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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富国与强军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运用和生动体现富国与强军，共同

构成国家富强的两大基石，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偏废。  

  1、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国防建设水平，富国是强军之基  

  纵观世界大国兴衰史，有一条基本规律曾被反复印证：国富才能兵强，兵强才能安全，

安全才能发展，发展才能强国。  

富国是强军之基，但并不是富国就能强军。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

仍居世界第一，但很快却被世界列强的坚船利炮撕开国门，进而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

相反，当时的日本也倍受西方列强欺凌，明治维新才开始发奋图强。1895 年甲午海战打败

了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

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款 2.3 亿两白银。日本把这笔索赔资金投入军备，在 1904 年

日俄战争中全歼俄国远东舰队,从此一跃成为世界强国。而在甲午海战前十年间，慈禧用于

军费的开支少之又少，甚至挪用海军经费为自己过六十大寿；不仅如此，她还花费 1 万万两

白银修建圆明园，这笔白银足可以增建 10 支北洋舰队。1900 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之时，清

政府又签订《辛丑条约》赔银 4.5 亿两，按照当时清朝的收入要赔到 1960 年以后才能付清。

如此政府，还能谈什么富国、强军。  

    国家富强、军队强大、人民安居乐业，这是中国人一百年来的愿望。但是，强军必须有

条件、有实力、有物质基础，经济建设始终制约着国防建设。如果脱离整个国家经济建设体

系去搞封闭性国防建设，不仅会影响国防建设的健康发展，而且会影响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

甚至会出现军队实力减弱或者导致经济衰退。前苏联冷战期间一直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为

了跟上军事对抗的步伐，国家将军事建设放在了第一位，直在 70 年代开始在核武器数量上

全面领先美国。但由于过分重视军事投入，因而对经济建设造成了致命的破坏，到 80 年代

美国利用星球大战计划，进一步把前苏联拖向了崩溃的边缘，直至走向亡国的深渊。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解决包括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在内的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前提

和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每年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为世界所震惊。

高速发展的经济是和近十年来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

个根本，实现高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2、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障，强军是富国的有力支撑  

  富国和强军的统一，既是强国之策，也是强军之道。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不仅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作后盾。但是，经济发展并不等于国防

就自然强大。像我们这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就不可

能获得应有的国际地位，也难以有效保障经济建设成果，而且在许多方面都会受制于人。历

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如果不谋求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实力支撑，就成不了富国，国家也就

站不起来；但是，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国家就是站起来了，也是弯着腰走路。经济力量决

定军事力量固然不错，但决非必然。许多历史事实表明，如果不重视对军事的财力物力投入，

军事力量是不可能强大的。历史上的宋朝曾经统治中国 319 年，与宋朝对峙的有契丹族、女

金族、蒙古族的政权，和这些少数民族相比，宋朝是最富庶的政权，经济规模远远超过前者，

但最后却被少数民族政权所灭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强大的国防，没有强大的军

队。  

国家的命运及其国际地位，常常是通过军事的强大和战争的胜负来决定的，而战争则是对国

家的精神和意志的凝聚和体现。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了自己是世界第一强国；新中国

通过抗美援朝迫使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打出了国威、军威，令世人刮目相看。可见，国



家的强盛决不是单纯以经济水平的高低来衡量的，而是以国家的综合国力来体现的，国防建

设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经济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叶几近崩溃，西

方世界不得不对它进行经济援助。经过多年致力于发展经济，虽然俄罗斯的经济总量还不到

中国的 1/4，但它拥有世界最大的核武库，拥有曾经威震世界的军队，又有哪个国家敢小看

这个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呢？  

  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是时代的要求，是国家发展的需要。我们强调强军并不是搞军

备竞赛，目的是为了和平与发展。 

3、经济与国防构成综合国力两大基石，富国与强军相辅相成  

  经济建设是国家发展强大的基础，国防建设是国家安全稳定的保证。如何统筹两者的协

调发展，就成为实现富国与强军统一的关键环节。经济建设是一切的中心，富国与强军虽有

主从之分，但并无先后之别，更不能失衡发展，甚至相互矛盾。因此，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

一，其目的就是让富国呼唤强军、促进强军，强军依托富国、维护富国，使他们在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中实现统一融合，相得益彰。  

  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需要统筹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保持两者同步协调发

展。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累积社会财富，这既是富国的基础，也是强军的

前提。过分投入国防甚至穷兵黩武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德国在“二战”时有步骤地把

它的全部经济力量用来适应战争需要，从 1933年至 1939年，军费平均每年 150亿马克以上，

占到国家经济预算的五分之三，战争后期几乎把国家经济全部用于战争。他们是准备通过强

大的军事力量征服欧洲以至整个世界，结果不仅导致战争失败，而且导致国民经济崩溃，国

家一分为二。  

  促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又好又快发展，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两者必须

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国防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国际综合国力竞

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所处的战略地位如何，国家的利益

目标如何，都在竞相致力于增强包括国防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以此谋求国际战略上的主动

权。我国现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把经济建

设搞上去，是解决包括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内的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前提。只有国家富强了，

经济实力增强了，各方面建设才有基本依托，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只有正确把握经济建设和

国防军队建设的关系，不断增强包括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中华民族才能真

正走向富强。  

  二、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实现富国与强军统一的关键环节  

  科学发展观既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也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

针，必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中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在

