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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现代化新道路及其世界贡献
孙德刚

【内容提要】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与新科技革命相互影响，国际体系处于转型之中，全球

安全赤字和发展赤字问题日益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探索军事现代化新道路，形成

了“六位一体”的新格局。党的领导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战略防御是中国军事现代

化的根本原则，总体安全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战略理念，科技创新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时代需

要，军民融合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公共产品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世界贡献。中国军

队的功能不断拓展，对内坚持“国防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承担抢险救灾、

维护权益、安保警戒和支援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等任务；对外高举“和平之师”的大旗，积极参

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军事现代

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军事现代化；总体安全；公共产品；维和行动

局，调整组建五大战区、五大军兵种、军委机

关 15 个职能部门，领导指挥体制实现历史性

变革。a经过十年的改革，中国军事现代化新

道路形成了“党的领导、战略防御、总体安

全、科技创新、军民融合和公共产品”六位一

体的新格局。

一、党的领导：中国军事现代化的
制度保障

党的领导是新时期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鲜

明特征。习近平强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哲

学发展的新阶段 , 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军事哲

学最新成果。其始终坚持从政治高度观察思考

战争和军事问题，集中体现在军人的核心价值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旧秩序交替，

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加剧，世界进入大分化、

大调整、大组合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军事现代

化不走西方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老路。其根本

宗旨是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对内服务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维护世

界和平、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反对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和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变局，习近平主席亲

自领导、设计和推动军队改革，开辟中国特色

的强军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打破长期

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

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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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层面。b当代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是“忠

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

尚荣誉”，其中“忠诚于党”处于首位，爱党、

爱人民和爱国家融为一体。党领导下的人民军

队是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有力保障。中国军

队以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总

纲，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始终把

战斗力作为唯一的根本标准，大力弘扬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

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c 2014 年召开的

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把党

性原则在全军牢固立起来”的政治目标，也保

证了党领导军队的总方向。

“党指挥枪”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制度保

障，避免了西方国家政府被军工利益集团所绑

架的问题。在西方世界，资本凌驾于国家之

上，军事利益集团左右国家的军事战略；美国

军工复合体成为强大利益集团，形成“深层政

府”，游说国会，影响决策，在国际上推动美

国政府穷兵黩武、兜售军火、输出战争，在发

军火财和战争财过程中给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带来了动荡与灾难。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确

保中国军事现代化始终坚持和平、防御、节制

的政治方向，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

政政权，避免了党争，使我军始终成为正义之

师、和平之盾。

“党指挥枪”确保我军成为坚强的“战斗

堡垒”。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

切的。2012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

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

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我军的立军之

本和建军之魂。d党的领导增强了中华民族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

者关系过程中，有些发展中国家军政关系没有

理顺，导致中央政府缺乏权威，领导力低下，

政局不稳，政府甚至是一盘散沙，给西方国

家加强政治渗透、推动政权更迭、培养代理人

和鼓动“颜色革命”以可乘之机。党的思想政

治工作确保我军始终从时代出发，从战略的高

度，永葆活力，避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的

“军人干政”“军政对立”危险。党的绝对领

导，有利于形成强有力的人民军队，全国上下

团结一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军，坚持党对军

队的绝对领导，需要贯彻落实“军委管总、战

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加强我军党组织

的体系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

力、执行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

为制胜优势。e

二、战略防御：中国军事现代化的
根本原则

党的领导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政治保障，

战略防御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根本原则。鸦片

战争爆发后，旧中国成为西方列强殖民主义和

霸权主义的牺牲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奉

行防御政策，实现了从“近岸防御”到“近海

防御”再到“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相结合”的

战略转向。f在军事现代化的征程中，中国始

终在军事战略上持续奉行防御政策。

第一，中国的核战略具有防御性质。中国

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核大国，核安全是

人民军队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石。中国始终奉行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

战略，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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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核力量始终维持在

