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购统销制度，缓和了农村中的社会矛盾，在一定

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证了粮食统购

统销制度长久的维持。除三年困难时期外，基本满

足了国家建设对粮食的必要需求。 ( 郑珺摘自《党史

研究与教学》2011 年第 4 期，全文约 15000 字)

新编地方志书外事志编纂现状

及若干问题探析

石 善 涛

外事志是新编地方志的专业志之一，主要记述

一个地区对外关系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该地区在新

中国成立以来，贯彻中央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维护国家主权，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以及和世界各国

人民的友谊与合作所取得的成果、中外文化交流、

技术合作等方面的情况。目前，各省 ( 自治区、直

辖市) 外事志的编纂和出版呈现两个特点: 一是成

果显著，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0 年，全国 31 个

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 不包括台湾省) 的省志、外

事志大多出版完毕; 二是绝大部分集中在近 20 年出

版，反映出这一时期我国修志工作的繁荣发展。由

于各地修志情况不尽相同，造成了各地外事志记述

的时间下限差别较大，不利于研究和查阅。

当代中国外交史与外事志之间的关系是: 研究

目的、对象以及社会功用是相通的; 外事志可以为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提供翔实的资料; 二者在研究

对象的时间范围上逐渐趋于一致，外事志的编纂过

程也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过程。

编纂外事志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主线要清晰、

重点要突出; 保持内容上的完整性和结构上的统一

性; 坚持实事求是，注意保密工作。 ( 郑珺摘自《中

国地方志》2011 年第 10 期，全文约 7000 字)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防科技发展的

战略思想及启示

刘凤健 张学明

国防科技发展水平是国家经济、科技水平和综

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国防科技置于民族振兴和国

家强盛的战略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建设中的运用，把国防科技发展的发展同党和

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并作为国家发展战

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科学制定和实

施了国防科技发展的战略决策; 发挥社会主义政治

优势为发展国防科技凝聚力量、调配资源，在我国

重大国防科技项目研制过程中，建立高效权威的中

央领导机构，集中全国的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力量，

相互协作、联合攻关，这是自力更生发展国防科技

的必由之路，是现代化、社会化、大科研、大生产

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中

央始终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发展国防科技的

战略立足点，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为发展国防

科技的战略保证，取得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

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增强

了我国的综合实力，奠定了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

要地位。 ( 郑珺摘自《军事历史研究》2011 年第 2

期，全文约 10000 字)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论

人与武器的关系

夏 征 难

美国于 1945 年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后，

造成骇人听闻的后果，使人们产生了恐惧心理。当

时中国还没有原子弹等核武器，但毛泽东却坚持认

为，对战争胜负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这些现代化的武

器。他多次指出，原子弹是纸老虎，对原子弹不要

怕; 现代化武器吓不倒人民; 未来战争不是靠原子

武器而要靠常规武器取胜。

尽管原子弹等核武器在未来战争中有巨大的杀

伤作用，但毛泽东始终认为，对战争胜负起决定作

用的仍然是人，人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

要敢于用人民战争战胜强大的敌人。战争中的人主

要是指军队，是整个阶级、国家、民族、政治集团

乃至从事战争的整个社会群体力量的综合。所以从

一定意义上说，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必将对

战争的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关于人民不要

战争但要有战争准备、必须依靠人民战胜强敌等论

述，在当前对于我们树立面对强敌打赢信息化战争

的信念仍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 郑珺摘自《军事历

史》2011 年第 3 期，全文约 7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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