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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习主席强调：“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
安全的坚强后盾。”这一重大判断，明
确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在维护国家安全
中的根本价值所在，指明了维护国家
安全的最终保底手段。我们要在习近平
强军思想指引下，努力建设同我国国
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

充分认识国防和军队建

设作为国家安全坚强后盾的

重要地位作用

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的坚
强后盾，这是内涵丰富、意蕴深远的
科学判断，需要我们把历史与现实、
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深刻理解把
握，准确贯彻运用。

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维护国家

安全的底簟所在。维护新时代中国国
家安全，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
系统问题，主要包括政治安全、国土
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
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
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要素。在
这些安全要素当中，军事安全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习主席在讲话中多次
引用“国家大柄，莫重于兵”这一古
语，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提出
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明
确把军事摆在维护国家安全的三项保
障中的首位。在国际社会中，军事手
段往往是解决国家之间领土、主权等
核心利益冲突的最后手段。在其他各
种手段都无法奏效的情况下，冲突双
方往往就要在战场上一决雌雄。获胜
的一方，就是军事安全的一方，也是
最终从根本上获得国家安全和发展利
益的一方。实践表明，有了可靠的军
事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等其他
安全才能托底，总体国家安全才有强
大支撑。

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维护国家

安全的底牌所在。战略底牌，是在关
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使出的
“撒手锏”，能够底定乾坤、扶危定
倾。面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巩固
国防和强大军队就是我们党和人民的
底牌，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定海神
针。当今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进入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
段，我国安全和发展同外部世界的交
融性、关联性、互动性不断增强。在
国家安全大棋局与世界发展大变局相

交织的复杂局面中，要有力维护国家
安全、推动大变局向积极方向发展，
都离不开强大军事实力的托底保障。
在维护国家安全与推动国际格局向着
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演进的历史
进程中，我们坚定摒弃“国强必霸”
的陈旧逻辑，但决不会放弃强军对国
家核心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坚强保障。

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维护国家

安全的底气所在。自古以来，大国雄
风的底气在于强大的军队。这是因
为，一个强国的军事实力，绝不只是
创造国家的“安全产品”，还能发挥其
对国家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战略支撑
作用，大大提升国家的政治力、经济
力、文化力和外交力，使其在许多方
面获得更多战略主动和更多更大利
益。这是强大军事实力产生的巨大综
合性溢出效应。要清醒地看到，当代
中国世界性的经济贡献巨大，但整体
的世界性影响力尚不能与经济贡献相
匹配，综合国力尚未完全达到民族复
兴和国家强盛的要求，一个重要原因
是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
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把军队搞得
更强大，这样底气才足、腰杆才硬。”

新时代对铸牢国家安全

坚强后盾提出更高要求

我们的新时代是中华民族迎来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
新时代，要求人民军队回答好怎样为
这个伟大飞跃提供战略支撑的重大时
代课题。直面新时代提出的这一重大
课题，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国家安全
的坚强后盾，必须达到新的更高标准
要求。

这个后盾必须是世界一流的。党
的十九大提出，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包括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富
强的“强”，不仅指强国的“强”，也
指强军的“强”。强军的“强”是与时
俱进的。新时代衡量军队是否强大，
不能只与自己的过去比，更要与世界
强手比，把强军标准放到世界军事大
舞台上来评估和衡量。要按照世界一
流军队标准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
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
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努力建设
具有强大军事实战能力、能与世界强
国军队相抗衡的人民军队。

这个后盾必须是奋力铸就的。新
时代，我们要力争比原来的安排提前

1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
是人民军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战略支撑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既提出
了加速铸就国家安全坚强后盾的战略
需求，也为满足这一需求提供了必要
条件。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经济快
速增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可为强
军提供较为充分的物力财力支持。国
家科技发展的巨大进步，也为科技兴
军提供了强大支撑。面向未来，随着
民族复兴的持续推进，我国综合国力
还将极大提升，并为强军提供更为雄
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我们的强军号列
车必将沿着新时代的快车道奋力疾驰。

