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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国防 

1. 什么是国防（国防的概念和定义）。

答：国防是国家为防备和抵抗外来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

全所进行的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

2. 党的三大历史任务。

答：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促进世界和平。

3. 现代国防的基本特征。

答：①多种斗争的角逐；

②战争潜力的转化；

③综合国力的抗衡；

④质量建设的道路；

⑤威慑作用的功能。

4. 新中国国防建设的成就。

答：①铸成了一支能够支撑国家由大向强发展的人民军队；

②形成综合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体系；

③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国防动员体系。

二、孙子兵法

1. 孙子兵法的主要影响。

答：是我国和世界上现存的、最有价值的、最有影响的古代中国第一兵书。

①流芳久远的兵学瑰宝；

②享誉世界的东方盛典；

③世人共尊的成功秘诀。

2. 孙子兵法的理论精髓。

答：①鲜明的战争观（出发点，落脚点）；

②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前提）；

③运筹帷幄，庙算制胜（核心）；

④奇变虚实，诡道制胜（变化和异常）；

⑤全争全破，不战而胜（升华，最高境界）。

3. 慎战三原则。

答：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三、中国武装力量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由哪些力量构成？

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的基本构成有哪些？

答：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主要有哪些兵种？

答：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海军岸防部队等。

4.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战区是哪些？

答：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

5. 当前我国国防和军队编制体制改革的总原则是什么？

答：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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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1.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基本特征有哪些，如何理解？

答：①地处大国地缘战略利益交汇区；

②陆海邻国众多；

③陆地、海上双重战略压力大；

④周边热点高度聚集；

⑤周边形势依然严峻。

2. 当前，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有重大影响的因素有哪些？如何看待？

答：①朝鲜半岛持续紧张；

②日美强化军事同盟；

③日本快速走向军事化；

④领土和海洋。

五、美国军事战略

1. 军事战略的概念是什么？

答：军事战略，是运用一国武装力量，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达成国家政策各

项目标的一门艺术与科学。

2. 军事战略的要素有哪些？

答：目的（军事目标）、途径（战略方针），手段（军事实力）。

3. 战略的特点有哪些？

答：全局性，长远性，对抗性，谋略性。

4. 美国军事战略的重心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答：从冷战前在欧洲，到冷战结束后转移到中东，到当今转移到亚太地区。

5. 印度太平洋战略（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完善军事准备，强化伙伴关系，促进区域网络。

六、北京大学大学生征兵介绍

1. 2019 年北京市主要征兵优待政策（含北大政策）。

答：①30.43 万元（含北大奖励金 2 万元）左右的各种经济补偿，让学生能自立自强；

②非北京籍大学本科学历以上，从北京入伍的退役士兵，被北京市用人单位接收的

可落户北京；

③服役期视为本人工作经历，在公务员考录和企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算工龄，

服现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④北大在国家设立的“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之外，实行免试

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推荐指标和招生计划单列政策，原则上，学校每年为此单列

的招生计划不超过 5 人；

⑤北京市拿出一定数量公务员岗位定向考录大学生士兵，市事业单位、市国企、非

公经济组织加在一起，总共提供 50%人员的就业岗位。

七、俄罗斯基本军事情况·俄军叙战作战艺术

1. 俄罗斯武装力量由几个军兵种组成，分别是什么？

答：由三军两兵组成，分别是陆军、海军、空天军、空降兵、战略火箭兵。

2. 俄罗斯现在划分几个军区？是什么？

答：4 个军区，即西部、南部、中央以及东部军区。

3. 俄军新一轮军事改革叫什么？哪一年的什么事件使俄罗斯领导人下定决心进行改革？

答：新面貌；导火索是 2008 年俄格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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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述俄军在叙利亚反恐军事行动中表现出哪些军事艺术？ 
答：混战制胜的艺术，巧用联盟的艺术，聚智打赢的艺术。 
八、军事高科技概述 
1. 军事高技术的概念及其特点。 
答：军事高技术的概念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基础上，处于当代科学技术前沿，以

信息技术为核心，在军事领域发展和应用，对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起巨大推动作用

的高技术总称，特点是高智力，高投资，高竞争，高风险，高效益，高保密，高速度。 
九、世界核化生武器威胁与防护对策 
1. 什么是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 
答：.①核武器是利用能自持进行的原子核裂变或聚变反应，瞬时释放出巨大能量而产生

爆炸、对目标实施大规模杀伤破坏的武器。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磁脉冲弹

等统称为核武器； 
②用于战争目的，以毒害作用杀害人畜、毁坏植物的有毒物质称为毒剂，装填毒剂

并将毒剂造成战斗状态的兵器称为化学武器； 
③战争用来伤害人畜、毁坏农作物的致病微生物和细菌所产生的毒素称为生物战剂，

装有生物战剂的炸弹、导弹弹头、和气溶胶发生器、布洒器等称为生物武器。 
2. 核武器的杀伤破坏因素有哪些，各是什么？ 
答：五种杀伤破坏因素：光辐射、冲击波、早期核辐射、核电磁脉冲和放射性沾染。 

①光辐射是核爆炸时从火球中发出的光和热； 
②冲击波是核爆炸产生的高速高压气波； 
③早期核辐射是核爆炸最初几十秒内放出的丙种射线和中子流； 
④核电磁脉冲是核爆炸时产生的电磁脉冲； 
⑤放射性沾染是核爆炸时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对地面、人员、空气、水和物体所造成

的沾染。 
3. 核化生武器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答：①核武器向小型化多样化发展； 

