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当代中国国防经济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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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防经济，是推动战争形态演进和作战方式变革的基础力量，也是国家实施战略威慑、保
障战争需要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来，国防经济发展经历了初步探索、相对和平时期的建

设、在曲折中发展、服从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面向战场与市场、科学发展等六个时期。国防经济六十

多年的发展历史给了我们诸多启示：国防经济建设必须从国家安全形势出发，为国家安全利益的拓展

提供有力支撑；要以信息化战争需求为牵引，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要实行“融入式”战略，走
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要切实转变国防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节约型、集约型、循环型发展；要以开放促

发展，在扩大开放中不断提升国防经济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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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特殊而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推动战争形态演进和作战方式变革的基础力

量，也是国家实施战略威慑、保障战争需要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来，我国国防经济在党的

领导下，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谱写了一曲独立自主、改革创新的辉煌篇章。总结回顾６０多年我

国国防经济的发展历史，对于深化新形势下国防经济改革、打赢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无疑具

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国防经济建设的初步探索（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大力

加强国防建设，强调要把“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和“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作为两件大事来抓［１］５３２。这

一时期是我国国防经济建设的起步时期，军事人力结构得到初步优化、国防工业体系建设和国防财政

预算制度建设取得巨大进展。在此期间，我国还经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取得了保障打赢战争的

战时经济建设和战争后勤保障的宝贵经验。
军事人力资源配置初步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总员额超过６００万，而这６００多万军

队基本上是步兵，既无空军，也无海军，只有少量特种兵部队。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党中央

作出了裁减军队员额的决定。在抗美援朝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从１９５２年开始，人民解放军

开始了大规模的精减整编。通过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５年三年的调整，军队总员额减少了２３％。在

精简陆军步兵的同时，加强了空军、海军及其他军兵种的建设。１９４９年１１月，成立了空军领导机构；

１９５０年６月和９月，先后组建了航空兵部队和空降兵部队；１９５０年４月，成立了海军领导机构，组建

海岸炮兵和海军航空兵部队，８月和９月又先后成立了炮兵和装甲兵领导机构；１９５１年３月，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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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兵领导机构。除加强正规军队建设外，我国还探索和建立了以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的军事后备

力量制度。１９５５年７月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兵役法》正式规定，中国的兵役分现役和预备役两种，从
而使我国后备力量建设开始走上了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道路。

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初步形成。我国在整顿与改造建国前国防工业的基础上，进行了以引进技术

为重点的国防工业建设，在建国后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备配套的国防工业体系。一是成立国

防工业领导机构。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３年间，相继成立了由周恩来总理兼任主任的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由

聂荣臻元帅任主任的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以及兵工总局、航空、电信、船舶工业局和主管国防工业的

第二机械工业部等机构，对国防工业建设和武器装备生产进行统一领导。二是调整原有军工企业，使
军工企业的生产设备、厂房得到合理使用，技术力量得到较好发挥，基本满足了抗美援朝战争对弹药

和飞机以及其他武器装备生产、修理的需求，也为下一步国防工业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三是制

定国防工业建设计划。１９５２年７月，中央军委制定了国防工业五年建设计划（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要求

在５年内初步建立起国防工业体系，以保证人民解放军对武器装备发展的需要。１９５３年，党中央将国

防工业列为国家“一五”建设的重点之一。
国防费预算管理制度初步建立。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３年国家对国防费的支出，由单项预算管理改为年

度预算管理。这一变革，使军队的预算管理工作开始走上正规化轨道。但年度预算管理办法也有缺

陷，它不利于调动军队职能部门的积极性。因此，１９５４年国防费开始采用年度预算包干的管理办法：
年度内军队经费包干数不变，若遇特殊情况，由总后勤部编制追加预算，经中央军委和中央政府审查

批准后，中央财政才增加拨款。这个办法，既调动了军队职能部门理财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国家财政

的管理。以后几十年，除个别项目的经费管理方法有所调整外，这种办法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变化。
战时经济保障取得宝贵经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国政府及时调整了财政经济工作的指导

方针，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军费需要，成功动员人民从经济上参战支前，从动员人民捐献飞