这个后盾必须是内外支撑的。长
期以来，我们党坚持把国防和军队建
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
来统筹，把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习主席明确指出：“把国防和军队建设
搞上去，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内在要求。”新时代，巩固国防
和强大军队不仅是内在支撑，而且要
在更大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随着我
国国家利益不断拓展，新时代我国安
全的内涵外延、时空领域、内外因素
都发生深刻变化，安全需求的综合
性、全域性、外向性特征更加突出。
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适应国家安全需
求的拓展，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提
供强大力量支撑。

这个后盾必须是一体融合的。随
着时代的发展，战争的制胜机理发生
了革命性变化，整体战力从依靠各种
要素的“叠加”向依靠所有参战力量
最大作战功能的耦合转变，现代战争
成为体系与体系的对抗。这种体系对
抗，不仅是一体化作战体系的对抗，
也是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对
抗。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必须
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有机融入经济社会
发展体系，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实现国家各领域战略布局一体融合、
战略资源一体整合、战略力量一体运
用，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
力，努力开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
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新局面。

打造适应新时代国家安

全战略需求的坚强后盾

新时代提出新需求，新需求催生
新动力。我们要适应国家安全需求的
新特点，把国防和军队锻造成符合时
代发展要求、紧贴国情军情的国家安
全坚强后盾。

在强国复兴大目标下筹划。一个
国家往往在两个时期面临的外部压力
最大，一个是积贫积弱之时，另一个
是发展振兴之时。从发展振兴来看，
大国崛起往往需经历崛起的准备期、
摩擦期、接纳期。其中，崛起的摩擦
期也被称为崛起的关键期、高危期。
在崛起的摩擦期，越是接近“错肩”
阶段，越是最关键和最紧要时期，越
是国家安全态势趋于紧张的时期。这
样的形势任务，要求我们增强忧患意
识，坚持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完成
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大目标下运筹谋划，
不断提高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
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
战争、打赢战争。

在复杂体系的构建中统筹。兵家
有云：“善集大成者，赢。”打造国家
安全坚强后盾，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工程，我们要主动运用系统思维来
筹划推进，善于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
发展。要“取法至高之境”，科学把握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军事辩
证法的思想精髓，善于对国防和军队
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矛盾关系进行辩证
思考，坚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
一中把握对立，以两点论和重点论相
统一的方法，给出铸就国家安全坚强
后盾的金钥匙。注重把构建联合作战
指挥体系、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军事
管理体系等统一起来，把备战与止
战、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
期军事力量运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运
筹，把新时代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熔
铸为一块整钢。

在突出问题的破解中推进。当
前，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重大历史
性成就，为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但我军现代化水平与国家
安全需求相比差距还很大，与世界先
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我军打
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各级干部指挥
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这些短板和弱
项不弥补起来，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
是致命的。要透过表征看实质，深深
触击“两个差距很大”“两个能力不
够”的症结和要害所在，注重从根子
上对症下药，从源头上革弊鼎新，从
全局上综合施策，对和平积弊来一个
大起底、大扫除，牢固树立战斗力这
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强化练兵备战
鲜明导向，坚持一切工作向能打仗、
打胜仗聚焦，推动我军实战能力不断
取得实质性的大跃升。

（执笔：王 强、刘光明）

铸牢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
■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些人变得

