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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论述辩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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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并作

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毛泽东认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贯彻

和实施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必须贯彻和执行独立领导、全面领导和统一领导,必须建立和完善党委制、政治委员

制、政治机关制等一系列根本制度,必须执行严格的纪律和锤炼优良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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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把马克思

主义关于阶级、政党、国家、人民、军队相互关系的学

说和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

践相结合得出的重要结论。

一摇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

本原则

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从阶级属性上看,它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要执行无产

阶级革命的政治任务。 人民军队的这种本质属性,
决定了它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一)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保证

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

毛泽东认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

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从来没有超阶级的战争,也
没有超阶级的军队。 军队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一

定阶级的政治服务,其性质不是自然产生的,也不是

固定不变的,而是由领导它的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

的。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理论,有力批驳了“军队国

家化冶政治观点的荒谬,西方国家标榜自己是超阶

级的全民的国家,军队是超阶级、超党派、超政治的

军队,实际上他们的军队从未脱离资产阶级政党的

领导,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抽象的、纯粹的

国家化的军队是不存在的。 人民军队作为执行革命

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只有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才能

保证其无产阶级的性质。 在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

队官兵的成分十分复杂,有从农民、工人、小资产阶

级来的,有从旧式雇佣军队来的,有从国民党俘虏兵

转化来的,有从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来的,等等。 要

把这样一支成分复杂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和顽强斗争

精神的新型无产阶级军队,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得到。
1936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

题》中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

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

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

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

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 因此,只有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

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

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
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冶 [1]183鄄184

(二)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保证

军队实现自己的宗旨

共产党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自

己的最高利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根

本宗旨。 人民军队的宗旨是由共产党的这一宗旨决

定的。 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无产阶级和人



民大众利益的保卫者,只有坚决而又自觉地接受党

的领导,才能保证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 1936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

出:“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

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

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

是一致的。冶 [1]190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

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大

众的军队,它属于人民大众,它为人民大众,这也就

是民有、民治、民享,是新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

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

的军队。 这支军队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冶 [2] 同

时,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这支军队之所

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支军队的人“不是为

着少数人的或者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

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

的。 紧紧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

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冶 [3]1039

(三)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保证

军队履行自己的职能

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担负着领导全国人

民推翻三座大山,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伟大

使命。 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紧密

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为人民军队制定了正确

的路线方针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人民军队在

同强大敌人的斗争中,始终掌握着主动,立于不败之

地。 共产党以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模范作用影

响着部队,党的各级组织成为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

战斗的核心,保证了部队能够充分发挥战斗队、工作

队和生产队的职能。 1929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

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

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

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
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

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冶 [4]871936 年 12 月,毛泽东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土地革命战

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

地主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则做了大资本主义的尾

巴,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共产党,共产党已经形

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 1938 年 11
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劳动人民

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
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 日本帝

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

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

导者。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

里面出政权爷。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

许枪指挥党。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

点来看,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 谁想夺取国

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冶 [5]546鄄547

二摇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贯彻和实施政治

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主要靠政治上、思想上和

组织上的领导来实现,这是毛泽东在建设人民军队

的实践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军队建设学说的基本原

理,结合我军实际提出来的科学方法,从而有力保证

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具体落实。
(一)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

毛泽东认为,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就是指党规

定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和建军原则,确保军队保

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保持高度一致,领导军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赋予军队的各项任务。
1940 年 8 月,毛泽东在《对八路军野战政治工作的

意见》中指出:“军队政治机关与军队各级干部,尤
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与掌握党的政策与策

略。冶 [6]5531948 年 3 月,毛泽东在《政策与策略是我

党我军的生命》中指出:“各野战军前委及各军区对

部队推行党的政策与策略是否有没有抓得很紧的

事。 如果有这样的事,必须从前委与军区自己领导

方面加以检讨。 须知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

命。冶 [7]4421964 年 5 月,毛泽东在《革命单搞军事不

行》中指出:“重要的是政治、根据地、人民群众、党、
统战工作,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

治的人就不会打仗。 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跟资产阶级

军队不同,它是人民的军队。冶 [8]397

(二)党对军队的思想领导

毛泽东认为,党对军队的思想领导,就是指党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武装全体官兵,使
他们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克服各

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1929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
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

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

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 若

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

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冶 [9] 因此,红军党内

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

和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要从党内教育做

起,提高党内政治水平,肃清各种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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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对军队的组织领导

毛泽东认为,党对军队的组织领导,就是指党在

军队连以上单位设立党的组织,作为各该单位统一

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同时建立党委制、政治委员制、
政治机关制等,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支部

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确保部队处

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绝对领导之下。 1928 年 11
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党的组织,
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 连有支部,班有

小组。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

上爷是一个重要原因。冶 [1]65鄄661937 年 10 月,毛泽东

针对彭德怀和任弼时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到的部队

改编后政治工作人员的地位职权降低、政治工作及

部队建设受到损失情况,在回复电报中指出:“关于

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
请速令执行。冶 [6]921939 年 12 月,毛泽东在《对山东