机、大炮，再到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夯实了支援战争的经济基础，获得了战时经济管理的经验。我

国政府采取了大力增加军工生产，翻修美、日式炮弹，从国外进口军械物资等措施，多种渠道保障战场

的武器弹药供应，取得了战时装备生产与物资保障的宝贵经验。在抗美援朝中，前方成立了以洪学智

为司令员的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不仅建立了由战略后方通往战区的３条兵站运输线，而且创造性

地使用了“分段倒运”、“集中兵力，重点保卫”、“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等物资前送保障办法，
粉碎了美军的“绞杀战”，使我军后勤成为“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为我军后勤现代化、正规化

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相对和平时期的国防经济建设（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

１９５６年，新中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国防经济建设迎来了十年相对和平的建设时期。在此

期间，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得到了调整，军费支出不断缩减，国防人力结构进一步优

化，国防科技体系不断完善，取得了“两弹”研制的成功。
一是调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压缩国防建设经费。１９５６年我国制定了“积极防御”

的国防战略总方针，党 和 政 府 降 低 了 国 防 建 设 费 用，增 加 了 国 民 经 济 建 设 投 资，以 增 强 国 家 的 综 合

国力。
通过下列图表，我们 可 以 看 到，从１９５５年 开 始，国 防 费 支 出 在 国 家 财 政 支 出 中 是 逐 年 下 降 的。

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国防费支出的绝对数虽然有所上升，但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仍然是下降趋

势。后来由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为了配合外交上由“一边倒”向“两条线”战略的转变，再加上两弹研

制的投入增加，６０年代后期的国防费规模才有所增加，但增长额度并不是太快，始终保持在占国家财

政支出的２０％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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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精减、优化军队结构，继续探索现役和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体制。１９５６年３月，中央军委决

定将军队员额再减少三分之一。１９５７年１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

的决定》，决定调整全军的组织编制，将原来的陆、海、空、防空、公安五个军种改编为陆、海、空三个军

种，撤销公安军，将防空军和空军合并。随后，又将五十年代前期仿效苏军建立的军委八大总部恢复

为总参、总政、总后三大总部，从而精简了大量机关工作人员。经过三年努力，到１９５８年底，全军总员

额在１９５６年的基础上减少了３６％，实 际 数 缩 减 到２３７万 人，与１９５０年 底 相 比，下 降 了６１％［２］１４５５。
在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方面，１９５５年第一部《兵役法》颁布后，我国开始实行预备役制度，这一制度不仅

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而且还具有极为重要的经济意义。预备役工作搞好了，就可以减少常

备军，腾出钱来搞武器装备，培养高科技人才。
三是有计划、按步骤地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实现了常规武器装备从仿制生产

到自主研制生产的转变，并且在尖端国防科学技术上取得巨大进步。第一，将国防科技的发展纳入国

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规划。１９５６年，国务院制定了《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根据这一规划，中共中央决定由聂荣臻副总理、张 爱 萍 副 总 参 谋 长 领 导 和 主 持，航 委、总 参 装 备 计 划

部、国防工业部门参加，制定国防科技发展规划，作为国家科学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统一下达执行。
国防科技发展规划提出的任务，被列在国家科学规划１２项重点任务的前列，主要包括原子能技术、喷
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 机 技 术、自 动 控 制 技 术 等 五 个 方 面。这 些 任 务，对 增 强 国 防 力

量，带动国家科技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被誉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五朵金花”。第二，进一步完善了国防

科技工业管理体制。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６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

防科委）。国防科委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的国防科技工作有了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领导

下的管理机构。为了组织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保证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１９６２年成立了以周恩来为

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随着国防工业的发展，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先后成立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机械

工业部，分别管理航空、电子、兵器、舰船等行业。１９６５年又成立了主管导弹的第七机械工 业 部。这

样，连同第一机械工业部①，国防工业共拥有六个机械工业部，初步建立了核工业、航空工业、电子工

业、兵器工业、舰船工业和导弹工业的 国 防 工 业 管 理 体 系。第 三，统 一 领 导，大 力 协 同，实 现 了 以“两

弹”为代表的尖端技术的突破。面对国内经济困难、国外美苏两方面压力的严峻形势，出于国家安全

考虑，中国政府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研制原子弹。毛泽东在１９６０年８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上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

