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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国防经济理论工作者勇于探索、追求卓越，在改革开放的和煦春
风中，取得了累累硕果。
30年的峥嵘岁月，我们见证了国防经济各项建设的迅猛发展，见证了国防经济学渐人佳境的发展足迹
，也见证了国防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国防经济学的发展浓缩了新老理论工作者对我国国防经济事业的信念与执着，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不仅
对学科的本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等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这些都是我们值得珍惜和追忆的。
　　当《中国国防经济学：2008》年度系列文集付梓出版之际，作为执行主编，我把中国国防经济学
科学发展的基本路径聚集在创新上并作为本年度前言的主题，这是依据中国国防经济学发展思想脉络
的时代特点和逻辑演进的学术需求做出的基本判断。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在这个以变革为主题的时代，国防经济学者应以锐意创新的理念和行动，传承理论精华，拓展研究
领域，完善研究范式，努力实现国防经济理论研究与现实发展的有效对接，推进国防经济学科建设的
科学发展。
　　一、中国国防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研究领域的创新　　国防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是一门以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工具，研究与国防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卢周来，2004）
。
其基本任务是揭示国防经济运动发展的规律性，为国防经济建设和战争的经济保障提供理论指导和政
策依据。
国防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分支的本质区别不是体现在研究方法或学科范式层面，而是体现在国防经
济学特殊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上，国防经济学中一些超地域、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研究主题，使国
防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分支（罗敏，2006）。
当前，世界新军事变革不断推进，战争形态正面临着从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深刻转变，作为为
国防经济活动提供理论牵引和决策支持的国防经济学，也在孕育着一场方向性、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转
变。
特别是，随着安全概念的拓展，新的国防经济问题层出不穷，低烈度战争（如局部冲突、游击战等）
、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非战争情况下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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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防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以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工具，研究与国防
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卢周来，2004）。
其基本任务是揭示国防经济运动发展的规律性，为国防经济建设和战争的经济保障提供理论指导和政
策依据。
国防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分支的本质区别不是体现在研究方法或学科范式层面，而是体现在国防经
济学特殊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上，国防经济学中一些超地域、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研究主题，使国
防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分支（罗敏，2006）。
当前，世界新军事变革不断推进，战争形态正面临着从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深刻转变，作为为
国防经济活动提供理论牵引和决策支持的国防经济学，也在孕育着一场方向性、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转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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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国国防经济发展　　（一）经济发展　　建国后，除少部分年份外，我国经济总体上表现
为不断持续增长的态势。
特别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以占世界不到10％
的耕地面积解决了占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令全世界瞩目。
图1给出了中国1952～2006年实际GDP和人均实际GDP的年增长率（其中，折线表示人均GDP增长率，
柱形表示GDP增长率）。
数据按照麦迪森（1999）给出的方法，以1987年为基期进行缩减，排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的GDP增长有着比较明显的趋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50年代末期，GDP的增长率虽然不稳定，但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在部分
年间增长率还比较高，最高出现在1958年，GDP增长率达到12.9 ％，人均GDP增长率也达到了10.6 ％
。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GDP增长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很多年间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
，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GDP增长率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只在1989和1990这两
年，增长率突然减缓，GDP增长率不到4％，人均GDP增长率不到2.5 ％。
从1991年开始，中国经济又恢复了高速稳定增长，各年的增长率基本都在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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