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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建设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取 得 了 巨 大 的 成 就，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即明确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根本是国防科技现代化；科学 制 定 科 技 强 军 兴 军 战 略 规 划，统

筹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创新发展；始终坚持自主创新，集中力量发展 高 技 术 武 器 装 备。纵 观 改 革 开 放４０年 发

展，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成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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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

用的、革命的力量。”［１］古往今来，科技进步深刻改

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军

事发展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

高度关注科技发展对战争及军队建设的影响，大

力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强调：“武器装备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军

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基础，是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

的重要支撑，是国际战略博弈的重要砝码。”纵观

改革 开 放４０年 发 展，面 对 新 军 事 变 革 的 风 起 云

涌，我军紧跟世界军事科技发展大势，着力加强对

现代战争制胜机理的研究，科学筹划和指导战争。
当前，创新已成为引领国家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

能力也已成为军队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必须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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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把我

军建设模式和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到创新驱动发展

的轨道上来。

　　一、明确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根本是

国防科技现代化

　　科 技 强 则 国 强，科 技 兴 则 军 队 兴。“当 今 世

界，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

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２］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的

前途命运，国防科技现代化更没有像现在这样深

刻影响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决定着世界一

流军队的建设。
面对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核武器与航 天 技 术

的发展，国家提出了大力发展以“两弹一星”为代

表的高技术武器装备。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确定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１９８８年９月，邓小平根据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

势和现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

断。同时期，我军极大地拓展了以科学技术推动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邓小平指出：“过
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

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 有 一 席 之 地。”［３］

科学技术在提高军队战斗力中的地位，由“重要因

素”提升为“主导因素”“第一因素”。邓小平新时

期军队建设思想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在现代战争

中的重要地位，使我军建设走上了以科技为主导

的发展道路。

１９９１年爆发的海湾战争，使我军深刻认识到

世界军事革命发展的趋势，谋求科技优势成为军

事竞争的主要标志。在关于海湾战争的三次座谈

会上，江泽民指出，要大力发展电子技术，发展非

对称“杀手锏”武器装备，把国防科技搞上去。针

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加紧争夺质量优势的新趋势，
江泽民指出，要把加强质量建设作为实现我军现

代化的基本途径。１９９５年底，中央军委明确提出

了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强调推进军队建设由数量

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

型转变。加强质量建设的关键，就是要大力推进

科技强军，提升军队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的科技含

量，在加强军队机械化建设的同时，加快军队信息

化建设，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努力实现我军现代

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胡锦涛运用科学发展观深

入思考与研究国防和军队建设问题，强调“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战斗力和保障

力”。要进一步实施好科技强军战略，把军队战斗

力生成模式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特别是以信

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进步上来，推动部

队战斗力的生成提高。这个时期，我军坚持科技

强军，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

略目标，走“自主式发展”“跨越式发展”“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切实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历史与 时 代 的

高度，着眼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擘

画国防科技创新发展蓝图。他指出：“坚持创新驱

动发展，紧跟世界军事革命特别是军事科技发展

方向，努力缩小关键领域差距，形成比较优势。”他
还在庆祝建军９０周年大会上强调：“要全面实施

科技兴军战略，坚持自主创新的战略基点，瞄准世

界军 事 科 技 前 沿，加 强 前 瞻 谋 划 设 计，加 快 战 略

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不断提高科技创新

对人民军队建设和战斗力发展的贡献率。”［４］五年

以来，我军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推
进重大技术创新、自主创新，加强军事人才培养体

系建设，努力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并同国家现代

化进程相一致，大力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努力到

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二、科学制定科技强军兴军战略规划，
统筹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创新发展

　　科技强军兴军战略规划是国防科技与武器装

备发展的重大方略，国防科技发展是一个体系完

备、技术复 杂、智 力 集 中、投 入 巨 大 的 系 统 工 程。
面对世界军事科技发展之大势，党中央广泛听取

专家意见，遵循国防科技发展内在规律，做出了一

系列科学决策，有效推动了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

领域的创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依靠国防 需 求 推

动科技发展。面对高新技术的蓬勃发展、国际竞

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１９７８年３月，第一次全

国科学大会召开，这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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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邓小平指出：“现代化的关

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实践证明，谁掌握了高技

术，谁 就 能 抢 占 科 技 的“制 高 点”和 前 沿 阵 地。

１９８３年３月，美 国 总 统 里 根 发 表 了 著 名 的“星 球

大战”演说，提出要实施“战略防御”计划。该计划

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苏联和当时的

东欧集团制订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日本出台

了“科技振 兴 基 本 国 策”，西 欧１７国 联 合 签 署 了

“尤里卡”计划等。１９８６年３月，王大珩、王淦昌、
杨嘉墀和陈芳允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要跟踪世

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邓小平亲

自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由此启动了

影响深远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８６３”计
划）。此计划坚持以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技术

研究为重点，旨在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我国

的高技术研究发展由此掀开了新的篇章，国防科

技领域发展 赢 来 了 重 大 机 遇。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运载火箭发射技术、巨型计算机技术、常规主战装