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g中国长期以

来奉行最低程度的核威慑政策，核力量完全出

于防御目的。中国的核武器是维护世界和平的

积极力量，有助于抑制霸权国侵略行为、建立

更加均衡的世界。

第二，中国不参加国际军备竞赛。中国

是发展中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维护联合

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加入《核不扩散条约》，

参与世界裁军进程，奉行防御的军事政策和后

发制人的军事原则，不参加与任何国家的军备

竞赛。尽管美国炒作“中国威胁论”，逼中国

加入美俄之间的核裁军谈判，束缚和限制中国

的核力量发展，但中国拒绝核军备竞赛，反对

将核军备竞赛的脏水泼给中国。h中国还主动

宣布军队裁减 30 万，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

人员，就是不参加国际军备竞赛的体现。中国

的积极立场有助于缓解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

第三，中国维持最低限度的国防开支。近

年来，美西方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宣称

中国军事现代化导致了亚洲军备竞赛，损害了

中国和平发展的积极形象。事实上，2012—

2017 年，中国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平均

比重为 1.3%，美国为 3.5%、俄罗斯为 4.4%、

印度为 2.5%、英国为 2.0%、法国为 2.3%、

日本为 1.0%、德国为 1.2%。中国国防支出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仅位居世界第六，是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最低的。2012—

2017 年，中国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平均比重

为 5.3%，美国为 9.8%、俄罗斯为 12.4%、印

度为 9.1%、英国为 4.8%、法国为 4.0%、日

本为 2.5%、德国为 2.8%。从人均国防支出

水平看，2017 年中国国民人均国防支出为

750 元人民币，相当于美国的 5%、俄罗斯

的 25%、英国的 13%、法国的 16%、日本的

29%、德国的 20%。i美西方渲染的“中国军

事威胁论”缺乏事实根据。

三、总体安全：中国军事现代化的
战略理念

新时代，大国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中国面

临的安全威胁类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核

安全、太空安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人

民军队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总体安全目标，超

越了美西方传统安全观和排他性集团政治。中

国特色的总体安全观，强调统筹内部安全和外

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

传统安全、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自身安全和

共同安全。与西方谋求绝对安全、零和博弈不

同，中国主张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

和可持续安全。

《中国的军事战略》指出，中国应对各种

突发事件和军事威胁，有效维护国家领土、领

空、领海主权和安全；坚决捍卫祖国统一；维

护新型领域安全和利益；维护海外利益安全；

保持战略威慑，组织核反击行动；参加地区和

国际安全合作，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加强反

渗透、反分裂、反恐怖斗争，维护国家政治

安全和社会稳定；担负抢险救灾、维护权益、

安保警戒和支援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等任务。j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出发点

和归宿。

主权安全是军事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中国

是唯一尚未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世界大国。台

湾当局推行“去中国化”的渐进式“台独”，

美国“一个中国原则”空心化，境外“东突” 

“藏独”等势力勾结反华力量，严重威胁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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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安全。

中国复杂的周边环境决定了国内安全与

国际安全具有联动性。中国陆上边界 2.2 万公

里，海上边界 1.8 万公里，拥有陆上邻国 14

个，是陆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其中有 4 个邻

国属于有核国家。中国的周边国家民族、宗

教、领土争端、恐怖主义和国家间冲突等热点

问题时有发生，大国竞争使中国周边环境更加

恶化。习近平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指出：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复杂的斗争特别是“颜