的。”［３］４５中国科技工作者，发奋图强，大力协同，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成

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与研制原子弹同步，１９６４年６月２９日，完全由中国自行研制的中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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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５２年８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 政 府 组 织 法》，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成 立 了 第 一 机 械 工 业 部（主 管 民 用 机 械、电 信、船

舶）和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兵器、坦克、航空工业），１９５８年２月，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合并为第一机械工业部。



程地地弹道导弹飞行试验成功。在此基础上，中国又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成功进行了“两弹”结合的

第一次导弹核武器试验。

三、国防经济在曲折中发展（１９６６～１９７８年）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周边安全环境严峻，党和政府提出了准备“早打、大打、
打核战争”的国防战略，国家进入全国大备战状态。这一时期，根据国防建设优先的原则，国防建设规

模偏大；国防科研生产排除干扰，在曲折中继续发展；国家大力进行了以“三线”为主的战略大后方建

设；同时，国防工程和战场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就。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对国防建设进

行了一系列调整，迎来了国防经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国防建设规模偏大。“文革”十年间，为了落实“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国防建设的投

入比较多，导致规模偏大。在当时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国防建设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

仍明显增加。１９６６年，国防费支出突破１００亿元大关，达到１０１．０１亿元，比１９６５年增加１４．２１亿元，
增长幅度为１６．３７％。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１１年中，国家共计拨付国防费１４３４．１１亿元，与１９５５
年至１９６５年相比，国防费支出增加１１１％。在国防支出增加的同时，军队员额也大大增加了。６０年

代中后期，我军在整军备战中两次扩编，规模迅速扩大，到１９７１年时，人民解放军的规模已增加到６００
万人，１９７５年达到了创纪录的６６０万人［４］２３０，相当于当时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兵力的总和，国家维持如

此庞大的军队，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国防科技力排干扰，取得新成就。“文革”期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力排

干扰，采取各种措施，推动国防科技事 业 继 续 发 展。在 尖 端 技 术 方 面，我 国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新 的 成 功：

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我国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被

送上太空；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６日，我国研制的第一艘攻击型核动力潜艇建成下水，１９７４年８月１日被命

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序列，标志着中国拥有了第二次核打击能力；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３１日，第一

艘导弹驱逐舰下水。另外，在常规武器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红旗２号地空导弹、６９式中型坦克、歼

７战斗机、强５型攻击机、轰６轰炸机、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舰舰导弹、岸舰导弹等武器装备先后

交付部队。国防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为提升部队战斗力提供了重要保证。
积极备战，加强“三线”战略后方建设。从６０年代中期到７０年代中期，为了对付可能发生的外敌

入侵，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中央决定进行“三线”建设。所谓“三线”地区，是

从战备需要出发，按战略位置不同，将全国分为一、二、三线地区。一线地区是沿海和边疆地区的省、
区；三线地区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二线地区是介乎一、三线地区之间的省、区［５］２９４。经过１０余年努

力，国家投入资金达２０５２亿元，三线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铁路以及长达

２３万千米公路的建成和通车，改变了三线地区交通闭塞状况，使战略后方与战略前沿连为一体。到

１９７５年底，三线 地 区 兵 器 工 业 生 产 能 力 已 占 全 国 的 近 一 半，航 空 工 业 生 产 能 力 占 全 国 的 三 分 之

二［６］１６９。“三线”建设推动了 我 国 国 防 工 业 的 发 展，从 宏 观 上 调 整 了 国 家 总 体 工 业 布 局，带 动 了“三

线”地区的各项建设和开发。但是，由于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失误，建设规

模过大，战线拉得太长，要求过急，仓促上马，片面强调“山、散、洞”，致使微观生产布局不合理。
拨乱反正，国防经济在整顿中前进。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国防经济战线同全国一道，全

面进行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各项工作的调整整顿。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恢复驻厂

