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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

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

要求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巩固拓展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

完善军事力量结构编成，体系优化军事政策制度，对实现

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作出

了重要部署。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人民军队推进

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奋斗目标和不懈追求，也是党领导人

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要求。作为国家现代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始终与国家发展

同频共振，军事战略目标必须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协调。

聚焦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

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这一论断对于国防

和军队建设具有举旗定向、纲举目张的重大意义，体现

出党对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定位，是立足国家发展的基

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提出的，国防和

军队建设的各个领域，都必须围绕这个目标任务来筹划

和部署。

新 时 代 激 励 人 民 军 队 奋 发 图 强 ， 如 期 实 现 全 面 建

成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强烈依赖军队有效履行使命任

务。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由富起来向强起来发展的关键阶

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逆水行舟用力撑，

一篙松劲退千寻”的关键时期，机遇和风险并存、不确

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

富军强从来不是敲锣打鼓、一蹴而就可以实现的，民族

复兴的伟业从来离不开艰苦卓绝的奋斗拼搏，离不开军

队坚强有力的托举支撑。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军必

须坚决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为巩固党的领导

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战略支撑，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 整 提 供 战 略 支 撑 ， 为 维 护 国 家 海 外 利 益 提 供 战 略 支

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关于“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的壮阔擘画，必须

注重从战略上整体把握，深度领悟党强军兴军的深远考

量。这是党的二十大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强调“战略

要求”的根由所在。2027年，人民军队将迎来建军一百

周年，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坚定信心和

决心，增强紧迫意识和使命意识，以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的干劲，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不断开辟强军

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巩固提高一体化战略体系和能力，推动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一论断是立足国家发展

的新阶段，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国家现代化建设经验和

规律，作出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判断。党把高质

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毫无疑问也必须把高质量发展放

在首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

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才能为国家现代化进程提供强

有力的外部环境保障。

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从传统的数

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进行转变。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

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都和高质量发展有着必

然联系。国家发展水平在低层次徘徊，就不可能实现国

防和军队建设高水平发展。同样，国防和军队建设水平

低劣，就不可能实现军队的强大和“一流”。党把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作为人民军队在世界军事发展洪流中

的坐标定位，意味着我们党始终坚持放眼世界、胸怀天

下，始终怀着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这就要求人

民军队要把建设发展的质量标准，与世界强国军队建设

的质量标准进行对比，这就要求我军建设必须在坚持内

部统一标准体系的基础上，还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质

量标准相匹配、相协调、相适应。只有如此，才能更加

有效地整合资源，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促

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

当 前 ， 军 队 建 设 仍 然 存 在 诸 多 瓶 颈 和 短 板 ， 履 行

使命任务仍需要进一步提质增效、守正创新。必须打破

传统思维，开动脑筋，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

增强发展动能，以破解战斗力生成难题为着力点，打通

关节和梗阻，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源使用效

益，充分发挥科技赋能、体系聚能、信息释能的机制优

势，坚持把深化改革作为强军兴军的关键一招，把创新

摆在我军建设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用改革创新的办法

研究解决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进一步巩固

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运用军事治理理念、

思路和方法，加速构建以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的联合作

战力量体系，不断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推向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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