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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状况 1．国力及综合国力 (l）国力。国力即一个国家的

力量，首先是指经济实力。它是国力中最基础的部分，也是

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国家经济实力通常从以下几个方面

来衡量：①反映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净产值之和的国民收人；

②反映全社会各部门（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

）增加值之和的国民生产总值；③反映财政实力的国家财政

收入；④反映金融实力的银行资金；⑤反映建设力量增强的

扩大再生产投资；⑥主要产品产量及其在世界的位次。 (2）

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包括地理环境、人口、资

源、经济、科技和国防实力、国民凝聚力在内的生存力，包

括社会、经济、科技、国防各方面发展的综合能力，包括国

家战略目标、国家意志、政治制度、政府素质、调整改革能

力在内的协同力的有机结合。 国际上测算综合国力的方法各

不相同。中国学者则是采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对综合国力诸构成要素进行系统分析，设计出一个由主方程

和30多个子方程组成的微分方程组—“综合国力动态方程”

，运用该方程组，根据对不同时期的测算，计算出反映各个

时期的综合国力变化和发展的“综合国力指数”指标。 2．

我国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 (1）我国的经济实力。新中国成

立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变化明显。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997年已增至74772亿元，

比1978年的3624亿元扩大近20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



增长9.8%，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到1997年，我国经济

总量已居世界第七位。从主要产品在世界各国所占位次的变

化，也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进入90年代，我

国产量居世界前10名的工业品有：钢、原煤、原油、电、水

泥、硫酸、化肥、化纤、棉布、糖、电视机等，其中钢、煤

、水泥、棉布和电视机居世界首位。 (2）我国的综合国力。

根据中国学者的“综合国力动态方程”测算，1949年中国的

综合国力居世界第13位；1961年上升到第10位；1962一1969年

由于经济出现困难，技术进步受挫，加上其他因素，综合国

力呈下降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年由第11位上

升到第8位；目前已上升到第6位。根据这一方程预测，

到2000年前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经济、科

技、教育等领域的协调发展，并把香港、澳门的力量计算在

内，我国的综合国力将可能稳步上升到世界第5位。 二、国

防能力的增强 1．国防政策 我国的国防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

容： (l）巩固国防，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

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 (2）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

设和巩固国防。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保障国家安全，坚持

独立自主地进行国防决策和制定国防发展战略，不与任何国

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自力更生地建设

国防科技工业和发展武器装备。 (3）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

略方针。在战略上实行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 (4）

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军队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

、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加强全面建

设，努力建成一支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

人民军队。坚持质量建军、科技强军、依法治军，实现军队



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

变，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加强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全面

提高军队战斗力。 (5）实行军民结合，全民自卫。坚持现代

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思想，实行精干的常备军与强大的国防后

备力量相结合。预备役部队和民兵保持适度规模，优化结构

，提高训练水平。按照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兵于民的方

针，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完善国防动员体制，提高国防动

员能力。 (6）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国

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7）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

扩张。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战争政策、侵略

政策和扩张政策，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把自己的政治制

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别国。中国不搞军事扩张，不在国外驻

军或建立军事基地，反对军备竞赛。中国支持国际社会为维

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安全、稳定所作的努力。 2．国防力量 

我国的武装力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

事委员会领导并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设有国防部，隶属

于国务院，是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的部门。中国

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是国家的常备军，主要担负防卫作战任

务，必要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协助维护社会秩序。它的组织

体制，按基本组织结构分为总部体制、军兵种体制、军区体

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设有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学

技术大学。军事科学院是全军最高军事科学研究机关，是全

军军事科学研究的中心。国防大学和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是中

央军事委员会直属院校。国防大学主要负责培训高级指挥人

员、高级参谋人员和高级理论研究人员。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主要负责培养高级科学和工程技术人才与专业指挥人才。 3

．国防费 我国政府对国防费始终坚持严格控制、严格管理、

严格监督的原则，建立了完善的管理体制和法规制度。国防

费预算、决算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国家和军队的

审计机关，对国防费总预算和分项、分部门预算及预算的执

行实施全过程审计监督。1998年、1999年和2000年，我国年度

国防费分别为934.7亿元、1076.7亿元和1212.9亿元。年度国防

费的增加，主要是用于：军队停止经商活动后，保障各项事

业正常运转增加的维持费用；退役军官的安置和供养增加的

支出；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提高的情况下，

保证军队人员的生活水平能够同步提高，调整军队人员的工

资、津贴标准增加的支出；负担驻澳门部队开支增加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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