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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伴随着新中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国防和军队建设走过了光辉
的历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推进，已由过去单一军种的军队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
、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并开始向信息化迈进的强大军队，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建立了辉煌业绩，成为人民共和国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忠实履行了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根本职能。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追歼残敌，进军边疆，剿灭匪特，粉碎国民党军窜犯袭扰，平息反动武装
叛乱，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胜利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多次边境自卫防御作战，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
扎实推进军事斗争准备，有效震慑和打击危害国家安全和统一的各种分裂、破坏活动。
我国政府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人民解放军奉命进驻香港、澳门，依法履行防务职责。
许多官兵常年驻守在高山海岛、雪域戈壁，经受着严寒酷热、缺水缺氧的艰苦恶劣环境考验，用青春
和热血保卫着祖国的万里边防和辽阔海疆。
　　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
无论时代条件和内外环境如何变化，人民解放军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
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官兵，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加强军队
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确保了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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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伴随着新中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国防和军队建设走过了光辉
的历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推进，已由过去单一军种的军队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
、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并开始向信息化迈进的强大军队，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建立了辉煌业绩，成为人民共和国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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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廷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专业技术4级。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军事历史学会
副秘书长、北京博物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2008年获解放军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岗位津贴。
　　长期从事军事史、战争史、军事人物研究，撰写和主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获一级红星勋章人
物志》、《外国军事院校概览》、《台湾三百军事人物》、《侵华日军高级将领大结局》、《中华民
族抗战精神永存》、《中国抗日战争简明图志》、《多视角下的长征》、《长征颂》、《长征画典》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军旗飘飘》、《解读红色见证》、《外军名校与名将》、《跨世纪的辉
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证章史话》、《新中国十四次国庆大阅兵》等20余部著作。
其中有的获国家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多部书被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评为纪念抗战60周年、
长征70周年、建军80周年重点图书。
作为课题组长主持完成了国家“九五”社会科学军事学重点课题《中国军校发展史》、全军“十五”
军事科研重点课题《台湾五十年军事史》。
被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聘为《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历代军事人物”、“中国古代战争
史”、“古代兵器”三个学科副主编。
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10多篇获国家和全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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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正确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
战略方针，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不断创新，先后四次调整和充实国家军事战略。
新中国军事战略的调整和充实，始终依据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判断和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大局，坚持自卫
的原则，坚持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制止或推迟战争爆发的原则，坚持防御与进攻相结合、以反击行动达
成自卫目的的原则。
60年间，国家军事战略不断进行调整和充实，在它指导下的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有效捍卫了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
一、适应军事斗争任务的历史性转变，确立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二、从“备战整军”到准备早打、大
打、打核战争三、从重新肯定“积极防御”，到准备应付可能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四、提出新时期
军事战略方针，确立面向21世纪的军事战略第二章 调整改革体制编制 建设现代化合成军队军队体制编
制涉及军队建设的全局，关系军队现代化的进程。