军事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提高党支部及其党员

作用。 支部不但是发展党员教育党员的学校,而尤

其应当成为连队的坚强堡垒。 每个党员不仅是模范

战士,而同时是非党群众的领导者。冶 [6]501

三摇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贯彻和执行独立

领导、全面领导和统一领导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包含着一系列根本

性的政治要求,党必须对军队实施独立领导、全面领

导和统一领导,确保军队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

主张为主张,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

指挥。
(一)党对军队的独立领导

毛泽东认为,党对军队的独立领导,就是指党要

牢牢掌握军队的指挥权、控制权,完全地、无条件地

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军中一切组织和个

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向党闹独立性,不允许向

党争夺兵权,更不允许其他政党和政治派别在军队

中建立组织和开展活动。 1937 年 11 月,毛泽东在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指

出:“在八路军中,开始向新军阀主义倾向作斗争。
这种倾向,表现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

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

国民党委任为荣耀 (以做官为荣耀) 等等现象上

面。冶 [5]392鄄393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共产党恢复了因受

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拒绝了国民党

派遣他们的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坚持了共

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
1938 年 11 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

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

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

权。 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 在兵权

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冶 [5]5461945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中指出:“是不

是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 那也不是。 交给他们,
他们岂不又多了! 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
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冶 [10]1161 正是由于毛泽东在

独立掌握和领导武装力量问题上的正确思想,使我

党在抗日战争中识破了蒋介石“妄图控制八路军冶
的阴谋,拒绝了国民党派它的党员来领导八路军的

要求。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戳穿了蒋介石先统一军

令后统一政令的骗局,保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二)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

毛泽东认为,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就是指党对

军队中的一切工作、一切组织、一切人员实施领导,
在领导方式上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工作于一体,
实施全权领导。 1948 年 1 月,为了克服存在于党内

和军队内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

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毛泽东在《关于建立报告

制度》中指出:“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

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

席作一次综合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
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状

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

的解决方法。冶 [10]1264194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

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由于我党我军

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

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

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种情况

……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

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 目前的形势,要求

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

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

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

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冶 [10]1346

(三)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

毛泽东认为,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就是指军队

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各级党组织讨论决定;
军队的一切组织和人员,都必须接受各级党组织的

统一领导;军队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从党中央和中

央军委的指挥。 1929 年 4 月,毛泽东在《红军第四

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指出:“红军无论在什么时

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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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定是失败。冶 [4]621929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
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

出:“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

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

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

观基础。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 已

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冶 [4]90

1934 年 1 月,毛泽东在《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
中指出:“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于全国红军的

领导更进一步地强健起来,使全国红军的行动比较

过去更加能够在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相呼应与互

相配合,使各地方军事机关更加能够在中央领导之

下充分地执行他们自己的职务。冶 [4]3411952 年 7 月,
毛泽东在对军事科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中指

出:“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

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
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

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冶 [11]39

四摇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建立和完善一系

列根本制度

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在领导

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

严密的组织制度,包括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

关制等,这就从根本上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一)党委制

毛泽东认为,党委制就是指:在团以上部队和相

当于团以上部队的单位设立党的委员会,在营和相

当于营的单位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在连和相当于

连的单位设立党的支部委员会,党的委员会对各该

单位实行统一领导,负责党的工作,组织进行政治工

作。 1927 年 9 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

“三湾改编冶时,为加强党的领导,在连队建立党的

支部,团和营建立党的委员会,整个部队置于以毛泽

东为书记的党的前委领导之下。
1948 年 9 月,毛泽东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中指

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

要制度,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
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

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

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 1953 年 11 月,毛泽东在对

彭德怀《四年来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建军中的若干

基本问题(初步定稿)》的批语中指出:“根据党委会

集体领导和首长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

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在

有党委制存在的条件下,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

领导,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党委集体的权力之上的作

法,那是不对的。冶 [11]188在这里,毛泽东强调的“党委

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冶,就是要求

部队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由党委会民主讨论,集
体作出决定,然后按照分工,属于军事工作方面的由

军事指挥员负责组织实施,属于政治工作方面的由

政治委员负责组织实施。
(二)政治委员制度

毛泽东认为,政治委员制就是指:在团以上部队

设立政治委员,营设立政治教导员,连设立政治指导

员;部队各级政治委员,与同级军事主官同为所在部

队的首长,在同级党的委员会领导下对部队各项工

作共同负责;政治委员负责主持本级党的委员会日

常工作,组织领导所属部队的政治工作。 毛泽东曾

担任红军第四军和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在他

的直接领导下,政治委员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
1929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

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以支队为单位组织

政治训练委员会,以支队各政治委员并军事长官中

能胜任政治训练者组织之,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
其任务为讨论在一个支队内关于执行士兵政治训练

的种种问题。冶 [4]113

1934 年 1 月,毛泽东在《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
中指出:“政治委员制度应该建立到一切红军部队、
地方部队与游击队里面去。 应该提拔更多的工人成