越来越只讲实惠。只要有利可图，坑

蒙拐骗什么事情都可以不择手段、不

顾廉耻地去干，法纪、道德和自己的

脸面统统弃之不顾。这是一种令人

不齿的病态人生，也是让正直的人们

忧心的一种社会现象。部队官兵中，

这种极端的事情相对比较少，但过分

看重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不大注重

道德品行和人格形象的修炼提升，过

分注重自己的感受、不大在乎别人的

看法，类似的思想和行为还是有所表

现，值得引起重视并认真加以解决。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文明的发

展，一是物质文明的发展，二是精神

文明的发展。人类生活基本上分为

两大类：一类是物质生活，一类是精

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要

不断丰富发展。理想的共产主义社

会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极大丰

富，人们可以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完

全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的需要。行为科学理论认为，人活着

有5种基本需求：第一种是生存的需

求，第二种是安全的需求，第三种是

集体归属的需求，第四种是荣誉的需

求，第五种是个人价值实现的需求。

这5种需求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到三个

层次，有的分为生存的需求和发展的

需求，也有的分为生存的需要、荣誉

的需要和事业有成的需要。一般来

说，这几种需要是递进满足的。人类

社会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人的生存

需要已经解决得比较好了，人们越来

越注重满足健康、安全、荣誉、自我价

值实现等方面的需要。

一个人活着，也有两种生命，一

种是物质的生命，一种是精神的生

命。精神的生命内涵非常丰富，有理

想信念、价值追求、道德修养、文化品

位等。就普通人来说，精神生命的状

态综合表现为一个人的名誉，名誉是

人们对一个人精神生命状态的评

价。俗话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

脸”，脸面就是人的名誉。名誉是人

的第二生命。名誉坏了，脸面丢尽

了，人活着就没意思了。我们要像爱

惜生命一样爱惜自己的名誉，既要珍

惜物质的生命，更要珍惜名誉这个第

二生命。懂得珍惜自己名誉的人，必

定有强烈的荣誉感和羞耻心，能够自

觉地弃恶从善，保持人格的尊严，从

而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好评。

部队官兵是整个社会中的先进

群体，在人生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

上理应有更高的标准。特别是当上

了军官后，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有了，

更应该注重珍惜名誉，积极追求精神

文化生活的丰富，追求情操人格的高

尚，追求学业事业的有成，努力为部

队为社会多做一些有价值的事。不

应该成天算计着到哪里能多赚几个

钱，房子什么时候能住得大一点，职

务怎么才能提得快一点。如果为了

一官半职或一点物质利益，把自己名

誉搞坏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要官

不要命”“要钱不要命”的做法，非常

不足取。

实际生活中，名誉不好的人，不

择手段去谋取名利，可能会得逞于一

时，能捞到一些好处。但是，也常见

那些人事与愿违，“偷鸡不成反蚀一

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随着法制

的健全和整个社会道德水准、文明程

度的提高，那些不顾名誉、不要脸面

的“赖子”，越来越难混出什么名堂

来。

珍惜自己名誉与爱面子不完全

是一回事。爱面子，有珍惜名誉的积

极因素，但多了一份虚荣心，缺乏正

视自己缺点不足、务实积极进取的态

度。珍惜名誉，要去掉那一份虚荣

心，自觉自愿、持之以恒地严格要求

自己，通过自己时时处处的良言善行

赢得好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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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

