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1 卷 第 1 期

2024 年 1 月

Vol.  41， No.  1
Jan. ， 2024

毛泽东中国式国防现代化思想研究
张树德 程广明

〔摘要〕  国防与国家安危联系紧密，有国无防，国家安全将不复存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强调，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中

国式国防现代化思想与其息息相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国式国防现代化思想，认识和阐述了中国式

国防现代化的必要性，提出和形成了中国式国防现代化的辩证原则，制定和构建

了中国式国防现代化体系，对于创新马克思主义国防现代化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对于指导新时代我国国防建设的伟大实践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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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国防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国防建设的必由之路，各

国不同的国情和军情决定了各国国防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不同。在新中国70多年的成功

实践和理论探索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者们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走出了一条适

应中国实际情况的中国式国防现代化发展道路，并形成了一整套充满中国文化、中国特

色、中国气派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大厦最为坚实的基础是由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军事工作重心随之转到巩固国防、建设现

代化国防上来。为此，毛泽东从国情和军情，特别是军事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满足国

防建设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不断总结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实践经验，在抵御外来侵略、

维护国家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形成了系统化的中国式国防现代化理论。探析毛泽东中

国式国防现代化思想，对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防

现代化理论、创新中国式国防现代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认识和阐述了中国式国防现代化的必要性

综合国力的增强离不开国防力量的壮大。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

境，我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更加迫切需要建设强大的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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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此，毛泽东就如何加强国防事业、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进

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他立足于国情和军情，全面分析了旧中国有国无防的沉痛

历史教训，深刻阐述了中国式国防现代化的必要性。

一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防现代化思想的题中之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防

现代化理论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要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防现代化思想

就必须发展中国式国防现代化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关于国防的一系列方针

和原则，“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①；国家和人民都应当严肃地对待国防，

认清敌我力量对比，不断增强国防力量；在经济社会物质生产中分析国防建设问题；为

保护国家安全，必须从多方面加强国防建设；在相对和平时期，需要警惕潜在威胁，全

面加强战备；国防建设中需要有组织地建立后方，保证充足的物资储备等。这些思想是

毛泽东中国式国防现代化思想的理论渊源，由于国防现代化具有历史性和条件性，不同

国家的国防现代化都有自身的特殊性，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国防现代化

发展战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中国式国防现代化道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

毛泽东在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掌握新情况和新特点，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防现代

化思想在中国的本土化运用，不断充实适合中国国情和军情的国防现代化新内容，形成

了毛泽东中国式国防现代化思想。

二是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的实践诉求。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就必须加强中

国式国防现代化建设，这是军队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化是军事对抗的时代性要

求，提升国防实力是军事对抗的实践性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周边环境复杂多变，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需要做好为国家主权和安全而战的准备，毛泽东提出了加快建设现

代化国防军的实践任务。根据形势发展和实践要求，单一性的军兵种作战已经不符合现

代化作战要求，需要加强海军、空军等多兵种建设，逐步丰富我军的现代化作战方式。

人民军队的力量壮大，不是某个或某几个军兵种的孤立发展，而是联合作战思维的整体

性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多军兵种共同发展的中国式国防现代化建设。1949年10
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军委会议，专门研究了国防问题，并成立

了国防研究小组，为保卫国家主权拿出具体方案。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国防不可

不有。”② 这些都要求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上捍卫我国的国家

利益，维护我国的国家尊严。

三是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任务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

中国式国防现代化建设。国防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

初期，我国面临着内外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在国际上被孤立、封锁、包围，迫切要求在

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任务的过程中，大力加强中国式国防现代化建设。从中国

社会主义的国情和中国人民军队的军情出发，中国式国防现代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革

命战争时期，我军承担的历史使命是武装夺取战争胜利，建立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

新政权，既有战斗任务，也有生产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人民军队巩固新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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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维护国家安全更加需要发展中国式国防现代化作为军事保障。毛泽东指出：“建设

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

代化。”① 国防建设需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大框架中进行。毛泽东在指导国防

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结合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实际情况，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战略任务对国防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服从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大

局，我们必须解决国防现代化建设中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任务不相适应的部分，

助推国防力量不断提升。

二、提出和形成了中国式国防现代化的基本原则

中国式国防现代化之路，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国防现代化之路，中国式国防现代

化要回答什么、解决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具有自己的原则和特点。以毛泽东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与国情、军情相结合，广泛

借鉴国外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有益经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逐步探

索和形成了中国式的、成熟的、有效的、经得住时间考验和历史检验的基本原则。

一是处理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经济建设关系到国防

建设的物质条件，正确处理好两者关系，事关中国式国防现代化的健康发展。早在1933
年8月，毛泽东就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

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②“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

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③ 对此，毛泽东强调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加快国防现代

化的建设步伐。1950年9月，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

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④ 1956年 4月，毛泽东再次强调：“把军政费用降到

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

更大的进步。”⑤ 这个适当的比例表明，国防建设中的经济支撑固然重要，但是军费开支

并不是越多越好，要与经济实力相结合，科学把握这个“度”。如果国家的经济实力难以

支撑国防建设的军费需求，反而会陷入国防力量削弱的被动境地。军费支出的增多必然

带来其他支出的减少，当比例失衡时会影响国家其他方面的建设，导致国家经济实力的

整体性下降，最终削弱国防建设。不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经济建设都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革命战争年代，从时间先后顺序的角度，我们不能放弃经济建设，