备技术等均取得了重大突破。

１９９１年爆发的海湾战争，主要是美伊双方军

队科技能力的较量。江泽民指出：“从海湾战争可

以看出，现代战争正在成为高技术战争，成为立体

战、电子战、导弹战，技术 落 后 就 意 味 着 挨 打。”［５］

加大军事高技术的研究成为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必

然选择。１９９５年５月，中 共 中 央 做 出 了《关 于 加

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相继出台了《科学技术

进步法》《科技成果转化法》等科技法规，实施了国

家基础研究技术（“９７３”计划），使国防基础技术、
非对称技术与“杀手锏”武器装备成为国防科技与

武器装备领域发展的重点。经过各方面力量集中

攻关，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防前沿技术、一
批技术含量较高的主战装备、一批能有效反制、拒
止强敌的“杀手锏”技术陆续取得了突破，并应用

于作战。

２００５年，党中央、国务院又制定了《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把空天技

术、激光技术等重大科技工程纳入其中，明确国防

科技的发展目标是要基本满足现代武器装备自主

研制和信息化建设的需要，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

保障。这个时期先后启动了一批重大的国防科技

工程，载人航天技术、空间站技术、新一代卫星导

航定位技术、航空航海技术等均取得了突破，许多

技术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２０１５年，科 技 部 正 式 启 动 了《国 家 重 点 研 发

计划》，瞄准重大、核心、关键科技问题，突破了关

乎国家发展的技术瓶颈，提升了科技核心竞争力

和自 主 创 新 能 力。２０１６年，党 中 央、国 务 院 制 定

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了我国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即到２０２０年进入创新

型国家行列，到２０３０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

２０５０年建 成 世 界 科 技 创 新 强 国，将 基 础 关 键 技

术、前沿颠覆性技术作为发展重点，支撑国家战略

发展需求。２０１７年，国 家 发 布 了《新 一 代 人 工 智

能发展规划》，指出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军民融合是

六大任务之一，提出以军民共享共用为导向部署

新一代人 工 智 能 基 础 理 论 和 关 键 共 性 技 术 的 研

发，强化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对指挥决策、军事推

演、武器装备等的有力支撑，致力于建设智能化军

队、打赢智能化战争。

　　三、坚持自主创新，集中力量发展高技

术武器装备

　　加快构建现代武器装备体系是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的重要内容。随着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不

断发展，战场空间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高技术

武器装备在体系对抗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坚持

自主创新，集中力量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是我国

国防科技 和 武 器 装 备 建 设 的 宝 贵 经 验 和 基 本 原

则。只有坚持自主创新，才能在高技术武器装备

研发上有所突破，才能把武器装备发展的自主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改革开放以来，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 设 始 终

把武器装备摆在战略位置来抓。邓小平指出：“我
们抓了编制，接着就抓装备，装备也要抓好……军

队装备也要有规划。”［５］１９８３年４月，中央军委发

出《关于近期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针问题》的通

知，要求从实际出发，贯彻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
抓科研、加速更新的原则，决定在近期内首先发展

陆军主要短缺的武器装备，尽力完善和改进战略

核武器。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我 军 在 火 炮、坦 克、核

潜艇、主战飞机、弹道导弹等主战装备领域均取得

了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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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几 场 局 部 战 争 中，
拥有装备优势并能迅速转化为战斗力的军队往往

能占据主动 甚 至 赢 得 胜 利。江 泽 民 在１９９３年１
月中央军 委 扩 大 会 议 上 强 调，“加 速 我 军 质 量 建

设，要突出抓好武器装备建设”，“使我军尽快拥有

几手先进的顶用的制敌手段，切实提高我军的威

慑能力和实 战 能 力”［６］。１９９８年，他 又 进 一 步 指

出，“要抓住几个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项目，尽

快形 成 我 们 自 己 的 高 技 术 武 器 装 备 的‘杀 手

锏’”［７］。他还指出，在“杀手锏”武器建设上 要 有

所为有所不为，对重点项目和关键技术，组织各方

面力量协同攻关。这一时期，我军在主战装备技

术储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新型信息化装备

和战略武器研制列装奠定了良好基础。
进入２１世纪，以胡锦涛为总 书 记 的 党 中 央，

坚定不移地把信息化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方向，推动军队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高度关

注海洋、太空、网络等新型领域发展，扭住“两成两

力”建设，大力推进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发展。这一

时期，我军初步建成了以第三代装备为骨干、第二

代装备为主体的装备体系，新装备不断涌现，弹道

导弹、预警机、三代战斗机、航空母舰、直升机等一

大批高技术武器装备陆续列装部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坚持自主创新，实施武

器装备跨越式发展。习近平指出，在信息化战争

制胜的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装备因素的重要性

在上升，重视装备因素也就是重视人的因素。设

计武器装备就是设计未来战争，必须把装备建设

放在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家安全形势深刻变化的大

背景下来认识和筹划，放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

设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来抓。习近平在全军装备

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信息主导、突出重点、
体系建设，加快构建适应信息化战争和履行使命

要求的武器装备体系。实践反复证明，关键核心

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这一 时 期，制

约我军武 器 装 备 发 展 的 诸 多 核 心 关 键 技 术 被 攻

破，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新型弹道导弹、
国产航母、万吨大驱、新型核潜艇、隐身战机、战略

运输 机、无 人 机、新 型 装 甲 车 辆 等 装 备 成 体 系 列

装，这些都极大地加快了我国国防与军队现代化

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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