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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和《
国务院办公厅与中央军委办公厅转发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开
展学生军事训练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48号）文件、沪教发42号文件的有关规定，为进
一步贯彻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的教学内容，推进上海市高校军事理论教学规范
化开展，促进高校军事课课程建设。
上海市教委学生军训办公室与上海警备区学生军训办公室，组织所属军事理论教研室、地方高校从事
国防教育和军事理论课教学的专家、学者，在认真总结大学生军事理论教学规律和经验的基础上，以
教育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颁发《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为主线，在本书第三版的基础上
，在充分征求意见的情况下作了适当的调整，编写出版了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统编教材——《
军事理论教程》（第四版）。
本教材着眼于时代的发展，力求创新，吸收最新军事科学成果，具有结构合理、内容完备、实用性和
可读性强的特点，基本形成科学、完整的大学生军事课程体系。
本教材全面体现了新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的要求，符合军事科学规律和高等院校
军事课程教学的客观实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国防观念和综合素质。
对大学生开展国防教育，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始终高度重视的一项战略性工作。
首先，高校国防教育对国家国防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在抓住未来一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步伐，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持续安全稳定的环境。
但是，当今世界远不是太平盛世，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盛行。
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国家的安宁；没有强大的国防，也就没有民族的尊严。
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
基于中国的国情，我们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依托科技、依托人才来增强国防力量，包
括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后备国防力量。
大学生是我们社会中最年轻也是最富有活力的知识型群体。
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必要的国防教育，可以使他们掌握基本的国防知识，学习必要的军事技能，同时，
依托大学生自身良好的科技和文化素质，履行好应尽的国防义务，成为我国国防后备力量的重要生力
军。
所以，对大学生开展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和国家国防体系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其次，高校国防教育对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深远的影响。
国防教育具有很强的综合育人功能，特别是在增强忧患意识、培养全球视野、激发爱国热情、增强社
会责任感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教育所难以相比的。
同时，青年学生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实地体验军营生活，可以学到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增强组
织纪律观念，培养勇敢顽强、刚毅坚韧、乐观向上的意志、品质和作风。
近年来的实践也已经充分证明，国防教育已经成为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生通过学习，初步了解了现代国防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不少大学生成为军事问题、国际问题
和国家战略问题的热心研究者，一批有志青年学生携笔从戎投身神圣的国防事业，更有广大的青年学
生因此明确了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刻苦求知，自觉修身，发奋成才
，报效祖国。
这些正是我们开展国防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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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着眼于时代的发展，力求创新，吸收最新军事科学成果，具有结构合理、内容完备、实用性和
可读性强的特点，基本形成科学、完整的大学生军事课程体系。
本教材全面体现了新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的要求，符合军事科学规律和高等院校
军事课程教学的客观实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国防观念和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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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作用  第九章  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    第一节  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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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我国周边主要国家的军事概况第四篇  军事高技术  第十三章  军事高技术概述    第一节  军事高
技术的概念与分类    第二节  军事高技术的发展趋势    第三节  军事高技术对现代战争的影响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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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  第十五章  高技术与新军事变革    第一节  高技术与新军事变革的关系    第二节  新军事变革的基本
特征    第三节  新军事变革的主要影响第五篇  信息化战争  第十六章  信息化战争概述    第一节  信息化
战争的含义    第二节  信息化战争是新军事变革的必然结果  第十七章  信息化战争的特征和发展趋势    
第一节  信息化战争的特征    第二节  信息化战争的发展趋势  第十八章  信息化战争和国防建设    第一节
 树立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新国防观念    第二节  加强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国防教育    第三节  建立信息
化战争条件下的国防动员体制    第四节  推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国防工业的全面转型    第五节  做好信
息化战争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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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西方资产
阶级军事思想的冲击和影响下，发生了此消彼长和相互融合的历史性演变。
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开始学习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和
军事科技，使我国近代军事思想既有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根基，又有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色彩，
标志着变革传统军事思想的开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级中的有远见之士，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提出了“器利兵精”
和“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方针，开始兴办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引进、仿造西式的
枪炮、战舰，装备和训练军队，还着手兴办海军、陆军等学堂，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翻译和编著多种
军事书籍，从各个方面介绍西方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
1911年潘毅等人翻译的《大战学理》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中国的最早版本。
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给近代中国革命带来一道曙光。
他们几经挫折，逐渐认识到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对于中国革命的绝对必要性，要把武装斗争放在革命斗
争的首位，提出军队必须与“国民相结合”，使之成为“国民之武力”的建军思想。
在此期间，北洋军阀政府的陆、海军，基本上也是按西方操典进行训练的。
所以，从清末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到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军阀，在军事上形成的一套理论，都带有西方
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深刻烙印。
近代无产阶级军事思想作为一种崭新的军事思想体系，也是在近代确立的。
它的创造和概括主要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并开始走向反动的时代，为适应当时工人运动发
展的需要和迎接将要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共同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吸取了资产阶级军
事思想的有益部分，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当时和历史上的战
争，正确揭示了战争和军队与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了军事领域的若干规律，特别是关
于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一些根本问题。
这些思想主要反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法兰西内战
》、《反杜林论》等一系列著作中。
其内容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第一，关于战争的根源、性质学说。
在战争的本质和起源上有“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
产生，也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而消亡”等思想。
第二，关于暴力革命与武装夺取政权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无产阶级不可能通过单纯的
议会斗争和和平方式夺取胜利，最终要转向暴力革命，但不是盲动或绝对放弃和平的手段。
第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军队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最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的思想。
无产阶级只有武装起来，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在战场上赢得自身的解放的权利，才能实现暴力
革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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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军事理论教程(第4版)》是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统编教材。
（两种封面随机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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