军代表制度，加强军工产品的检验、验收，国防科委、七机部决定，首先在七机部所属研制单位恢复建

立型号设计师制度，推行了全面质量管理办法。同年１０月，邓小平召集中央军委领导人部署调整计

划工作，制定出国防科研第六个五年计划，强调确定武器装备研制项目时，要根据国家的经济能力，分
清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常规武器装备着重抓好反坦克武器、防空武器、歼击机、潜艇以及电子计算机的

研制；战略核武器集中力量搞出洲际导弹。这一计划的贯彻落实，为我军武器装备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１９７８年３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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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一部分。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上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调动了各方面

的积极性，使国防科研、生产秩序逐步得到恢复。

四、服从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的国防经济（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要求国防和军队建设服从服

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党和政府对国防经

济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与改革，缩减和调整国防开支，优化国防人力规模和结构，加大国防工业改革力

度，不断推进后勤现代化建设，国防经济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
压缩军费规模，提高军费使用效益。针对“文革”期间军费规模居高不下的情况，邓小平早在１９７５

年初就明确指出：由于军队人数增加，“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７］１。为改变这一状况，１９７９
年到１９９４年，我国国防经费进入了收缩期。在这段时期内，我国国防经费绝对值年均增长６．２２％，与
同期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平均上涨７．３％相比，实际负增长１．０８％”［８］７８４；国防支出占ＧＤＰ和财

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从５．５６％和１７．５％下降到１．２６％和９．５％［９］３４７。在国家以主要财力、物力、人力

投入到经济建设，压缩军费规模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指出，军费使用要精打细算，要提高军费管理水

平。从１９８６年开始，我军的军费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逐步建立起财务综合计划管理新体制。实

行这一体制，能够有效地对我军资金活动进行科学控制，在军费短缺的情况下，有助于集中财力解决

重点问题，充分发挥军费最大效益。
精减军队员额，优化国防人力结构。从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多次指出，我军存

在的最大问题是臃肿，不精干，“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１０］２４８、２４９。在

１９８５年５月底６月初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军队裁减员额１００
万。这次精简整编，不仅是员额的减少，更是体制编制的系统调整和军事人力的优化过程。通过精简

整编，全国１１个军区合并为７个，陆军的军全部改编为集团军，一大批新型专业兵种部队相继组成。

１９８５年，军委撤销了多年沿用的野战军编制，组建了机动性、突击性、防护力、快速反应能力更强的集

团军。增编了自动化指挥系统和电子对抗部（分）队、直升机部（分）队，使陆军技术兵种的数量第一次

超过了步兵的数量，大大提高了现代条件下的整体作战能力。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稳步推进。１９８４年

５月，新中国第二部《兵役法》重新确立了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１９８５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明确

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民兵、预备役工作应当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形
成了我国后备力量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到１９８２年底，全国调整民兵组织的工作圆满完成。同调整

前相比，组建民兵的单位、城镇减少了４０％左右，取消了民兵师团一类有名无实的虚设机构，简化了层

次，全国民兵总数保持在１亿人左右，比原来 减 少 了６０％［４］３２１。实 践 证 明，在 我 国 以 经 济 建 设 为 中

心，常备兵员大量 精 减 的 情 况 下，组 建 预 备 役 部 队，对 减 少 军 费 开 支，增 强 我 国 国 防 力 量 具 有 重 大

意义。
加大调整改革力度，开创国防工业发展新篇章。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对国防科技工业进行了系

统化的调整和改革，开创了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新篇章，逐步建立起了中国特色国防科技工业体

系。第一，制订了国防科技工业军民结合“十六字”方针。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党和政府提出了

“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国防工业发展十六字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国防科

技工业经过撤销、合并、转产，实行了归口管理。同时，对国防科技工业坚决压缩规模（保留原科研生

产能力的１／３）、改善结构、调整布局，一大批三线地区生存条件不好的军工企业，陆续迁往信息密集的

开放城市和利于生产、交通便利的地区。第二，改革了国防工业领导管理体制。１９８２年８月，由国防

科委、国防工办、军委科装办合并成立国防科工委，受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是中央军委统管全