色革命”的现实危险，面对艰巨繁重的军事斗

争准备任务，面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场考

试，我军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k中国的军

事现代化不仅维护了中国国家安全，也成为亚

洲和平与安全的稳定器，有利于亚洲命运共同

体建设。

四、科技创新：中国军事现代化的
时代需要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凭

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在中国大地上建

立势力范围、培养代理人，严重侵犯了中国的

主权和人民权益。在反帝、反殖斗争中，中国

人民懂得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中国军

事现代化起步晚，任务艰巨。20 世纪 90 年代

受到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军队

现代化工作的影响，军队确立了科技导向型的

发展逻辑。在这种逻辑的指引下 , 中国人民解

放军开始启动“知识密集化”转型。l这一转

型带动了解放军本身现代化的成长 , 其表现为

军队依靠科技进步提升军事战斗能力。新形势

下，人民军队将继续发挥后发优势，跟上时代

的步伐，占领科技制高点，顺应新形势下机械

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军事斗争需要。

锐意改革、科技创新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

必由之路。2015 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军委

改革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我军之所以

始终充满蓬勃朝气，同我军与时俱进不断推进

自身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m在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人工智能、量子信

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前沿科技加速

应用于军事领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军事高

新技术日新月异，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机

械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趋势更加明

显，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智能

化战争初现端倪。n军事科技创新是提高战斗

力的途径。

习近平主席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下，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增

多，“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全

军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安全和发展大势，强

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扎扎实实

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党和人

民赋予的使命任务。o科技创新是做好军事斗

争准备工作的前提。辽宁舰、山东舰和福建舰

航母、15 式坦克、052D 驱逐舰、歼-20 战斗

机、东风-26 中远程弹道导弹、核战略力量、

陆海空军战力、太空与反太空能力、网络战、

运-20、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北斗卫星工程

等一批关键技术实现重大突破，代表了中国军

事现代化的重要科技进步。

2017 年 8 月 1 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中指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

度，加快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

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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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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科技进步是军事现代化的重要

实现手段。

新军事革命下，人民军队围绕科技创新

的目标，进行了军队体制机制创新。习近平

主席指出，要创新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构

建联合作战法规体系，调整完善战备制度，形

成基于联合、平战一体的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

度。q2016 年，原七大战区调整为东、西、南、

北、中五个战区；整合原四总部的陆军建设职

能，成立陆军领导机构；整合各军种和军委机

关的战略支援力量，成立战略支援部队；第二

炮兵更名为火箭军；整合主要承担通用保障任

务的战略战役力量，成立联勤保障部队，构建

起“中央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

系。r这些都是人民军队通过改革创新提高战

斗力的重要举措。

军事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中国不断加

强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加大联合作战

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高层次科技创

新人才、高水平战略管理人才的培养。s掌握

高精尖技术的专业化人才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

基础。

五、军民融合：中国军事现代化的
实践路径

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中

国的军民融合植根于军民血肉联系的百年历

史；军民团结一家亲，是我军在长期的革命与

建设过程中总结的宝贵经验。人民军队能够在

“小米加步枪”的年代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就是因为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

“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关系我军的性质和宗

旨、关系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

长治久安。t

新形势下，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服务于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总目标，使强军与强国有机统一。

2012 年，习近平主席在广州战区考察工作时

指出，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

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

大军队。u习近平主席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指出，要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努力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进一步做好军民

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v

21 世纪以来，美、欧、俄、日等世界大

国和大国集团纷纷提出了“军民融合”理念，

如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推出

的“星链计划”就是美国军民融合发展的体

现。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不仅是在操作层面

的融合，而且是在理念层面、制度层面的深

度融合。支持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是新时期中国军民融合的重要任务。2017 年， 

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把军民融合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

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

发展和安全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海洋、

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等领域的军民

共用性强，要在统筹设计、组织实施、成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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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程中观察军民融合理念和要求，形成多维

一体、协同推进、跨越式发展的新兴领域军民

融合发展新格局。w

新时代，随着“国防为民”理念不断付诸

实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功能不断拓展，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越来越强调组织非战争军事

