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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军队管理工作是军队建设中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基础工作，是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在20世纪我军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部队建设蒸蒸日上，我军管理工作正朝着革命化、现代化、正规
化方向迈进。
21世纪国际风云复杂多变，我们不能高枕无忧，要牢固树立战斗队思想和带兵打仗思想，严格管理，
才能激励士气，履行使命。
可以说，21世纪是管理的世纪，谁掌握了管理这把金钥匙，谁就能在这个世纪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在
未来战场上就会拥有更多的主动权。
因此，管理是军队战斗力的倍增器。
　　从目前我军管理建设形势来看，有关法规制度已日臻完善，关键是抓好落实。
只有通过从严治军，使广大官兵具有高度的政治观念、全局观念、纪律观念和娴熟的作战技能，才能
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新世纪军队管理概论》通过新世纪军队管理研究，让广大官兵深刻把握我军管理工作的原则、特点
规律、方法和指导思想，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上，重视并做好新世纪军队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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