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机关，也是国务院负责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的一个政府机关。为了顺应

市场经济的要求，党和政府把原来的一些国防工业部门改编成国防工业公司，开辟了国防科技工业市

场化的道路。１９８８年４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撤销核工业部，成立核工业总公司。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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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决定，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由机械电子工业部归口管理。８月，国务院批准成立

北方工业（集团）公司，由机械电子工业部归口管理。第三，实行合同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机

制。１９７９年初，邓小平在听取军工部门和军队领导汇报时强调，军队和军工部门要搞合同制，按经济

办法进行管理。１９８４年１１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军工体制改革已提到日程上

来，改成订货关系，“最大的好处是这些设备、技术、人才综合利用起来，效益成倍地增加。”
以改革为动力，加速后勤保障现代化建设。邓小平高度重视军队后勤工作，他在１９７５年的一次

讲话中曾形象地说：现代战争是“打钢铁”、“打装备”、“打后勤”。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改革

了以往三军自成体系这一不适合现代战争的后勤保障体制。１９８５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后，组建了总后

基地指挥部和所属的几个后方基地，形成了总部、军区、集团军三级储备供应管理体制，从而开辟了三

军统供与专供相结合、划区供给的制度，并逐步向三军联勤保障体制过渡。

五、面向战场与市场的国防经济创新（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以江

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１９９３年初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

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１９９７年又提出解决“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

史课题，并且制定了到２１世纪中叶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明确了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思路。进入２１世纪，江泽民提出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完成机械

化与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面对信息化战争“战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挑战，我国

国防经济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国防费投入稳中有升，预算制度进一步改革。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

提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必须两头兼顾、协调发展。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央采取了加强国

防建设的重大举措，国防费投入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１９８９年～２００４年我国国防费总额及其占财政支出、ＧＤＰ比重情况（单位：亿元）

年　　份 国防费总额 国防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国防费占ＧＤＰ的比重（％）

１９８９　 ２８２３．７８　 ８．９１　 １．４９

１９９０　 ３０８３．５９　 ９．４１　 １．５７

１９９１　 ３３８６．６２　 ９．７５　 １．５３

１９９２　 ３７４２．２０　 １０．１０　 １．４２

１９９３　 ４６４２．３０　 ９．１７　 １．２３

１９９４　 ５７９２．６２　 ９．５１　 １．１８

１９９５　 ６８２３．７２　 ９．３３　 １．０９

１９９６　 ７９３７．５５　 ９．０７　 １．０６

１９９７　 ９２３３．５６　 ８．８０　 １．０９

１９９８　 １０７９８．１８　 ８．６６　 １．１９

１９９９　 １３１８７．６７　 ８．１６　 １．３１

２０００　 １５８８６．５０　 ７．６０　 １．３５

２００１　 １８９０２．５８　 ７．６３　 １．４８

２００２　 ２２０５３．１５　 ７．７４　 １．６２

２００３　 ２４６４９．９５　 ７．７４　 １．６３

２００４　 ２８４８６．８９　 ７．７２　 １．６１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从上表可以看出：国防费占国家ＧＤＰ的比例在８０年代急剧下降之后，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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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了基本稳定，并且从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呈现出稳中有升的趋势。在增加国防费投入的同时，党和

政府还改革了我军的预算管理制度。我军长期存在预算不完整，军队代管经费、有偿服务收入等大量

资金留在预算外，脱离预算监督；采用“基数法”编制预算，每年的国防费预算实际只是对新增国防费

的预算，只能增不能减；预算权威性不强等等现象。对此，２００１年，中央军委批准了《军队预算编制改

革实施方案》：实行预算分类管理，把维持性经费和建设性经费分开，维持性经费按标准供应，建设性

经费按项目编预算；推行零基预算，对建设性经费每年都从零开始重新分配；规范预算编制程序，实行

“两上两下”的预算编制办法；实行综合预算，把正常国防费、预算外经费和游离于国防费之外的经费，

全部纳入预算管理。预算制度的改革为科学管理国防费提供了保证。

正确处理军事人力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为了适应新军事变革

条件下军事人力变化的新特点，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加大编制体制调整力度，努

力实现军事人力建设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江泽民在１９９７年宣布：要在８０年代裁军１００万的基础