不能盲目等待战争胜利后再进行经济建设。否则，不仅会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还会导

致在军事对抗中处于劣势，甚至造成战争失败。在相对和平年代，经济建设的作用更加

凸显，国防现代化建设需要国家投资作为经济基础，为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整体大

局，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应当统筹协调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经济建设上去了，并不等

于国防现代化建设自然而然就上去了；同样国防现代化建设增强了，并不意味着经济建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16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17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

⑤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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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就充分发展了。实践证明，国防建设需要有足够的经济条件作为基础，经济建设需要

有强大的现代化国防作为后盾，两者互相作为、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二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与争取外援为辅相结合。走好中国式国防现代化道路，必须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这不仅是内因决定论的深刻体现，更是历史经验教训的现实印证。

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能仅仅依靠外援，不可以对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外援虽然

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帮助，实现某些领域的弯道超车，但只能是辅助作用，那

些“造不如买”的提法，更不是长久之计。中国式国防现代化走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

展道路，这就决定了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才能形成中国式国防现代化的核

心竞争力，有更多能力和底气应对国际上的各种复杂情况。早在1945年1月，毛泽东在

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就深刻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

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① 同
年8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

反动派。”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化，进一步

强调独立自主。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上，他指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能生产、能制造

的武器装备，应该发挥自身潜力去完成。毛泽东曾反复强调，我们搞经济建设和国防建

设，都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走适合我国国情、军情的发展道路。实现国防现代化

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双手去发展军工生产、加强国防建设。

毛泽东倡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从不排斥外援，从不反对向国外学习。20世纪50年

代，毛泽东提出“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

战争中取胜的水平”③，历史已经证明，孤立战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坚持自力更生为主

和争取外援为辅具有对立统一性，不同阶段的援助背后有不同的深刻原因，我们必须抓

住这一点，正确看待其他国家对我们提供的帮助，认清背后的深刻原因，在世界各国之

间的矛盾中寻求自身国防现代化的发展点，增强国防力量。

三是坚持发展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并举。武器现代化是国防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不

是只有尖端武器才能够体现现代化，常规武器的创新发展也能体现现代化。1956年4月，

毛泽东提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④1958年6月，毛泽东

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⑤ 20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逐步恶化，苏联多次挑起冲突。此背景下，毛泽东和党中央进行战争部

署工作，运用两点论分析问题，强调要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做好打常规战争的

准备，更要推动尖端武器的研制，做好打核战争的准备。1962年6月，毛泽东强调：“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16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37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65页。

⑤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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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① 常规武

器和尖端武器需要共同发展。常规武器为我国安全提供基本保障，原子弹、氢弹、人造

卫星等尖端武器的发展，大大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军事地位。我国研发尖端武器

不是为了主动发起战争，而是为了破除帝国主义的高精尖武器垄断，抵御外国的军事威

胁，为最坏的情况做最好的准备。一方面，集中力量攻克尖端武器的技术瓶颈，使我国

的军事武器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更加重视常规武器的不断改善优化，筑牢

我国武器装备的发展根基，只有坚持两条腿走路，才能够走得稳、走得远。

四是坚持军民结合与平战结合。毛泽东高度重视军民结合与平战结合问题，他曾指

出，军需与民用应当兼顾，在不同的任务中学会不同的本领，坚持军民结合，以军为主。

矛盾具有特殊性，面对具体问题应当具体分析，处理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军民关系和平战

关系时，不能是消极的、被动的，而要是积极的、主动的、有所成效的。为适应平时和

战时国家对军品需求相差悬殊的客观情况，国防工业要实行平战结合，担负两种职能，

学会两套本领，既能生产军需品又能生产民用品。平时国防工业应参加国家经济建设，

发挥先进设备的技术优势，在确保军品生产充足的基础上，根据国家计划和市场需要，

积极安排民用品的生产，为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服务，并加强战场建设，形成可靠的防

御工程；战时国防工业集中进行军品生产，为战争实际需要提供强大保障，并让民用工

业在一定条件下掌握军品生产的能力，根据战时需求增加军用品的生产。同时，毛泽东

十分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中资源的有效利用，面对同种类型的工业生产，国防工业和民

用工业的生产应当科学结合、避免资源浪费，就国防任务特点满足多方需要。

三、制定和构建了中国式国防现代化体系

毛泽东中国式国防现代化思想不是零碎的，而是成体系的。任何一个思想，只有通

过在实践中不断地检验、发展，从而上升为系统化的学说，才能够对实践发挥更好的指

导作用。毛泽东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根据世情国情军情的现实发展，从维护我国国家利

益出发，制定和构建了中国式国防现代化体系的相关内容。

一是发展中国式的国防现代化理论体系。国防现代化包括发展现代化的国防理论，

现代战争和冲突意味着不同国防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对抗和斗争，这种对抗性和斗争性体

