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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邓小平的治军方略和治军思想

韩金强
（军事科学院 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北京100091）

摘要：邓小平在建军治军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一套治军方略和治军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我们这个军

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军队就是提高战斗力，要准备打仗；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继承和发扬老

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军队非讲纪律不可，整顿军队必须严格整顿纪律；军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要走在全社会的

前列。捕捉邓小平同志建军治军中所辐射出的透视历史、总揽现实、远瞻未来的智慧之光，对于更好领会和深入贯彻

习近平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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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军的创始人之一，邓小平一生中用了

很大精力研究建军治军问题，创造和积累了极其

丰富的带兵经验，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马

克思主义的治军方略和治军思想，为当代中国军

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做出了伟大的历

史贡献。在纪念邓小平诞辰 110周年之际，我们学

习和研究邓小平的治军方略，对于新形势下深刻

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

要论述，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

一、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

挥党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指挥枪，历

来是我军的根本原则，也是我军的优良传统。邓

小平几十年的革命经历，尤其是他独特而辉煌的

军事生涯，决定了他对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

一建军原则，有着超乎常人的深切体验。关于坚

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邓小平着重强调了如

下方面。

其一，军队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坚决听党的话。1975 年 1 月，重新回到中央

领导岗位的邓小平第一次在军队讲话，开篇就说：

“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

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

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1]1

“党要管军队，因为军队始终是党领导的。”[2]317他反

复强调军队必须“努力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的模范”[1]395。1989年 9月 4日，他再次

要求：“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

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2]317

其二，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

人手里。邓小平指出：“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

人。”[2]317 治国如此，治军也是如此。军队掌握在什

么人手里，关系到军队建设的方向。要使军队永远

听党的话，听从党的指挥，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关键是要选忠于党、忠于党的事业的

人。邓小平指出，“我们今后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

要选用什么人呢？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1]75。

其三，不断加强军队各级党组织的作风建设。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通过军队中的各级党组织

实现的。邓小平指出：“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

具有决定的意义。”[1]178实践证明，我军之所以能传承

这种优良作风，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党的各级组织

作风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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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队就是提高战斗力，要准备打仗

邓小平在领导我军加强质量建设过程中，一直

强调要全面提高军队战斗力。在 1975 年中央军委

扩大会议上，他提出军队“要准备打仗”的要求，目

的就是要排除各种影响军队战斗力的不利因素。

在 1978 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这

次会议着重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政

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1]113

在 1982 年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再次强调：

“军队就是提高战斗力”[1]410。战斗力标准的形成不

仅对军队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丰富和发

展了军事辩证法理论。邓小平提出的战斗力标准，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条原则上。一是坚持“精兵”原

则。邓小平曾告诫全军：“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

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

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现

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

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1]284-285。他一

再强调：“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1]285邓小平

主张的精简，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员，减少

统帅机构、指挥机构人员，减少干部。 在减少军队

员额的同时，邓小平强调要提高部队整体素质。正

是坚持了这一原则，事实上，邓小平主持的“百万大

裁军”，“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

强了军队的战斗力”[2]126。二是坚持“利器”的原

则。针对我军在武器装备和现代科学技术素质等方

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的实际，邓小

平及时指出，“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

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1]395邓小平主

张通过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发展武器装备，实

行科研领先，加强国防科学技术的开发、引进和利

用，加速推进我国国防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邓小

平十分重视人与装备的统一，强调指出，没有一大批

高素质的人才，就无法掌握新的武器装备，无法创造

和运用新的战法，也就不可能赢得未来战争的胜

利。三是坚持“合成、高效”的原则。邓小平认为，军

队的科学编组，最重要的是加强军队的合成。只有

在体制编制上，在训练、指挥和管理上，使诸军兵种

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平时编在一起，练在一起，战

时才能统一指挥，才能真正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三、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邓小平基于对国际战略形势的正确判断，紧密