最大的农民战争，其兴也勃，其亡也速，

引发了百年来不少革命家为之扼腕感

叹。毛泽东同志曾对太平天国的兴亡很

感兴趣，他在1944年11月致信郭沫若

说：“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

验，会是很有益的。”可惜因种种原因，直

至改革开放后，国内史学界才能客观地

总结其经验教训，使前车之覆能成为后

车之鉴。

1851年1月，原来不为多少人所

知的“拜上帝会”在广西偏僻的金田村

一呼而起，很快有上百万人闻风响应，

兵锋席卷半个中国。1853年春，太平

黄旗插上国内第二大城金陵，这堪称

继大泽乡、黄巾起义后的又一场历史

性民间起义。

大规模起义的兴起需要广泛的社

会基础。鸦片战争后的国内阶级压迫

和盘剥加重，外国商品大量输入和五

口通商又造成南方众多人口失业。原

在粤桂两地间搞长途贩运的杨秀清被

迫到山区烧炭，在广东考不上秀才的

私塾教师洪秀全到那里宣传“原道救

世”和“天下一家”的理念，短时间内就

组织起有上万人参加的“拜上帝会”。

洪秀全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强调造反

是“奉天诛妖”，然后就能建立“新天

朝”，达到“世上之人皆兄弟”的“均

平”。这实际是古代平均主义即“均贫

富”的新版本。太平军在数千里转战

途中，将前来投奔的大批饥民、流民组

织成军，规定“人人不受私”，财物都归

“圣库”，向他们许诺日后可共享富贵，

并在军中实行男女分居的禁欲生活。

这样一来，无牵无挂的造反者能够舍

身拼命，相比之下只知谋钱保命的清

军官兵自然不是对手。

然而历史事实却证实，“均平”对饥

寒者而言能在短期内起到兴奋剂的作用，

但平均主义最终只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

邦，禁欲主义也只能作为专注于生死搏杀

的战斗队伍的临时举措。一旦环境稳定

政权建立，在有限财富和人们无限私欲的

作用下，只可能均贫而不可能均富。表面

上讲平均，事实上只有上层少数人享受特

权，下层则共同受穷。在“平均主义”的口

号下，滥用权力的现象反而日益加剧，而

权力的滥用又从根本上摧毁了平均主义。

1853年春，太平军定都天京后，对

于下层军民仍严禁喝酒抽烟、剪发刮

面、夫妻同宿及私藏财物，违者“斩首不

留”，特权阶层却更为纵欲享乐。洪秀

全在新建的天王府内所纳嫔妃多达88

人（还有一说108人），东王、北王乃至

翼王也效仿其大修府邸。太平军中的

普通官兵只能吃大锅钣，粮食供应不足

时要“合城食粥”，上阵冲锋者才“准吃

饭”。如此差距悬殊的待遇，真是对《天

朝田亩制度》中“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

暖”的辛辣讽刺。虽然后来有观点认为

太平天国是“农民政权”，但实际上它在

进城后就变为封建政权了。

在封建体制下，作威作福的关键

是掌握权力，对权力的争夺又会导致

自相残杀，这也成为旧式农民政权难

以逃脱的规律。定都天京仅3年，太平

天国就出现了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

之间的血腥内讧，导致“人心冷淡，士

气减半”，军民原有的幻想在宗教狂热

冷却后完全破灭，一时盛传“天父杀天

兄，江山打不通”的歌谣。太平军初期

能够以少胜多，后期扩兵至百万众却

敌不过总数不足20万的湘淮军，且屡

屡有数以万计的官兵集体投降，最终

在湘军围攻下于1864年夏天覆灭。

太平天国悲剧产生的根源在于，洪

秀全等人成长于落后的封建社会，思想

上跳不出小农意识，掌权后迅速腐败堕

落。防治腐败、限制特权，不能依靠旧

式农民起义所提出的宗教虚言和乌托

邦幻想。只有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推

翻几千年封建专制，建立人民民主的政

治制度，才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国家

繁荣富强的根本途径。这是我们回顾

太平天国的教训后应当得到的感悟。

太平天国悲剧产生的根源在于，洪秀全等人成长于落后的封建社会，思想
上跳不出小农意识，掌权后迅速腐败堕落

太平军何以速兴速亡
■徐 焰

释义：2017年10月31日，习主席在
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的重要讲话中引

用，语出《庄子·内篇·人间世第四》，意思

是事物的发展开始简单，发展起来、结束

或将要完成的时候必定艰巨。

解析：习主席在此引用这句话，意在强
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

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
是在这个即将实现梦想的时候，全体党员
越要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明确肩负的重
大责任，增强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目
标任务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畏艰
难、不怕牺牲，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郭龙佼辑）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问：习主席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对此

应该如何理解？

77608部队排长 杨晓兵

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
掉下来的”，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结果，是我们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
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是历史逻
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具
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实践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发
展的历史必然。旧中国处于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而
民族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软弱性、动摇性，
使旧民主主义革命最终陷于失败境地。

中国人民在我们党身上看到了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的希望，在党的领导下走上
了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
党领导人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一个独立的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但也遭受过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我们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
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
史性决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
阔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找到了正确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科学社会
主义的理论逻辑。19世纪 40年代，马克
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吸收了空想社会
主义的合理成分，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
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客观规律，从而将社
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20世纪初，列
宁领导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将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在这一过
程中，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
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公有制等科

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原则。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
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了
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植根于中国大地、
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
展进步要求的当代中国科学社会主义。

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
眺前行的路，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
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伟大实
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近 70 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
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 97年
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
族由衰到盛 17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
来的，是对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的传承
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
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得
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
“四个自信”，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余远来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编者按：“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则无患也。”今年的 4月 15日，是党的十九大后第一个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为强化官兵国家安全意识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责任感使命感，引导官兵深刻理
解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国家安全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约请国防大学有关专家，围绕“国防和军队建
设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这一主题，进行深入阐释，供大家参考。

理论答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