扬优良

作风”教育活动到“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

任”主题教育，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到出台

军委十项规定以及一大批政策规定，从推进军队

正风肃纪反腐到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

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等等，全军持续弘扬我军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把作风建设作为一项基础

性长期性工作抓紧抓实，实现了我军政治生态和

作风形象重塑，部队新风正气不断上扬，立起了

新时代人民军队的好样子。

二、坚持战略服从政略，用强国梦引领强

军梦

坚持政治引领这一军事观和方法论，也体现

为协调国家与军队的关系，战略要服从政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

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指出：“这个伟大

的梦想，就是强国梦，对于军队来讲，也是强军

梦”③。在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习近平

始终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为党和

国家工作的根本着眼点和战略制高点，在强国强

军这个大目标下认识与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以

强国引领强军，以强军支撑强国，确立国防和军

队建设目标，协调军队现代化建设与国家现代化

进程相一致，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推动了

强军梦与强国梦的统一。

（一）努力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

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毛泽东曾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

有人民的一切。”④从诞生以来，我军就始终是国

家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用一个又一个胜利捍卫

了国安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历史证明，强国必

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

捍卫和平、维护安全、慑止战争的手段和选择有

多种多样，但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手段。”⑤他明

确提出：“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

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⑥

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战略支撑。今天，我国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由大向强、将强未强

之际往往是国家安全的高风险期，必须建设巩固

的国防和强大的人民军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战略支撑。习近平指出：“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走

出苦难、中国人民实现解放，有赖于一支英雄的

人民军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

现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

世界一流军队。”⑦着眼形势的变化和实现中国梦

的需要，习近平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引

①《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3卷，第13、10-11页。
②《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3卷，第14页。
③《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3卷，第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⑤《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3卷，第174-175页。
⑥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35-136页。
⑦《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3卷，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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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我军建设不断向前发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是立足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着眼实

现中华民族最高利益，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的

战略筹划和顶层设计，为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紧紧围

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作出一系列新的

重大判断、新的理论概括、新的战略安排，统筹推

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

的力量保证。

（二）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国家现代化

进程相一致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

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

相适应，军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放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来运筹，在强国

复兴全局下形成了强军兴军的战略设计。党的

十九大对实现新时代党的强军目标作出战略安

排，按照 2020 年、2035 年和 21 世纪中叶三个阶段

确定发展目标，与 20 世纪 90 年代确定的“三步

走”发展战略相比，不仅比原来的“三步走”发展

战略第三步目标实现时间提前了 15 年，而且提

出“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军队”这一战略安排，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对强军的战略要求，也体现了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相一致的

时代要求。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 2020 年建设目标基本完

成后，综合考虑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需要，我们

党又制定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

安排”，强调到 2027 年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全面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

略能力；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机械化高度发达，信息化基本实现，智能化取得

重大进展，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

全域作战能力全面提高；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同我国

强国地位相称、能够全面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具

备强大国际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军队①。其中，实

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着眼的是我国发展战略、

安全战略、军事战略要求，体现了党的历史使命、

国家战略需求和军队使命任务的有机统一。新

的“三步走”战略安排实现了近、中、远目标的梯

次衔接，不仅让实现强军目标的宏伟图景更加清

晰，而且体现了强军兴军与国家富强相一致、强

军目标与国家发展目标相匹配、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客观规律和

战略要求，为在新征程继续推进强军兴军提供了

重要指引。

（三）着力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

能力

当代大国竞争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对抗，国家

战略能力包括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

力、国际影响力等多个方面能力，要赢得竞争优

势，必然综合运用各种战略力量，汇聚各种战略

能力，形成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做出了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

体系和能力的重大决策，把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

战略体系和能力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巩固

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统一富国和

强军科学决策。富国与强军是统一的，二者既相

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富国是强军的物质基础，强

军是富国的安全保证，二者不可分割、互为依靠。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

定要继续积极努力，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建

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②。巩固提高一体化国

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能够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更

好融入国家经济建设，实现二者融合协调发展；

同时，军事实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国家安全和伟大斗争的强大后盾，只有军

事实力强大起来了，国家发展才更有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打破军民二元分

离结构，统筹布局、整体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

设，使二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根本目的是构建

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实现富国和强军相

统一。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

强军兴军的重要依托。随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

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51页。
②《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3卷，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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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竞争力、社会生产力、军队战斗力的耦

合关联越来越紧，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

和能力，能够进一步促进三者的相互融合，把国

家战略竞争力和社会生产力转化为军队战斗力，

提高人民军队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在推进融

合发展中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进一步促进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更好借助

国家经济和科技实力，融汇国家综合力量来推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三、统筹战争与政治，在伟大斗争中运筹