分充当各级军事的与政治的指挥员。 红军学校应当

使之成为比较过去更能训练大批高级的与初级的军

事政治干部的学校。冶 [4]342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我军

历次《政治工作条例》都明确规定,在部队设立政治

委员,领导部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保证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在部队中贯彻

执行。
(三)政治机关制度

毛泽东认为,政治机关制度就是指:全军设立总

政治部,旅以上部队和相当于旅以上的单位设立政

治部,团和相当于团的单位设立政治处;政治机关通

常设组织、干部、宣传、保卫、纪律检查、群众工作和

联络工作等业务部门。 1929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
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
充分肯定了红军政治机关的地位和作用,批评了把

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提出了

正确处理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的办

法。 毛泽东指出:“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
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冶 [4]122凡有全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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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事政治两机关共同签署

发布,“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

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 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

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的指挥。 但指挥的

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冶 [4]123。
1939 年 12 月,毛泽东在《对山东军事工作的意见》
中强调:要“健全政治机关的工作,加强其与各支队

的联系,明确军队的组织原则(八路军是共产党领

导的工农的又是中国人民的武装,不是统一战线的

武装),一切最重要的干部,应当由党员充当。冶 [6]501

五摇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执行严格的纪律

和锤炼优良的作风

纪律、作风是我军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
成革命政治任务,夺取革命战争胜利,战胜敌人的重

要法宝。 毛泽东十分重视人民军队的纪律、作风建

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为我军制定了一整

套科学严格的革命纪律,锤炼了一整套优良的革命

作风。
(一)加强部队纪律建设确保部队高度集中

统一

毛泽东认为,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

问题。 1948 年 11 月,为了解放全中国,彻底打倒国

民党,毛泽东提出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冶 [12]

的响亮口号。 军队的纪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体现

在军队行动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纪律、
军事纪律、群众纪律等,其中毛泽东倡导和推行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冶独具我军特色,内容十分丰

富,是各项纪律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在为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宣言》中指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
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

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

现象存在。 我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

示,我们就一定胜利。冶 [10]1239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

制定、颁布和执行,对于确保我军官兵团结、军民团

结、瓦解敌军,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

用。 毛泽东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强调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的重要性。 1971 年 8 月至 9 月,他在外地巡视

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时强调:“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条条要记清爷,‘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爷。
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

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
如果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 三大纪律的第

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

胜利。冶 [13]

(二)培育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历来倡导军队要树立和发扬艰苦奋斗的

作风。 井冈山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对我军实

行围剿,战斗极为频繁,物质生活菲薄,环境相当艰

苦。 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教育部队,并首先身体力行,与官兵同吃红米

饭,同穿粗布衣,一起劳动,一起打仗。 官兵待遇平

等,充满革命热情,战斗积极性高,这是井冈山红旗

不倒的重要原因。 长征时期,红军更是历经千难万

险,红军战士以“不到长城非好汉冶的精神,克服了

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 年 12 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的策略》中指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

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十二个月

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

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
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

个省。 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没

有,从来没有的。 ……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

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谁使长征胜利的呢? 是共产

党。 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中

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

怕任何艰难困苦的。冶 [1]150在和平时期,毛泽东仍然

要求部队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1956 年

11 月,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是历来主

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 ……现在部队

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吃酸菜有所不同了。 但根本

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

本色。冶 [8]367

(三)锤炼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

在战场上作战双方总是力图把对方陷入最艰

苦、最复杂、最被动的境地。 战争是流血的、战争是

残酷的、战争是敌我之间的生死对抗。 毛泽东深谙

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他要求部队在日常训练和战争

实践中锤炼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勇往直前、连续作

战的作风。 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
指出:“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

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不论在任何艰难困

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

去。冶 [3]10391946 年 9 月,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第二年

的战略方针》中要求部队:“必须发扬勇敢战斗、不
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短期内接连打几

仗)的优良作风。冶 [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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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 8 月,毛泽东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

中指出:“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
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

雄气慨,这在你们的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

领会和一刻也不可忘记的。冶 [8]352 在毛泽东的教导

下,当我军官兵面临生死考验时,总是能为了革命和

人民的利益,甘愿作出牺牲,慷慨赴死,从容就义。
中国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

无数革命军人和革命先烈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

来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

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在他领导中国人民进

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历程中,始终坚持党对

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他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

导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确保了党从政治上、思
想上、组织上牢牢掌握着军队,确保了军队从胜利走

向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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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portant Expositions of Mao Zedong on the Party蒺s Absolute
Leadership Over the Army

YUAN Xin鄄tao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摇 Mao Zedong in the practice of leading Chinese people to carry out the great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struggle, alway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arty's absolute leadership over the army, and makes a series of important expositions. To adhere to the
Party's absolute leadership over the army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people's army construction,and we must carry out and im鄄
plement political leadership, thought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implement and execute independent leadership, overall
leadership and unified leadership, establish and perfect a series of fundamental system of party committee, political commissar, politi鄄
cal authority and so on, enforce strict discipline and train excellent style of work.

Key words:摇 Mao Zedong;摇 party;摇 army;摇 absolute leadership;摇 important ex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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