上，今后三年再裁减军队员额５０万，努力在２０００年前完成这一任务。２００３年９月，江泽民又向世界

郑重宣布：２００５年前，我军再裁减员额２０万。在裁减军队员额的同时，党和政府还高度重视民兵、预

备役部队建设。１９９１年，江泽民为全军《民兵工作条例》集训班题词：“实行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

备力量相结合，建设现代化的国防。”［１１］１９９６年，中央军委授予预备役军官军衔，从编制体制上对预

备役部队进行深层次的调整改革，向“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的建设目标迈出坚实的一步。２０００年

又加强与改进了城市民兵工作，实现了“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可靠、组织健全、训练有素、装备良好、保障

有力的城市民兵队伍”的改革目标。由于预备役部队的人员不脱离生产或工作岗位，其所占军费十分

有限。部队编制体制调整，预备役部队和民兵建设的加强，使我军在大量裁减员额的情况下，战斗力

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提高。

建设适应市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新型国防科技工业体制。１９９４年５月，江泽民指出：“国防

工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由于军工任务的缩减，困难较大，今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按经济

规律办事，军品收购价格也要符合价值规律，不能再沿用老的办法［１２］３０７。１９９８年，中央决定对国防

科技工业管理体制进行重大调整，决定军队成立总装备部，国务院成立新的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业

务归口的军队装备使用部门与国防科工委归口管理的军工科研生产单位，是装备订货和组织生产的

关系，是需求和供应的关系。１９９９年７月，我国原有的五大军工总公司改组为十大集团公司，旨在建

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政企分开、产研结合、供需分离、精干高效的管理体制。在２０００
年１２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要求军队要与国家部门密切配合，“建立装备科研、生产、采购和

维护的竞争、评价、监督、激励机制”，强调在国防科研生产领域必须加强市场机制作用。江泽民还根

据新军事技术革命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提出建立“寓军于民”的国防工业新机制思想，强
调：“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建立寓军于民的机制”。他认为，“国防工业体制要搞‘哑铃型’而不要搞‘橄榄

型’”，“要寓军于民，打破行业、部门界限，突破原有国防工业体制的约束”。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５日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把“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大力

协同，自主创新，建立适应国防建设和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国防科技工业体制”作为“十五”期间我国

国防科技工业改革的总体要求。

加强后勤建设，实现保障有 力。以 江 泽 民 为 核 心 的 第 三 代 中 央 领 导 集 体，向 来 重 视 军 队 后 勤 建

设。江泽民在军队建设“五句话”总要求中，明确提出了“保障有力”，进一步深化了全军对后勤建设重

要性的认识。针对长期以来我军后勤存在的自我封闭、自成体系、摊子搞得很大的现象，江泽民指出，

要逐步减轻军队“办社会”的负担，扩大社会化保障的范围。从２００１年１月起，我军在军级以上机关

和驻大中城市的军队院校、医院等单位，逐步推行饮食保障、营房保障和商业服务社会化。１９９８年４
月，中央军委决定在战区一级实行统供与专供相结合的三军联勤保障体制。１９９９年开始，联勤体制全

面推开，并于２０００年初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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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学发展的国防经济（２００３年至今）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指导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战略思想和根

本方针，并强调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１３］。在科 学 发 展 观 的 指 导

下，我国国防经济建设走上了又好又快发展的道路。
实施“富国强军”战略，保持国防费持续增长。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在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的战略。历史证明，不谋经济发展，成不了富国，更谈不

上强国；只谋经济发展，可以成为富国，但如果忽视国防建设，仍旧成不了强国。在富国强军战略的指

导下，我国国防费呈现持续补偿性增长的趋势。２００２年，我国ＧＤＰ迈过１０万亿元关口，军费开支也

超过了１５００亿元。此后，我国ＧＤＰ隔几年便迈上一个大台阶，２００６年ＧＤＰ超过２０万亿元，２００８年

达到３０万亿元。我国的军费开支也同步得到提升———２００４年超过２０００亿元，２００７年超过３０００亿

元，２００８年又超过４０００亿元，２００９年达到４８０６亿元，２０１０年达到５３３４亿元，２０１１年达到６０１１．５亿

元，２０１２年国防预算数为６４７９．２亿元。国防费稳步增长，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财力保证。