现为思想层面的软对抗，它为指导军事力量的实践运用提供了方向指引。不同阶级、不

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国防理论体系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具有鲜明的国情特点和时代特色。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国防理论建立在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基础之

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重视军

事理论的发展，指出：“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

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②“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

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战争和战略的理论则是一切的骨干。”③ 新中国成立

后，毛泽东时刻关注着最新战略战术的发展变化，反复强调要加强我国的国防理论研究，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92页 .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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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现代化军事对抗和斗争需求的过程中，把握国防理论的中国式发展规律。他强调

要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理论，掌握与现代装备相适应的最新战术，将其应用于国防建设的

军事实践中，努力培养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者和领导者，制定符合中国时代发展的

国防战略方针。中国式国防现代化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国防理论为基础，将现代科学

技术的创新理论贯穿其中，既保证了国防理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色，又提高了科学技

术的军事实践运用能力。

二是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现代化工业体系。国防工业在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中发挥

着重要的桥梁作用，独立完整的国防现代化工业体系能够将国家经济实力有效转化为国

防军事力量。毛泽东通过总结革命战争时期我国工业发展历程，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吸收苏联等其他国家的国防工业实践经验，要求建立独立完整的

国防现代化工业体系。独立完整的国防现代化工业体系能够为提升军事对抗中人民军队

的现代化作战力和制胜力提供可靠保障和坚实后盾。武器装备的发展是国防工业体系实

现现代化的重要方面，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必然离不开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中国制造。

1953年，毛泽东指出：“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

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① 并且，毛泽东进一步提出

了“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方针，不仅要巩固农业的发展，也要统筹基础工业和国防

现代化工业发展。只有优化国防工业的合理布局，筑牢配套的工业基础，才能形成完整

的国防现代化工业体系。在前方，推动飞机、大炮、坦克、原子弹等各式武器的独立研

制，保证其在战场上发挥效能；在后方，充实战备物资，做好战场建设，提升工业化水

平，形成高效运行的国防现代化工业体系。同时，面对周边敌对势力威胁，毛泽东重视

国防工业建设条件，强调加强战备，遏制敌对势力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企图，为国

防现代化工业发展创造相对和平的有利环境。

三是充实和完善中国式国防现代化人才体系。人的现代化关乎国防现代化程度，中国

式国防现代化靠的是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军事人才去制造、去掌握、去完成。1950年
8月，毛泽东提出：“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

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② 1952年7月，他又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

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③，掌握现代技术必然离不开人才建设与发

展。1953年8月，毛泽东在训词中继续指出：“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

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④ 充实中国式国防现

代化人才体系，不可缺少的是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围绕国防建设培养军事领域的现代化人

才。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才的作用发挥，通过创办军事学校为军队输送人才，围绕新中国成

立后国防发展的战略目标，一方面培养具有攻关性的军事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培养具有综

合性的军事战略人才，强化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军事人才力量。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37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86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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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发展，毛泽东对中国国防建设进行了理论思考，并在实践中不断

探索总结，形成了中国式国防现代化思想，为社会主义国防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发展根基

和未来方向。在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深入破解长期制约国防和

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成

就。”① 毛泽东中国式国防现代化思想对于新时代国防建设中坚持党的领导、坚定“四个

自信”、有效发挥经济基础对于国防建设的积极作用、前瞻性做好备战打仗和国防动员工

作等方面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首先，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国防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需要发挥党的主心骨作用。我国现代化国防应当走好群众路

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力量，调动其积极性，在党的领导下共同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

其次，国防现代化建设应当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及时抓住相对和平时期经济发展的

重要机遇期和有效增长点，巩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并且，加强国防动员，形成全民

国防的社会氛围，做好战争储备工作和战略后方建设，提供充足的战略物资和人力保障。

最后，坚定“四个自信”，走中国式国防现代化道路，不能迷信西方模式，如果完全模仿

或照抄西方现代化发展历程，则既不适应于中国本土的国防现代化发展需求，也难以形

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国式国防现代化。面对强国之间的较量，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

也不能自负轻敌，而应该在新征程上结合新时代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新特点，加强中国式

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提升军队战斗力。这既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理论财

富和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的思想宝库，更是指导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

实践抓手和解答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各种问题的金钥匙，为开创中国式国防现代化的新局

面提供指引。

Research on Mao Zedong Thought of Chinese National Defense Moderniza⁃
tion
Zhang Shude Cheng Guangming
Abstract: National defense is closely linked to national security， there will be no national security without de⁃
fense.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ressed that to achieve the 
centenary goal of the founding of the army and create a new situ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army moderniza⁃
tion，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defense modernization thought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 In the practice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Mao Zedong gradually formed the 
thought of Chinese national defense modernization， understood and expounded the necessity of Chinese na⁃
tional defense modernization， proposed and formed the dialectical principles of Chinese national defense mod⁃
ernization， formulated and constructed the Chinese national defense modernization system. 
Keywords: Mao Zedo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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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认真总结运用改革成功经验 奋力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人民日报》2022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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