②化学武器向高毒方向发展； 
③生物寻找致病更大的生物战剂。 

4. 遇到有毒气体采取哪些防护措施？ 
答：①阻止毒气吸入：戴面具或口罩，浸渍碱水的毛巾捂住口鼻； 

②向侧风方向撤离； 
③对症治疗。 

5. 对核化生武器威胁的防护对策有哪些？ 
答：①强化防护准备； 

②建立防护体系； 
③提高防护保障能力。 

十、深刻理解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精髓 
1.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意义。 
答：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军事指

导理论的最新成果，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道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行动纲

领。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实践经验和智慧结晶，是时代精神

的精华，是人民军队的强军胜战之道。 
2. 强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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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必

须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力争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

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3. 强军兴军的举措。

答：①与时俱进创新军事战略指导；

②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的整体性、革命性变革；

③建设创新性人民军队；

④切实提高国防和军队法治化水平；

⑤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⑥知行合一，实干兴军。

4. 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时代主题。

答：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设

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5. 简要理解改革强军战略。

答：整体性革命性变革，以变革实现强军，国家发展战略。

6. 习主席关于创新的经典论述。

答：①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

②科学的军事理论就是战斗力；

③科学技术是核心战斗力，抓创新要抓科技创新这一个“牛鼻子”；

④牢牢把握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这个战略基点；

⑤推进以效能为核心的军事管理革命。

7. 简要叙述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内涵（十个明确）。

答：.①明确强国必须强军。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

②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

队。必须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力争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③明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必须全面贯彻党领导军队的一系

列根本原则和制度，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④明确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必须聚集能打仗、打胜仗，创新发展军事战略指导，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作战体系，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有效塑造态势，

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⑤明确作风优良是我军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必须加强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坚定

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大力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拥抱人民军

队性质、本色。

⑥明确推进强军事业必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更加注

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

注重军民融合，全面提高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

⑦明确改革是强军的必由之路。必须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

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

⑧明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统筹推进军事

理论、技术、组织、管理、文化等各方面创新，建设创新性人民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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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明确现代化军队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提

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⑩明确军民融合发展是兴国之举、强军之策。必须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

统一，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

战略体系和能力。

十一、信息化战争

1. 什么是信息化战争？

答：信息化战争，是依托网络化信息系统，使用信息化武器装备及相应作战方法，在陆、

海、空、天和网络电磁等空间及认知领域进行的以体系对抗为主要形式的战争，是信息

时代的基本战争形态。以信息化军队为主体，以信息为主导，以信息化武器装备为工具

的战争就是信息化战争。

2. 如何理解信息化战争的基本特征？

答：①作战能力信息主导；

②作战手段精确可控；

③作战力量多元融合；

④作战空间全域多维；

⑤作战指挥扁平网状。

3. 信息化战争对国防建设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答：①树立信息制胜的新理念；

②加强军事理论的新发展；

③提高信息对抗综合能力；

④建设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⑤建立健全军队编制体制。

十二、航天技术

1. 运载器把航天器送入太空，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答：速度条件、高度条件。

2. 我国现在有哪些航天发射场？

答：酒泉发射场、西昌发射场、文昌发射场、太原发射场。

3. 什么叫航天器？

答：航天器是地球大气层以外有空间运行并承担一定空间任务的各类人造飞行器的统称，

又叫空间飞行器。

4. 军用卫星按用途可以分为哪几类？

答：侦察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卫星、气象卫星、测地卫星。

十三、新概念武器

1. 新概念武器的定义。

答：新概念武器是工作原理、毁伤机理和作战方式与传统武器有显著不同的各类高新技

术武器的统称。

2. 美国新概念武器对我国安全的现实威胁。

答：①对我核威慑战略安全的威胁；

②对我太空（卫星）安全的威胁；

③对我传统武器安全的威胁；

④对我生物（基因）安全的威胁；

⑤对我信息（网络）安全的威胁。

3. 应对美国新概念武器威胁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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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①提高认识，高度重视新概念武器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 
②加强研究，探索破解新概念武器的新战法； 
③集中力量，加紧研发能够慑敌止战的“杀手锏”。 

十四、精确制导武器 
1. 什么是精确制导武器？ 
答：精确制导武器是指采用精确制导技术，直接命中概率在 50%以上的武器。 
2. 哪个国家最早研制出精确制导武器？ 
答：德国。 
3. 按照弹道特性分类，导弹可以分为哪两种？ 
答：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飞航式导弹）。 
4. 按照射程分，导弹可以分为哪四种？ 
答：近程导弹、中程导弹、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 
5. 精确制导武器可以分为以下哪两大类？ 
答：导弹和精确制导弹药。 
6. 精确制导武器的三大特点是什么？ 
答：高技术，高精度，高效能。 
7. 根据不同的控制和导引方式，精确制导武器分为哪几种制导方式？ 
答：自主制导、寻的制导、遥控制导、复合制导。 
8. 精确制导武器对现代战争带来了哪些影响？ 
答：①已成为现代战场的主要打击兵器； 

②使作战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③是改变军事力量对比的重要杠杆。 

十五、毛泽东作战指挥艺术 
1. 简述毛泽东作战指挥艺术的重要地位。 
答：①毛泽东作战指挥艺术是政治家治国理政安邦兴国的教科书； 

②毛泽东作战指挥艺术是军事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强大武器； 
③毛泽东作战指挥艺术是企业家经略市场驰骋商海的商战宝典。 

2. 简述毛泽东指导战争的原则。 
答：①立足全局，审时度势； 

②灵活用兵，因敌制胜； 
③集中兵力，运动歼敌； 
④知彼知己，庙算制胜； 
⑤积极防御，人民战争； 
⑥战略持久，战术速决。 

3. 灵活用兵的五项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因时用兵，因地用兵，因敌用兵，因己用兵，因势用兵。 
4. 怎样理解“因势用兵”？ 
答：从全局着眼，谋势，借势，造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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