军队组织结构是否合理，体制编制是否科学，直接影响军队建设的质量和作战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依据军事战略、未来作战需求、国家经济实力、科学技术水平、军队武器装备等因
素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的体制编制不断进行与之相应的调整改革。
一、精简整编，建立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二、全军进入临战准备后的调整整编三、开创军队建设新局面
阶段的精简整编四、军队转型建设时期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第三章 提高防卫作战能力 全面履行军队
使命新中国成立60年来，人民解放军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把军事训练摆到战略地位，坚持依法从
严治军，不断提高防卫作战能力，出色地完成了对敌作战、进驻港澳等多样化军事任务，成为捍卫国
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钢铁长城。
一、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二、始终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地位三、不断加强正规化建设四、参加国庆阅
兵第四章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永葆人民军队本色新中国成立60年来，人民解放军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
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推动思想政治建设创新发展，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坚持用党
的创新理论武装部队官兵，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和有效履行历史使命，使人民军队经受住各种严峻
考验，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二、加强军队党的组织建设三、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部
队官兵四、加强军队干部队伍建设第五章 改革军队院校教育 培养高素质新型人才新中国成立60年来，
军队院校继承革命战争年代军事教育的优良传统，坚持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的办学宗旨，改革创新
，开拓前进，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军事人才，为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正规化建设中的军队院校二、军队院校在曲折中发展三、开创军队院校建设新局面四、中国特色
军事变革中的军队院校建设五、军队院校科学发展谱新篇第六章 建设现代化后勤 保障能力不断提高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伴随着中华民族富国强军的步伐，我军在战争年代数量规模型的传统后勤基础上
，不断向质量效能型的现代后勤发展。
目前军队后勤已从封闭半封闭型后勤发展为开放型后勤；由诸军兵种自我保障走向三军联合保障；从
军队后勤办社会发展为依靠社会办后勤；从人背马驮的传统手段发展为机械化信息化结合的现代手段
；从传统经验式管理发展为现代科学管理；从低标准保生活发展为以人为本保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
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式发展的路子，并朝着建设信息化后勤、保障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方向努力奋进。
一、保障体制：由诸军兵种自我保障走向三军联合保障二、保障方式：由军队后勤办社会迈向依靠社
会办后勤三、保障手段：由简陋的人背马驮变为机械化和信息化四、管理模式：由传统经验式管理转
向新型科学化管理五、吃住穿行：由低标准保生活转变为以人为本保发展第七章 武器装备建设跨越发
展 武器装备水平不断提高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军武器装备发展实现了从陆军到多军兵种，从进口、
仿制到自行研制，从常规到尖端的历史性跨越，武器装备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作战能力不断增强。
我军武器装备建设经历了艰难创业、自力更生、调整改革和复合发展四个阶段，逐步形成了核武器与
常规武器相结合，先进武器与一般武器相结合，高中低技术合理搭配，精干有效的武器装备基本体系
。
一、艰难创业，我军武器装备体系初具规模二、自力更生，夺取武器装备建设新成就三、调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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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武器装备现代化四、复合发展，加快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步伐第八章 后备力量建设逐渐加强 国
防动员体系日益完美第九章 牢记人民军队宗旨 奋勇参加抢险救灾第十章 积极开展对外交流 展现我军
良好形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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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军委总部领导机构的充实与调整，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后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对贯彻中央军委的战
略方针和战略决策，实现全军的集中统一领导，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强大国防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先后设立东北、西北、华北、中原（后改为华中）、华东等军区
。
1950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华中军区改称中南军区；2月，又建立了西南军区，至此，全国形成了六
大军区。
全军共设6个一级军区，18个二级军区，25个三级军区和192个军分区。
除6个一级军区即大军区是按与中央局相对应的原则设立外，二级军区至军分区均设立在国家行政区
划的省（自治区）、市、专（地区）所在地，其级别区分的根据是所属部队的数量和任务轻重。
一般规定：相当兵团级者为二级军区，相当军级者为三级军区，相当师级者为军分区。
　　195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全军实行统一整编。
人民解放军的陆军整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两类，国防军军、师统归一级军区、二级军区和个别三级
军区建制领导。
同年10月，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颁发陆军各特种兵部队及防空部队领导关系的决定，明确了一级军区
、二级军区对驻本区内陆军炮兵、装甲兵、工兵和防空部队的建制领导关系，从而使之成为合成军队
战役指挥机构和所属陆军部队建设及辖区内地方性军事工作的管理部门。
1951年10月13日和1952年3月29日，中央军委分别颁发《关于海军领导关系的决定》和《关于空军部门
领导关系的规定》，明确规定各军区领导机关和军委海军、空军领导机关对军区辖区内的海军、空军
部队实施双重领导，军区主要为作战指挥关系，军委海军和军委空军领导机关主要为建制领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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