行动准备，其中保护人民群众生命与财产安全

则是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中心任务。这里的“人

民”不仅包括中国人民，也包括世界人民。人

民军队在对内维稳、对外维权和维和行动中，

日益体现出“军民融合”、服务中国人民和世

界人民的理念。遂行抢险救灾、反恐维稳、

维护权益、安保警戒、国际维和、国际救援

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是新时期军队履行

职责使命的必然要求和提升作战能力的重要

途径。x

与美国将军事力量部署在海外、充当世

界警察、谋求军事霸权不同，人民军队立足

本土、服务人民、保家卫国。依据《军队参

加抢险救灾条例》，中国武装力量主要担负解

救、转移或者疏散受困人员，保护重要目标安

全，抢救、运送重要物资，参加道路（桥梁、

隧道）抢修、海上搜救、核生化救援、疫情控

制、医疗救护等专业化任务，排除或者控制其

他危重险情、灾情，协助地方人民政府开展灾

后重建工作等任务。2012—2019 年，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共出动 95 万人次、组织民兵 141

万人次，动用车辆及工程机械 19 万台次、船

艇 2.6 万艘次、飞机（直升机）820 架次参加

抢险救灾，先后参加云南鲁甸地震救灾、长江

中下游暴雨洪涝灾害抗洪抢险、雅鲁藏布江堰

塞湖排险等救灾救援行动。y2012—2019 年，

人民解放军参与处置劫持人质事件和严重暴力

恐怖事件 671 起；2014 年以来，协助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政府打掉暴力恐怖团伙 1588 个，

抓获暴力恐怖人员 12995 人。z新形势下，“平

安中国”既包括中国主权管辖范围内的“平

安”，又包含海外华人华侨的“平安”。在构建

“平安中国”过程中，人民军队发挥了积极作

用，是军民融合的体现。

六、公共产品：中国军事现代化的
世界贡献

西方在国际舞台上“找敌人”，拉帮结

派，建立“小集团”，其本质是“结伙”，制造

的是威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找朋友”，主

张求同存异，服务人类大家庭，其本质是“结

伴”，提供的是安全公共产品。中国奉行“结

伴不结盟”的伙伴外交，坚持不对抗、不针对

第三方、不谋求势力范围、不培养代理人的战

略，为国际社会带来了和平红利。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积极

参与全球维和行动，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

出积极贡献。

首先，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

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

最多的国家。2015 年起，中国宣布设立为期

10 年、总额 10 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

发展基金，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㉗

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军队已累计参加 24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军事人员 3.9 万

余人次，13 名中国军人牺牲在维和一线。中

国军队在维和任务区新建、修复道路 1.3 万余

公里，排除地雷及各类未爆物 10342 枚；运

送物资 135 万余吨，运输总里程 1300 万余公

里；接诊病人 17 万余人次；完成武装护卫、

长短途巡逻等任务 300 余次。㉘截至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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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中国先后派出维和官兵 4 万余人次之多。

2021 年 2 月 19 日，习近平主席签署命令，发

布《国际军事合作工作条例》，㉙该条例是我军

开展对外军事合作工作的基本依据。

其次，中国提供国际安全援助。中国发

展远洋力量，建设海外补给点，增强遂行多样

化军事任务能力，不是寻求军事扩张或谋求势

力范围，而是为国际社会提供安全公共产品。

2011 年和 2015 年，中国军队分别参与中国从

利比亚和也门的撤侨行动。中国军队参加马航

MH370 失联航班搜救、菲律宾“海燕”台风

救援、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马尔代夫水荒救

援、尼泊尔抗震救灾、老挝水灾溃坝救援等多

项行动。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服役

10 年来，执行 7 次“和谐使命”任务，共访

问 43 个国家。㉚中国军事现代化促进了中国向

国际社会提供安全援助的能力。

最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对话。中

国积极参与国际军事交流，包括东盟防长扩大

会、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雅加达

国际防务对话会、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慕尼黑

安全会议、北京香山论坛和以反恐为议题的长

城论坛等。21 世纪以来，中国设立了朝鲜半

岛、阿富汗、中东、叙利亚、非洲等热点问题

事务特使，2022 年又任命非洲之角事务特使，

积极开展外交斡旋，加强国际危机管控，促进

了地区安全对话与冲突解决。

总之，强军才能卫国，强国必须强军。建

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

略任务，是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保障。中国

军事现代化，是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有力保障，是巩固改革

开放成果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之举。中国

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的军事

现代化促进了地区和国际局势稳定。美国自

1776 年建国以来共卷入 200 多场战争，只有

16 年没有打过仗。二战结束以来，中国是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卷入国际冲突最少的

