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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1973年12月任中央军委委员参与中央军委领导工作，1975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81年6月任中央军委主席，至1989年11月退休，共领导和参与

领导中央军委工作16年，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全面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优良传统和有效制度

“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1975年1月25日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指出：“从一九五九

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

丢掉了，⋯⋯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优良传统要恢复。”①同年7月14日，

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存在“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军队

整顿就是整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

荣。’”②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确定军队整顿的任务和指导原则，实际上就是恢复20世纪50年

代确立的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贯彻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军队面貌明显好

转。但是，由于受到“四人帮”的破坏，军队整顿的任务于1976年初被迫中断，直至“文化

大革命”结束，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才得以继续贯彻。

全面恢复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优良传统和有效制度，主要包括：

（一）重新明确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战略方针是国家总的军事政策，是指导国防

和军队建设、开展军事斗争以及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的总依据和总纲领。1956年3月的中央军委

扩大会议，根据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对外政策等，确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积极防御战略

方针的基本精神，要求在战争爆发前加强战争准备，采取积极措施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

当中国受到外敌侵略时，要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把战

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敌进行持久作战，夺取战略上的主动权，然后由

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最后彻底打败敌人。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先后将这一战略方

针具体解释和表述为“北顶南放”和“诱敌深入”。林彪集团垮台后，1977年明确为“积极

摘要：邓小平领导和参与领导中央军委工作期间，全面恢复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优良传统和有效制

度；提出并确立了中国特色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原则；开创了中国特色精兵之路，为国防和军

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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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诱敌深入”的方针。“文化大革命”结束

后，军队许多高级将领就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

作战的战略方针问题提出建议。1976年12月，时

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治委员的粟裕向军委提出：

“对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缺乏统一正确的理

解。”①1979年1月，他在军事科学院作报告时指

出：“在战争初期，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着眼于抗住敌人战略突袭的

最初几个浪头，挡住敌人的‘三板斧’，保存自

己的有生力量，从被动中夺取主动。”②粟裕的认

识，实际上否定了把“诱敌深入”方针绝对化、

简单化的倾向，在全军引发了一场讨论。1980年9

月，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宋时轮致信军委明确

提出：不宜将诱敌深入与积极防御并列为战略方

针，“战略方针似以采取积极防御为宜”③。当时

的军事战略委员会和军委领导人也有与此大体相

同的看法。同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举

办的防卫作战研究班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我

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

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

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既然是积极防

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④邓小平一锤定音，

为军事战略方针的讨论作了结论，中国的军事战

略方针从此重新明确为“积极防御”四个字。

（二）重新明确军队建设的总任务。1953

年，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

最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⑤。1953年12月7日至

1954年1月26日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

会议，对军队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进行

了全面部署。当时，虽未将这“三化”并提，但

实际上军队建设就是按这“三化”要求进行的。

贯彻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精神，军队

建设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取得了辉煌成就。林

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从1964年底开始，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突出政治”和精神万

能论，无限度夸大政治工作的作用，把政治工作

摆到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可以冲击一切的不适

当地位，将革命化建设与现代化建设对立起来，

正规化建设基本废弛。这既给整个军队建设造成

严重损失，也给政治工作本身造成严重损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军队建设开始拨乱反

正。1981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

演习部队时明确提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

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人民解

放军建设的总任务得以重新明确。

（三）重新明确和平时期军事训练的重要地

位。1953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开始走向正规军

事训练。此后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明确了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

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而且“训

练干部的工作，是我们在建设现代化军队中长期

的、经常的中心工作的中心。”⑥20世纪50年代中

后期和1963年、1964年，军事训练包括军事演习

出现了非常喜人的形势，军队初、中、高级指挥

院校和其他各级各类院校，形成了较完整的教育

培训体系，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军事人才。从林

彪推行突出政治开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

半期，军事训练基本停滞，军事院校几乎全部瘫

痪，2/3的院校被砍掉。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

议上强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

位置上。”“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至少在战争

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要好好办学校”，

“不打仗，除了搞演习以外，办一点学校，这总

是个办法”⑦。1977年8月23日，邓小平在军委座

谈会上再次强调：“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

战略地位”，要把这个方针具体化，“一个方面

是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另一方面是通

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⑧同年9月，军委成

立了全军教育训练委员会，12月军委全体会议作

出《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

好军队院校的决定》，1984年1月颁发《关于全军

教育训练改革的若干问题》等，全面恢复和推动

①《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1020页，北京，当代

中国出版社，2000。

②《粟裕文选》，第3卷，678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

社，2004。

③《宋时轮军事文选》，244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

社，2007。

④《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77页。

⑤《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188页注释

［2］，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⑥《彭德怀军事文选》，4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⑦《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33～34页。

