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皮书介绍了新时期中国国防的目标

和任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白皮书指出， 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更

加多元和复杂。“台独” 分裂势力及其分裂

活动仍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和

威胁。 两岸关系发展还面临不少复杂因素

的制约。“东突”、“藏独”分裂势力对国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 维护国家领

土主权、海洋权益压力增大，恐怖主义的现

实威胁存在，能源资源、金融、信息、自然灾

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 来自外部的疑

虑、干扰和牵制增加。美国违反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原则，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损

害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台独”分裂势力仍是两岸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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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说， 解放军改善武器装备

质量结构，基本建成以第二代为主体、

第三代为骨干的武器装备体系。 陆军

形成以直升机、装甲突击车辆、防空和

压制武器为骨干的陆上作战装备体

系，海军形成以新型潜艇、水面舰艇和

对海攻击飞机为骨干的海上作战装备

体系，空军形成以新型作战飞机、地空

导弹武器系统为骨干的制空作战装备

体系， 第二炮兵形成以中远程地地导

弹为骨干的地地导弹装备体系。

【陆军】 兵种建设有重大进展

白皮书指出， 陆军兵种建设取得

重大进展。 装甲兵加强数字化部队建

设， 加快摩托化部队改建机械化部队

步伐，重型、轻型、两栖和空降突击作

战体系不断完善； 炮兵发展信息化程

度较高的武器装备和新型弹药， 形成

战役战术全纵深火力打击体系， 具备

一定的侦察、控制、打击、评估一体的

精确作战能力。

【海军】 计划补充部分新型舰船

白皮书说， 海军按照近海防御的

战略要求， 注重提高综合作战力量现

代化水平，增强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

发展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能力。海军按计划补充部分新型潜艇、

护卫舰 、飞机和大型保障舰船。

【空军】 陆续装备第三代战机

白皮书指出， 空军加强以空中进

攻、防空反导、战略投送为重点的作战

力量体系建设，陆续装备预警机、第三

代作战飞机等先进武器装备。

【二炮】 成为核常兼备战略力量

白皮书说， 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

已经成为一支核常兼备的战略力量。

■据新华社

《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发布，强调“永不称霸，永不搞军事扩张”

“台独”是两岸和平发展最大威胁

国防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略降 武器装备：第二代为主体，第三代为骨干

白皮书指出，海峡两岸可以适时

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

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

白皮书指出，两岸可以就在国家

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

展开务实探讨。可以适时就军事问题

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

信机制问题，以利于共同采取进一步

稳定台海局势、减轻军事安全顾虑的

措施。两岸应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

上协商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

协议。

中国政府3月31日发表《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 ，强调中国坚持走

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统筹经

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这是中国政府1998年以来第七次发表国防白皮书。 白皮书全文近3万

字，包括安全形势、国防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武装力量运用、国

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军事法制、国防科技工业、国防经费、建立军事互

信、军控与裁军等部分。

两岸可适时就军事问题接触交流

武器装备以第二代为主体，第三代为骨干

海军发展远海能力

“二炮”核常兼备

白皮书说，人民解放军海军按照近海防御的战略要求，注重提高综合作战力量现代化水平，增强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发展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

安全形势

白皮书指出，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国防费保持适度合理增长。2008年和

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314045

亿元人民币和340903亿元人民币。 国家财

政支出分别为 62592.66亿元人民币和

76299.93亿元人民币， 分别比上年增长

25.7%和21.9%。2008年和2009年， 中国年

度国防费分别为 4178.76亿元人民币和

4951.10亿元人民币 ， 分别比上年增长

17.5%和18.5%。近年来，中国年度国防费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占国家财

政支出的比重略有下降。 中国国防费主要

由人员生活费、 训练维持费和装备费三部

分组成，各部分大体各占三分之一。

2010年， 中国财政收支紧张的矛盾仍

在持续。2010年国防费预算为5321.15亿元

人民币，比2009年增长7.5%，国防费增幅有

所下降。

去年国防预算5321亿：增幅下降

国防经费

白皮书提到， 中国已与22个国家建立

了防务安全磋商对话机制。

白皮书指出， 人民解放军与外国军队

的联合演习和联合训练，坚持不结盟、不对

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方针和战略互惠、平等

参与、对等实施的原则。截至2010年12月，

人民解放军已与外国军队举行44次联演联

训。

中国已与22个国家建立磋商机制

军事互信

白皮书指出， 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

政策。白皮书强调，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不

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

远不搞军事扩张。

白皮书指出， 中国始终恪守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中

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中国认为， 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对核裁

军负有特殊和优先责任，应继续以可核查、

不可逆以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 大幅

削减其核武库， 为最终实现全面彻底核裁

军创造必要条件。条件成熟时，其他核武器

国家也应加入多边核裁军谈判进程。 为最

终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 国际社会还应适

时制订一项切实可行的分阶段的长远规

划，包括缔结“全面禁止核武器公约”。

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军控裁军

两岸关系

军队建设

想了解国内外最新军事资讯吗？想浏览海量

军事图片吗？欢迎大家登录华声论坛“华声军事”

http://js.voc.com.cn。 我们已经开通“华声军事”

QQ1群85125701和2群158074273，期待你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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