结合军队建设实际，指出：“战略要研究的问题，不

仅是作战问题，还包括训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

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1]21。1977 年，他再次提出：

“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

到战略地位”[1]60。邓小平极为重视军队的教育训

练，其关于军队教育训练的思想主要包括如下方

面。其一，从实战需要出发，勤学苦练。训练是为

作战服务的，是战争的直接准备。邓小平提出：“部

队的训练，要认真地进行实战训练，要抓紧，有很多

事情要做。”[3]115“军队要有打仗，靠提高政治觉悟，

靠勤学苦练。不苦练不仅不能提高本领，还会出事

故。从战士到干部都要苦练。干部，包括各级领导

干部，都要在苦练中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

一个连长、一个指导员，不知道每一个兵的情况，当

什么连长、指导员！一个军长，不懂得连队，怎么指

挥你这个军！更不要说师、团干部了。”[1]60 邓小平

不仅强调了勤学苦练的重要性，而且指明了勤学苦

练的具体内容，即不仅要练技术、练战术，而且要练

思想、练作风、练指挥。其二，以合成训练为重点，

提高协同作战能力。狠抓合成训练，是邓小平关于

军队教育训练问题的一个重要观点。邓小平强调

指出：“训练可是要注意合成训练，抓合成军作战训

练。”[3]116“平时部队的训练，大家也还是在抓，确实

也需要抓紧。但是不能总是停留在练射击、刺杀、

投手榴弹的水平上，现在单练这些就不够了。怎样

对付坦克、飞机等等，每个战士都得学会。怎样把

天上地下协同起来，我们也要学会。”[1]2891981 年 9

月，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亲自检阅华北某地部队的

合同作战演习时，号召全军一定要加强军政训练，

进一步增强部队的军政素质，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

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其三，适应现代战争需

要，大力进行训练改革。邓小平非常注重教育训练

的体制、制度方面的改革。为了搞好训练，他提出

要对教育训练“从制度上考虑”，要“作为一个制度

问题加以解决”[1]289，既要建立、健全科学的教育训

练体制、制度，同时也要加强教育训练立法，加强教

育训练的体制、制度建设，从而保证教育训练的战

略地位，克服教育训练的随意性、不稳定性。其四，

把干部训练作为重点。教育训练既有干部训练，也

有战士训练，但核心是干部的教育训练。邓小平反

复强调要把干部作为训练重点，指出：“干部，包括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在苦练中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

能力”[1]60，“使干部既学到现代战争知识，又学到现

代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还要学会做政治工作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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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1]76。把干部的训练作为部队训练的重点来

看待。这不仅是邓小平重视干部能力、重视人才思

想的体现，也体现了其对军队建设内在规律的深刻

认识和把握。其五，把院校教育作为整个教育训练

的重要环节。邓小平指出：“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

战略的位置。教育训练，就包括院校。”[3]124“在军队

中，科研和教育也要一起抓，进行现代战争没有现

代战争知识怎么行？要使军队领导干部自己有知

识而且尊重知识。要办各级学校，经过训练，使军

队领导干部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战争知

识。”[1]41 邓小平在为景山学校题词中指出：“教育要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2]35这不只是对地方

学校讲的，也是对军事教育讲的，它反映了我军军事

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我军在当前和未来复杂的国

际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指明了方向。邓小平按

照实现新的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针对我军干部素质

的弱项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军事教育内容进行了规

范，要求全军干部“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

军兵种联合作战。不但高级干部要学，连排干部也要

学，都要懂得现代化战争”[1]62。

四、继承和发扬老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邓

小平关于加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一贯思想。1975

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军队要整顿”，“优良传统要

恢复”[4]1。1981年，他要求部队“继承和发扬人民军

队的光荣传统”[1]395。1992 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

邓小平再次嘱咐我军要发扬优良传统，保持老红军

本色。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是邓小平为加强我军革命

化建设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为此，邓小平突出强调

了“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发

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抑制腐朽思想

文化及生活方式的侵蚀和影响”这样两个方面。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党我军优良作风的精

髓。在新时期的治军过程中，邓小平尤其注重解放思

想与实事求是。一是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的观点。邓小平说：“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