⑧《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5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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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教育训练及改革，重点加强中高级干部的

合成战役训练。到1984年，全军基本恢复并形成

了比较完整的干部培训体系。

（四）恢复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明确定位

政治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自1964年

底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军队政治工

作严重脱离实际，形式主义、形而上学、假大空

的一套泛滥，致使政治工作的威信、作用大大降

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多次谈到要

恢复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将其作为军队整顿

的任务之一。他强调：要从总政治部搞起，“把

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恢复到红军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水平。⋯⋯要破

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立毛泽东同志关于

政治工作的理论和传统作风，并在新的条件下发

展提高。”①“政治工作的任务，主要是保证军

队的性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

行，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提高部队的

战斗力。”②1986年12月的军委扩大会议，重点研

究讨论了《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定位

为：必须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

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

质，保证军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军

队内部团结和军政军民团结，保证军队战斗力的

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此后，在修订政治工作

条例时，军队政治工作的这一定位被略微调整，

写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

此外，邓小平领导和参与领导军委工作后，

还恢复了许多有效规章制度，并制定了一些新的

规章制度，使国防和军队建设重新走上了健康发

展的轨道。

二、提出并确立了中国特色国防和军队建设

的指导方针和原则

上述恢复的优良传统和有效制度，本身就是

中国特色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方针。此外，邓

小平还强调和提出了以下重要方针和原则。

（一）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中

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

队，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紧紧地和

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这

支军队的唯一宗旨。军队向来是国家机器的主要

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支军队依靠全国人

民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后，成为执政党，这

支军队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是保

卫国家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

石。1975年军队整顿时，邓小平就指出：“我们

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③1989

年平息北京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

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指出：“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

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

解放军考试合格。”“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

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不管

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

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

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

人。”④同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参加军委扩大会

议全体同志时强调：“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

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

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与

世界各国的军队不同。就是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

的军队也不同，因为他们的军队与我们的军队经

历不同。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

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我确信，我们的军队

能够做到这一点，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军队能够履

行自己的责任。”⑤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

质，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

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人民解放

军建设最根本的政治要求。

（二）现代条件下仍然要坚持人民战争。中

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所有战争都是为了人民、依

靠人民的人民战争。实行人民战争是取得中国革

命战争胜利的法宝之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

就是人民战争思想。邓小平指出，人民战争是我

们的传统，在现代条件下仍要坚持人民战争。为

①《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21页。

②《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99页。

③《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6页。

④《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303、304页。

⑤《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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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进一步强调：第一，“我们历来的经验，

就是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因为我们进行

的是正义战争，是人民战争。这一点，我们要有

充分的信心。”①第二，“搞人民战争并不是不要

军队现代化。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要建立

强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提出军队的现代化。

现在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就包括国防现代化，这

是毛主席的思想。⋯⋯我们现在还是坚持人民

战争。”②第三，“并不是有了最先进的现代化

装备就能解决问题的，不是这样的。最新的例子

就是阿富汗。苏联在阿富汗有十万最现代化的军

队，但是也消灭不了游击队。中国总比阿富汗强

一点，人口比它多几十倍，地方也大几十倍，所

以我们有我们的打法，我们有我们的传统。”③

第四，“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不同，装备不

同，手段也不同。⋯⋯但战略思想仍然是人民战

争。条件不同，人民战争的表现形式也不同。装

备的改进，使人民战争更有力量。”“过去是正

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现在是野战军、地

方军和民兵三结合。”“敌人要打进来，中国的

‘三结合’就会叫敌人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之中。”④1978年3月15日，邓小平为军事科学院