２００３年以来我国国防费总额及其占财政支出、ＧＤＰ比重情况（单位：亿元）

年　　份 ＧＤＰ（亿元） 财政支出（亿元） 国防费（亿元） 国防费占财政支出比例 国防费占ＧＤＰ比例

２００３　 １３５８２２．８　 ２４６４９．９５　 １９０８　 ７．７４％ １．４０％

２００４　 １５９８７８．３　 ２８４８６．８９　 ２２００　 ７．７２％ １．３８％

２００５　 １８４９３７．４　 ３３９３０．２８　 ２４７５　 ７．２９％ １．３４％

２００６　 ２１６３１４．４　 ４０４２２．７３　 ２９７９　 ７．３７％ １．３８％

２００７　 ２６５８１０．３　 ４９７８１．３５　 ３５５４　 ７．１４％ １．３４％

２００８　 ３１４０４５．４　 ６２５９２．６６　 ４１７７　 ６．６７％ １．３３％

２００９　 ３４０９０２．８　 ７６２９９．９３　 ４８０６　 ６．３０％ １．４１％

２０１０　 ４０１５１３　 ８９８７４．１６　 ５３３４　 ５．９３％ １．３３％

２０１１　 ４７１５６４　 １００２２０　 ６０１１．５６　 ６．００％ １．２７％

２０１２　 ６４７９．２

　　资料来源：整理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２年数据来自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深入推进军事人才战略工程。人才是兴军之本。胡锦涛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一直重视军事人

才工作。２００３年８月，中央军委制定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规划，深入推进指挥军官、参谋、科学家、
技术专家和士官队伍建设。２００４年全军生长干部培养基本实现本科化；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年
度招生总量达到１万多名；全军共有博士学位授予点５１１个，硕士学位授予点１１５６个，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研究生教育体系。２００８年４月，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军队干部培训工作的意见》，形成

了院校教育与部队训练衔接、军事教育与依托 国 民 教 育 并 举、国 内 培 养 与 国 外 培 训 结 合 的 格 局。目

前，全军干部队伍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达到７２．４％，其中研究生达到１２．３％，分别比１９９５年提

高５１和１０个百分点［１４］。
着力提升装备信息化水平。新世纪新阶段，面对世界军事发展的新趋势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

新形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确立了依靠科技进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指导方针，提出

武器装备由半机械化向机械化、再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的跨越式发展计划，要求建立和完善军民结

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在这一战略推动下，我军

武器装备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军加快了高新技术装备发展，加强现有装备改造和管理，
推进武器装备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武器装备体系配套、系统配套、使用配套，

·９２·

建设史鉴·论当代中国国防经济的演进




以新型武器装备建设带动我军装备的整体提升，基本建成了以第二代为主体、第三代为骨干的武器装

备体系。陆军形成了以直升机、装甲突击车辆、防空和压制武器为骨干的陆上作战装备体系。海军形

成了以新型潜艇、水面舰艇和对海攻击飞机为骨干的海上作战装备体系。空军形成了以新型作战飞

机、地空导弹武器系统为骨干的制空作战装备体系，第二炮兵形成了以中远程地地导弹为骨干的地地

导弹装备体系。
将“四个坚持”作为根本指导方针。２００４年８月胡锦涛就国防科工委有关报告作出批示，要求国

防科技工业“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促进军民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坚持强化基础，自主创新，努力

提高科研和制造水平；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应武器装备建设需要和市场经济

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坚持以人为本，实施人才战略，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国防科技人才，为实

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为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这“四个坚持”是科学发展观在

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一系列

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推进新时期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也是国防科技工业科

学发展、和谐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创新经验的总结。
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军事后勤是国防经济的重要内容，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直接经济保

障。在胡锦涛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我军在２００５年初步形成了推动传统后勤向现代后勤转变的