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

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

实，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拿

事实来说话”[2]113-115。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克服形

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邓小平告诫我们，“现在有一

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形式主义也是官僚

主义”[2]381，我们一定要“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

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

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1]114。 三是要求说老实话，

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艰苦奋斗是我党我军的政治本色，是我们战胜

敌人，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取得成功的巨大精神力

量。邓小平指出：“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2]290

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如果贪图享乐安逸，不

提倡艰苦奋斗，就不可能成为一支具有良好形象和

强大战斗力的军队。为此，一是使广大官兵切实认

清国情，真正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邓小平告

诫全党全军：“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

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水

平。……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我们不能不提倡和实行艰苦创业。”[1]257二是加

强艰苦奋斗教育，形成勤俭一切事业的好风气。邓

小平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

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

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2]306三是以反对干部

特殊化为重点，加强廉政建设。发扬艰苦奋斗的精

神，抑制腐朽思想文化影响的侵蚀，关键在于领导机

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

优良传统和作风，首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发扬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精神。

五、军队非讲纪律不可，整顿军队必须严格

整顿纪律

邓小平说：“军队非讲纪律不可，纪律松弛是不

行的。”[1]81 严格纪律、严格管理是邓小平几十年领

导我军建设过程中的一贯主张。军队如果没有严

格的组织纪律，就不成其为军队。1975 年，邓小平

指出：“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1]2，“整顿军队必须严

格整顿纪律”[1]82。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没有严格的

纪律，制度再好也不可能坚持下来。邓小平关于严

格军纪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改革完善军队体制编制

以及依法从严治军这两个方面。

邓小平十分重视整顿军队编制。1975 年，邓小

平指出：“这一次编制要严格搞，要切实遵守编制。可

以说编制就是法律。”[1]20同时，他也十分重视改革军

队的体制，强调要实现编制与体制的有机结合，建

立起军队科学的组织结构和完善的规章制度。

邓小平一向主张从严治军并善于从严治军。

在治军方面，邓小平特别强调“制度”和“纪律”这两

个问题。邓小平多次讲：“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

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1]11“制度要建立，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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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严。”[3]131邓小平多次讲：“我们过去革命，就是靠

纪律，而且是自觉纪律。”[1]408 严之于“法”，治之于

“规”，依法治军首先要抓军事立法，解决有法可

依的问题。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军队

只有建立起必要的法规制度，才能使从严治军做

到严之有据，严之有理，严之有度，真正做到令行

禁止。

六、军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要走在全社会

的前列

邓小平十分重视我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提出军队要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带头作用、模

范作用”，要走在全社会的前列，这成为邓小平治军

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首先，军队精神文明建设走在全社会的前列，

是由我军性质和宗旨决定的。邓小平指出：“这个

性质是，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我

们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

会主义。”[2]334我军的这一性质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内涵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军的性质、宗旨和

职能，以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

军队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准应该更高一些，义不容辞

地要走在全社会前列，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

统，为促进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其次，军队精神文明建设走在全社会的前列，

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我军是党领导下的具有高度

政治觉悟、良好道德风尚和严明组织纪律的人民军

队。这支军队有培养时代英雄、弘扬崇高精神的良

好氛围和肥沃土壤，有向社会传播共产主义理想信

念和思想道德的光荣传统。

再次，军队精神文明建设走在全社会的前列，

是新时期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

必然要求。军队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军“三化”建设

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军“三化”建设的重要动力。二

者之间的关系是有机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辩证统一的关系。

今天，我们仍然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学习和研究

邓小平治军方略和治军思想，不仅仅在于它是一份

不可多得的宝贵政治遗产，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仍然

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邓小平的治军方略和

治军思想博大精深，并伴随着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

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在新的形势下，以习近平为总

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

标，正是对邓小平治军方略和治军思想的拓展和延

伸、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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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Deng Xiaoping gained a wealth of experience in running the army. The main contents are as follows: the

CPC commands the army and not the opposite; the army aims at increasing its combat effectiveness and is prepared

to fight; the army should put its educational training in the strategic position; the army should inherit and carry for-

ward the fine tradition and style of the Red Army; the army must be strictly disciplined; the army should take the lead

in building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the whole society. Deng’s vision, farsightedness and resource in running the army

certainly enlighten us in pushing forward with our national defense and army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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