题词：“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

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⑤现代条件下仍

然要坚持人民战争，是邓小平为中国未来反侵略

战争确定的一条重要的战略指导方针。

（三）军队建设要以现代化为中心。邓小平

针对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即现代战争的客观需

要同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水平比较低的矛盾，把现

代化建设摆到军队建设全局的中心位置。他提醒

全军：在正确认识自己和正确认识对手这个最基

本的问题上，“从自己落后的方面去看看人家

的，找一找差距，很有必要”。虽然军队现代化

不是马上就能解决的，“但指导思想要明确，就

是要解决现代化问题。”“四个现代化，其中就

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

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国防的现代化，只

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

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弄得好一些，就

可以在现有的国力下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⑥。邓

小平确定的以现代化为中心，把人民军队建设成

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是人

民解放军建设的发展道路。

（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文化大革命”中不但军事训练处于停滞状态，

而且军队膨胀，机关庞大，人浮于事，臃肿不

堪。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975年军队整顿

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膨胀起来，不精

干，打起仗来就不行。”⑦后来，他又多次谈

到：“这么庞大的指挥机构，指挥战争是要打败

仗的。”⑧“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

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作战指挥，就

是疏散也不容易。”“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

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即使战争要爆

发，我们也要消肿。肿，就是表现在我们指挥战

争的能力不高。虚胖子能打仗？拳击运动员身

体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我讲

过，我们的肿，真正打起仗来，就是跑反也跑不

赢。确实如此啊。如果真正打起仗来，像我们现

在这种臃肿状态的高层领导机构，根本不可能搞

好指挥。”“更重要的是提高军队素质。战争不

来是这样，战争快来也是这样，都要提高军队素

质。”“军队就是提高战斗力”。⑨根据世界军事

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情军情，邓小平提出了走中

国特色精兵之路的军队建设方针，基本要求是：

精兵、合成、高效。“精兵”就是把军队搞精

干，压缩员额，精简机关，全面提高官兵素质；

“合成”就是科学的编成，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

指挥和协同；“高效”就是机关提高工作效率和

指挥水平，部队提高协同作战、快速反应、电子

对抗、野战生存、综合保障等各种能力。

（五）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大

局。经济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解

①《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80～81页。

②《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35页。

③ 中央军委办公厅：《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

选编》，75页，北京，八一出版社，1993。

④《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35页。

⑤《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91页。

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04、105、274、81页。

⑦《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6页。

⑧《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04页。

⑨《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68、169、266、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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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建设问题，关键是要把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邓小平就反复强调，要一

切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一切照顾国家建设这

个大局；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要在这

个大局下面行动。1981年5月，邓小平在听取总

后勤部汇报时指出：“要重视经济建设，国防建

设必须明确服从经济建设，不然国防建设也是空

的。”①1984年11月，他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

“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

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

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

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

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

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要从大局

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

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了，国力

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

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

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②在1985年6月的中央

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又强调：“四化总得有先有

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

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

年。我看，到本世纪末⋯⋯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

钱来更新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

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

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③这些为正

确处理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的关

系，确立了大政方针。

邓小平领导和参与领导中央军委工作16年

间，从中国国情和军情出发，继承和发展毛泽东

军事思想，创造性地总结和完整系统地提出了改

革开放后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这是邓小平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根