更高水平上实现科学有序的结合。  

  1、遵循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规律，实现富国与强军的有机统一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因

而强调“军队要忍耐”。在这种大背景下，军队做出了一定的牺牲和让步,这主要是因为当时

国家经济处于不均衡发展状态，能够提供给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各种资源有限。20 世

纪 90年代中后期，在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逐步走上了协调

发展的轨道。现在改革开放已走过 30年，这 30年来打下的物质基础具备了实现富国和强军

统一的条件,十七大提出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对于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防实力和军队建设

来说，必将起到科学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军队建设与经济社会发

展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因而十七大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这就是我

们只有拥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战略支撑，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进而保持国家在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稳步推进。这种逻辑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统筹兼顾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

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充分考虑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需求。  

  国家必须通过科学的发展规划，合理确定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布局，在经济、科技、

教育、人才等各个领域建立军民一体的资源配备体系，把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贯穿到各个方

面，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经济社会资源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军队建设要进一步强化

质量效益观念，向科学管理要效益，充分运用现代化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实现科学高效的

管理，降低军队建设成本、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率、增强部队战斗力。   

  2、充分挖掘军队自身潜力，始终保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强劲发展动力 

 一是注重质量建设，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近 30年来，整个世界形势的变数尤其是军

事技术变革的发展，对军队质量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的部队靠的是人多力量大。现

在高新军事科技和武器系统高度发达，具有现代科技素质的人才越来越多，在战斗力生成方

面扮演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多不一定是优势。建设现代化军队必然要求精兵，把资金投入到

提升科技含量和战斗力上来，特别是提高技术兵种和海空军力量建设水平，提高有效保卫国

防的能力。  

  二是提高武器装备性能，增加杀手锏武器。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战争是国家科技实力

特别是军事技术实力的较量，没有一定数量的杀手锏武器不行。2007 年在中国军事博物馆

纪念建军八十周年大型主题展览中，我军展示了海军最新式核动力潜艇模型，同时展示了

99 式坦克、两栖步战车、新战机等十多件新式装备，尤其是核潜艇陆续装备海军，这标志

着中国不仅增强了抗核打击的能力，而且把中国的核威慑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近年来，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军事实力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杀手锏”武器陆续装备部队，

为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重要保证和有力支撑。  

  三是拓宽发展视野，加快军队职能转变。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提出，赋予了人

民军队新的职能和任务。我军必须根据新使命的要求加快职能转变，适应新的任务和国际战

略环境。在当代世界相对和平和以经济建设为主流的情况下，军队职能的转变趋势将是，强

化战略边疆意识，跳出国土防御型传统思维，把未来战争的战场延伸到境外；加强与盟军作

战的战略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要先发制人；在境外利用战略攸关区建立军事基地和驻军；军

队要承揽突发事件中的撤侨和保护境外经济利益的行动。  

四是强化改革创新意识，为国防建设提供动力。改革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也是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要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改革，以适应宏观体制环境，使国防建设的运行机

制与经济建设的运行机制相互协调，使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具有内在动力。按照科学发展观的

要求，通过调整改革，在优化结构、理顺关系、完善政策制度方面取得新进展，不断提高军

队现代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军队现代化建设路子。  

  3、坚持走寓军于民道路，谋求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最佳效益  

  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需要依托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国防

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格局。要从完善运行机制和加强制度建设入手，建立

“寓军于民、军民兼容”的融合式发展机制，走全方位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实现军民融合式

发展。  

  首先要充分利用国家资源。充分利用国家资源，促使两个建设在结构、布局、技术、人

才、信息等方面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内在结合，积极构建有利于军民产业之间互动的空间结

构,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真正发挥国防资源的最大效益。  

  其次要大力发展军事科研。要牢固树立国防装备以自主研发为主、购买引进为辅的方针。

仅靠购买武器是壮大不了国防的，也是赢不了战争胜利的。尤其在西方国家武器禁运的封锁

下，我们必须发扬“两弹一星”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走中国特色的武器研发之路，自



主研发一些新型武器装备。这样，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军武器装备建设的发展，而且许多成

果是可以转化为民用的，能够为经济建设带来科技动力。  

  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军队负有责无旁贷的义务  

  首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国家战略，贯穿着人民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利益相统一的基

本价值取向。我们的富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的强军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与世

界和平发展，我们的国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民国防。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标志，就是

要建设与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必须能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 

 其次，中国谋求走强军之路，但强军并非我们的终极目标。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是为

了增强综合国力，包括全体军人与国民的坚强意志和精神凝聚力。如果一个国家有着强大的

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同时具有不畏惧战争、不屈服强敌、不害怕挫折的精神，这个国家才

能称之为强国。战争的胜利往往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强盛，中国人民就是在五十年前的朝鲜

战场上赢得了世界的尊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如果我们在精神意志上不战而屈败于人，最

终将会丧失对自身命运的掌握。这种精神意志的养成，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加强国民

的国防教育势在必行，必须在全社会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为统一而战、为正义而战的精

神意志，提高我国整体国防实力。  

  再次，军队要在富国强军中肩负起自身使命。当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亚太

地区的不安全因素增多，中国与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仍未完全解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但这一梦想从未实现过，世界历史上也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实现

过。根据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求，我们必须发展应有的防卫力量，不断提升军事实力，

从而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积极投身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之中，努力实现富国强军的总体目标。军队要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

展大局，牢牢把握当前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军队也必须在这个大局下谋划自身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