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的制度优势。

在新军事革命和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中国着眼

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通过体制

机制建设加强国防能力建设，建成世界一流军

队，完成新时代维稳、维权与维和的多重任

务，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贡献自己的智慧与

力量。

【注释】
a   许其亮：《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

指导地位》，载《人民日报》2017年 11月 14日，第6版。

b   张树德：《习近平军事哲学思想研究》，载《扬州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第 5 页。

c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事战略》，新华网，2015年 

5 月 26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 

05/26/c_1115408217.htm，访问时间：2022 年 10 月

13 日。

d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第 215—216 页。

e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第 384 页。

f   周于兰、殷昭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军战略转型

研究》，载《理论观察》2021 年第 7 期，第 66 页。

g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事战略》，新华网，2015 

年 5月 2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 

05/26/c_1115408217.htm，访问时间：2022 年 10 月

15 日。

h   《美媒频繁炒作中国“核威胁”》，载《环球时报》2021

年 11 月 4 日，第 1 版。

i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国 

政府网，2019 年 7 月 24 日，http://www.gov.cn/xinwen/ 

2019-07/24/content_5414325.htm，访问时间：2022

年 10 月 15 日。



82当代中国与世界 2022 年第 4期（总第 8期）

理论前沿 CONTEMPORARY CHINA AND WORLD

j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事战略》，新华网，2015 

年 5 月 26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 

2015-05/26/c_1115408217.htm，访问时间：2022 年 10 

月 11 日。

k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第 401 页。

l   郝诗楠：《军事现代化与中国军政关系的形态变迁》，载

《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 年第 2 辑，第 204 页。

m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第 406 页。

n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 

国政府网，2019年 7月 24日，http://www.gov.cn/xinwen/ 

2019-07/24/content_5414325.htm，访问时间：2022 年 

10 月 25 日。

o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第 390—391 页。

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第 417—418 页。

q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第 388 页。

r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 

国政府网，2019年 7月 24日，http://www.gov.cn/xinwen/ 

2019-07/24/content_5414325.htm，访问时间：2022 年 

10 月 23 日。

s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第 385 页。

t   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

心：《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载《光明日报》2022 年 1

月 9 日，第 7 版。

u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第 219 页。

v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第 221 页。

w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第 413—414 页。

x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事战略》，新华网，2015 

年 5 月 26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 

2015-05/26/c_1115408217.htm，访问时间：2022 年 10 

月 19 日。

y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 

国政府网，2019年 7月 24日，http://www.gov.cn/xinwen/ 

2019-07/24/content_5414325.htm，访问时间：2022 年 

10 月 21 日。

z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 

国政府网，2019年 7月 24日，http://www.gov.cn/xinwen/ 

2019-07/24/content_5414325.htm，访问时间：2022 年 

10 月 22 日。

㉗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 

国政府网，2019年 7月 24日，http://www.gov.cn/xinwen/ 

2019-07/24/content_5414325.htm，访问时间：2022 年 

10 月 22 日。

㉘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 

国政府网，2019年 7月 24日，http://www.gov.cn/xinwen/ 

2019-07/24/content_5414325.htm，访问时间：2022 年 

10 月 26 日。

㉙   汪红伟：《中国对外军事合作及其作用和影响》，载《江

南社会学院学报》2021 年第 2 期，第 44 页。

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 

国政府网，2019年 7月 24日，http://www.gov.cn/xinwen/ 

2019-07/24/content_5414325.htm，访问时间：2022 年 

10 月 27 日。

（截稿：2022 年 11 月  责编：季哲忱）

作者简介   孙德刚，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