本依据和指导方针。

三、开创了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战备和执行“三支

两军”任务，人民解放军膨胀到610余万人。邓

小平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后，抓军队工作的第一

件事，就是贯彻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

邓小平领导整顿军队之初，最根本、最要害的就

是拿“肿”开刀，抓体制编制，以提高军队战斗

力，达到精兵、合成、高效的要求。

197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重点讨论了压缩军

队定额、调整体制编制问题。基本原则是：大力

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压缩

普通兵员，淘汰陈旧装备；有些部队实行简编，

保留技术骨干和技术装备；保持一定数量的齐装

满员部队，有重点地加强技术兵种部队的建设，

通过整编，把部队搞得比较精干，提高作战能

力。同年9月，军委批转了总参谋部根据军委扩

大会议精神拟制的《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

制的方案》。方案规定：三年内全军总人数精简

26.2%，其中步兵部队精简27.3%，海军精简17%，

空军精简16.4%，各军区机关及直属单位精简

38%，总部机关及直属单位精简16.5%。由于“四

人帮”的干扰破坏，邓小平于1976年4月被撤销了

一切职务，这次整编也被迫中止，没有达到预期

目标。至当年12月全军总人数虽减到529.9万人，

但按预定计划还需裁减80万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邓小平恢复职

务后，多次明确指出：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

正确的，那次会议确定的军队整顿的各项任务

要继续贯彻，军队整顿至少是三五年的纲；军

队要继续“消肿”。④同时强调，要按编制定额

精简，不许超编；“要‘消肿’，不改革体制

不行。”⑤1980年，他提出可以研究“搞些合成

军、合成师。这样便于平时合成训练，便于指挥

员熟悉特种兵的指挥，就能把平时训练和战时使

用结合起来，免得临时配属不习惯”。“把一个

军组成一个合成军，有炮，有坦克，有导弹，炮

包括防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集团军。战时这就

是预备队，使用于突击方向。这样的意见是值得

①《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95页。

②《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261页。

③《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274页。

④ 参见《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62、78、104页。

⑤《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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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的”①。同年，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以总参

谋长杨得志为组长的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领导研

究军队体制改革问题。1982年7月召开的中央军

委座谈会，明确确定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

原则是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为适

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诸军兵种合同作战指挥需

要，经中共中央批准，从9月1日起，军委炮兵、

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下属

的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作为管理全军

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的业务部门。同月，军委

批准下发《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执行

这一方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编制

人员分别减少22.9%、15.2%、32%，均撤并了一

些机构；将铁道兵指挥机关及所属部队共14.8万

余人全部并入铁道部，撤销基本建设工程兵领导

机构及其番号，所属部队共34万人按系统对口转

业到国务院有关部和所在省、市、自治区；1983

年12月开始组建陆军机械化步兵师，师辖机械化

步兵团、坦克团、炮兵团、高炮团和工兵、通信

兵、防化学兵等专业分队，将北京军区第38军和

沈阳军区第39军作为试点，改为集团军，军辖3个

陆军师、1个坦克师、1个地炮师、1个高炮师和1

个工兵团；按陆海空军后勤向联合后勤方向发展

的要求，在济南军区组织了后勤体制改革试点。

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军队院校体制编制也作

了相应调整。至1984年，《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

编方案》规定的任务完成，全军总人数减到400万

人。至此，“消肿”已明显见效，优化体制编制

也开始试点。

1979年1月中美建交，20世纪80年代中苏紧张

关系逐渐缓解。在1984年11月1日军委座谈会上，

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指出：“仗打

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十年，现

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十年。现在能发动战争的

还是美苏两家，但是这两家都不敢动，哪一家都

有毁灭世界的能力，谁敢动啊？”“现在我们应

该真正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

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

搞建设，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

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我们怎么还能够安

心地搞建设？⋯⋯也不可能确定建军的正确原则

和方向。”他提出，军队要进一步裁减一百万。
②1985年3月4日，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现

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

题。”③根据这种判断，1985年5～6月的中央军委

扩大会议作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

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立足于准备早打、大

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

道上来。这次会议决定裁军100万，并通过了《军

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这个方案要求精

简与改革体制编制、改革有关制度同步进行；精

简机关、减少层次、撤并机构、降低部分单位等

级；裁减部分陆海空军部队，主要是步兵部队、

守备部队和勤务保障部队；精干编制，减少干部

和保障人员；调整比例，加强合成等。这次整编

到1987年底基本顺利完成，减少了员额，精干了

机构，优化了部队编成。全军总人数由400.6万人

减至305万人，各级军区机关人员减少了53.6%，

三总部机关人员减少将近一半，大军区由11个裁

并为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师、团级单位

4054个。陆军军全部整编为集团军，陆军集团军

中技术兵种比例第一次超过步兵比例，提高了合

成程度，增强了整体威力和独立作战能力，组建

了陆军航空兵部队。海空军部队淘汰了旧装备，

相应减少了人员等。至此，人民解放军走出了一条

中国特色精兵、合成、高效的建设之路。

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国防和军队建设提

出完整系统的理论、方针和原则，同时在实践中

为军队改革发展开创了中国特色精兵之路，这些

为此后直至今天中国特色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

改革，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也对今

后中国特色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发展具有长期指

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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