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战略构想。２００７年，这一战略构想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上升为全党共同意志。
两个月后，经胡锦涛批准，《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纲要》印发全军，明确提出了保障体制向一体化推进、保
障方式向社会化拓展、保障手段向信息化迈进、后勤管理向科学化转变的目标任务。近年来，我军在

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同时，还不断拓展军队后勤职能，积极履行“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切
实增强我军完成非战争军事行动后勤保障能力。我军在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抗震救灾和甘肃舟曲

特大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救援行动中实施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精心组织了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国

庆阅兵后勤保障，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护航、中外联合军演、上海世博会安保、国内外救援等行动中

都做到了保障有力。

七、中国特色国防经济发展道路探索的历史启示

我国国防经济六十多年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国特色国防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史。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面向“战场”和“市场”的探索，为我国国防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带来了诸多启示。
科学分析国家安全形势，为国家安全利益拓展提供有力支撑。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认为“新

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在这

一战略判断指导下，我国国防经济有了五六十年代相对和平时期的快速发展。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以

后，由于对战争危险估计过于严重，整个国家由和平时期转入临战状态。这就造成我国国防经济建设

的摊子过大，负担过重，给国家其他方面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邓小平和平与发展

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战略判断的指导下，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防经济转入正确发展轨

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家安全复杂化、综合化趋势日益明显。除了军事安全以外，经济、科技、环
境、文化和社会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国家安全利益空间也从传统的陆地逐步向海洋、太空、电磁

空间拓展。我国国防经济发展必须随着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而调整，为国家安全利益的拓展提供有

力支撑。
在科技创新中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国防经济发展向来重视科技创新。正如邓小平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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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六

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

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１５］２７９改革

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国防科技创新，加快了“杀手锏”武器装备发展，成就了“载人航天”工程

和探月工程的辉煌，有效地提升了我国国防实力和军事威慑力。但从总体情况来看，我国国防经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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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还不能满足未来信息化战争和应对多元安全威胁的要求，我

们必须发扬“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精神”，用科技创新推进我国国防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走出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我们党对于如何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的认识是逐步深化

的，经历了从“军民结合”到“寓军于民”再到“军民融合”的过程。军民结合强调“结合”，寓军于民强调

“纳入”，而军民融合则强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二者要融合成为统一整体。国防经济军民融合程度

是国防经济应变力的重要标志，直接制约着国防经济的平战转换能力和战时保障能力。近年来，我国

国防经济军民融合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融合程度还不 深，“融 入”的 组 织 协 调 机 制 还 不 健

全。我们必须实行“融入式”战略，将国防经济深深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实现发展战略、发展进程、
发展机制和资源配置的全方位军民融合。

切实转变国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线。国防经济作为国民

经济“母体”中的“子系统”，必须顺势而为，应时而动，加快转变自身发展方式。国防经济必须由传统

消耗型发展方式向节约型、集约型、循环型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我国国防经济建设中不计成本、不
讲效益，靠外延扩张方式搞建设的思维定势还没从根本上改变，国防费保障摊子过大，重复建设比较

严重，存量资产整合利用不够，这些问题必将制约我国国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优化国防经济结

构、提高国防经济效益，走国防经济科学发展的路子，实现国防经济建设由追求数量规模向追求质量

效能转变。我们要引导国防经济从“单向消耗式”经济向“循环清洁型”经济转变，实现“资源－产品－
废物－再生资源”的良性循环型，实现国防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和谐发展。

在扩大开放中不断提升国防经济保障能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防经

济也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对国防经济安全

提出了严峻挑战。在全球化条件下，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受到发达国家的遏制和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

冲击；我国的战略物资及其资源遭受外国资本的控制和掠夺；我国国防建设所需资金、技术和人才面

临新矛盾。尤其是２００８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传导蔓延，直接影响和威胁着我国国防经济安全。在

这种情况下，闭关锁国是不行的，我国国防经济必须敢于面对挑战，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走开放型、
外向型建设路子，以开放促发展，在国际竞争大潮中锻炼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竞争能力，不断提升我

国国防经济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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