军事斗争不断取得胜利

坚持政治引领这一军事观和方法论，还体现

为统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这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国共

产党考察军事问题的一贯出发点。当今时代，军

事和政治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战略层面上的相关

性和整体性日益增强。习近平深刻把握当代军

事与政治、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总体

国家安全观，把军事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

要部分来考量，把军事斗争作为进行伟大斗争的

重要方面来运筹，为国家和平发展营造有力的战

略态势。

（一）从政治高度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

从政治高度处理军事问题，是我党我军一贯

坚持的斗争策略，也是坚持政治引领的基本原

则。毛泽东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

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

行动”①。同时，毛泽东还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和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联系起来，认为“在阶级存在

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

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

治。”②也就是说，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背后都有

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因此，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

平时期，都要从政治高度来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深刻把握当代战争与政治关

系的新变化，强调要处理好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把战争问题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

目标下来认识和筹划，不能出现战略性失误。习

近平多次强调要善于着眼国家政治外交大局和

国家安全战略全局筹划军事行动，指出：“筹划和

指导战争，必须深刻认识战争的政治属性，坚持

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从政治高度思考

战争问题”③。这些重要思想和实践，为指导我军

打好军事政治仗和政治军事仗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发展，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各种安全挑战层出

不穷，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

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同时，我国正处

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不确定性、难预料

因素进一步增多，必然要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

骇浪的重大考验。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

我军坚持以武止戈，全面加强练兵备战，不断强

化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战

略能力；始终从政治大局、全局出发，把军事仗与

政治仗一体考量，确保契合国家和民族的战略利

益，坚决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也全

面提高了我军打赢现代战争的能力。

（二）把军事安全作为总体安全的重要方面

来把握

新时代我国安全的内涵外延、时空领域、内

外因素发生深刻变化，安全需求的综合性、全域

性、外向性特征更加突出。习近平准确把握国家

安全形势变化的特点趋势，创造性提出了总体国

家安全观，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

新的高度和境界。总体国家安全观关键在“总

体”，突出的是“大安全”理念，旨在统筹推进各领

域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重要领域的军事安

全，也必须在国家总体安全体系下进行统筹。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

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家安全为

依托”④。其中，军事安全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支柱和保障作用，有了可靠的军事安全，政治

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等其他安全才能托底，

总体国家安全才有强大支撑。同时，军事安全也

要置于总体国家安全全局中统筹，如在军事使命

任务上，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页。
②《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40页。
③《习近平用典》第3辑，人民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169页。
④《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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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世界和平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坚强后盾；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上，着眼增

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

略体系和能力，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总体

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

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国

家安全道路，我军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强军

之路。

（三）把军事斗争作为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

来运筹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习近平

指出，要坚持以斗争求安全，坚守底线，积极进

取，善于周旋，在斗争中实现我们的目标和利益。

军事斗争是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必须把军事斗

争放在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新胜利中来把握，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使命中来运筹。推进伟大斗争，首要的是把

准斗争方向。习近平强调，“共产党人的斗争是

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我们

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牢牢把握

正确斗争方向，做到在各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

‘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①。因

此，在各种重大斗争中，要准确把握大局和大势，

坚持从政治高度和国家利益全局筹划军事行动，

一方面，在涉及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要寸

步不让，另一方面也要讲求斗争策略，把握斗争

火候，确保国家核心利益不受损，确保政治和战

略主动。

形势越是复杂严峻，越要用好用活军事斗争

这一手。习近平要求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以

展利益上寸步不让、寸土必争、寸海必争，在斗争

中维护团结、谋求合作、争取共赢，实现我们的目

标和利益。另外，也要加强军事行动同政治外交

行动协调配合，增强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舆论

斗争的一致性协调性，形成一盘棋。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习近平带领下，我军不断创新战略指导，

把塑造态势、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统一

起来，把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

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运筹。

我军深入做好各方向各领域打仗准备，坚定灵活

开展军事斗争，有效应对外部军事挑衅，遂行边

防斗争、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抗击疫

情、维和护航、人道主义救援和国际军事合作等

重大任务，有效化解了可能面临的战争风险，为

国家和平发展营造了有力的战略态势，切实维护

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坚持政治引领”这一军事观和方法论，深化

了对当代军事与政治、战略与政略、战争与安全

的规律性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军事观，为我军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提供了根

本指导。这一军事观和方法论，贯穿于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军的全部实践之中，涵盖了领军、治军、

建军的全领域、全过程，指引新时代强军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当前，中国共

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全面贯彻“坚持政

治引领”这一军事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政治建

军时代要求，不断增强我军政治优势，推动强军

事业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责任编辑 吴爱军]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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