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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litary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t is also a solid spiritual foundation 

and an important source of strength for our military to achieve the party's goal of strengthening the military in the New 

Era and build a world-class military. The internal challenges of strengthening the self-confidence of military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lack of innovation, lack of consciousness, and imperfect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military culture itself. In-depth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crux of these internal challenges will 

help u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military. The idea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stimulates the vitality and vitality of military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then optimizes the concrete path to strengthen military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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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军事文化自信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军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坚实精

神基础和重要力量来源。坚定中国特色军事文化自信的内部挑战主要表现为军事文化自身建设的创新性不足、

自觉性不够、建设机制不健全等，深入研究这些内部挑战产生的原因和症结，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清军事文化

建设思路，激发军事文化自信的生机和活力，进而优化坚定军事文化自信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军事文化自信  文化创新  文化自觉  文化建设 

1.前言 

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基础、更深

沉、更持久的精神力量。军事文化自信是文化自信的

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军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坚实精神基础和重要力量

来源。近年来，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蓬勃

发展，中国整体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际地位等

稳步提升，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作战能力、国际影

响力等也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中国特色军事文化自

信具备越来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由于长期以来“重文

轻武”的民族文化传统、“重经济、轻文化”的发展观

念、以及整体上“西强东弱”的文化态势等，要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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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坚定的中国特色军事文化自信仍面临着许多现实

的挑战。 

2.军事文化创新能力相对不足 

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灵魂，也是军

事文化持续发展、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军事领域是

创新技术最集中、竞争最激烈的领域，军事文化也必

须随着战争方式、作战样式、武器装备等更新而更新。

然而，由于文化建设观念滞后、技术手段制约等因素

影响，当前我军军事文化创新能力还存在明显的短板，

与发达国家军事文化水准还存在较大差距。 

2.1.军事文化内容研究创新能力不足 

首先在军事文化内涵深度上挖掘不够，存在将军

事文化简单理解为军营文化或军旅文化的现象。军事

文化总体上可分为器物类文化、制度类文化、精神类

文化，它内在地包含着军事思想文化、军事战略文化、

军事科技文化、军事伦理文化、军事制度文化等，是

一支军队建设、发展过程中积淀和传承的融价值理念、

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于一体的精神支撑系统。对军

事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肤浅化、简单化，就会导致军事

文化活动丰富而军事文化内涵匮乏，难以发挥军事文

化对军人必胜的作战心理、坚定的作战意志等的积极

影响，直接影响军队战斗力生成。 

其次，对我军军事文化的特殊性重视不够，尚未

凝练出独树一帜、有世界影响力的军事文化特色。军

事文化的产生、发展离不开其所处国家和军队独特的

历史和文化背景，我军的政治属性、发展历程、宗旨

使命等决定了我军别具一格的军事文化传统，例如强

调党的绝对领导、严明纪律、奉献精神、战斗意志等，

这与西方军队强调职业精神、法制传统、实用主义等

价值观念存在较大差异。然而，与西方军事文化强势

宣传和扩张相比，我军军事文化的品牌化、特色化程

度还远远不够。 

再次，对军事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共生关系把握不

够，尚未形成社会文化对军事文化的有力辅助和坚强

支撑。军事文化不是一个仅限于军营内部或军人群体

的封闭文化，它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

具有相对独立性。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军

军事文化的先进性和引领性，要求人民军队在精神文

明建设方面要“走在社会前列”，强调军事文化在社

会文化中的模范带头作用，但社会文化中的错误思想

和不良风气也会影响和反作用于军事文化，例如拜金

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利己主义等错误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对先进军事文化存在一定的腐蚀作

用。 

2.2.军事文化传播手段创新能力不足 

新颖吸睛的传播手段是提升我军军事文化吸引

力和感染力有效途径。一方面，要着力破解传统传播

方式下受众接受疲劳的问题。以报纸、杂志、广播、

影视、文艺演出等为代表的传统传播方式，曾经在我

军军事文化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

用，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军事文化传播不能满足

于传统的传播方式，必须搭上“互联网+”技术发展

的快车，大胆使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

采用时尚流行、精彩纷呈的新技术传播方式，积极拓

宽军事文化在国内外的发声渠道，将中国特色军事文

化的声音和故事在国际国内更好更广泛地传播。另一

方面，要竭力破除互联网快速传播中的碎片化、标签

化和同质化。军事文化的世界影响力需要长期地浸润

和不断地推陈出新，而互联网快速传播所带来的副产

品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传播内容的碎片化、标签化和同

质化，这与军事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背道而驰。因此，

在注重我军军事文化传播范围、传播速度的同时，要

加强对传播品质、传播机制的监控和管理，不断增强

传播效益。 

3.军事文化自觉意识比较淡漠 

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和基础，文化自觉意

识相对淡漠是我军尚未完全确立高度的军事文化自

信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

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

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在“自知之

明”的基础上进而实现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思、

自我创新。军事文化自觉，是指军事文化主体对文化

与军事的内在关系、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作用

及其作用方式，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以及通过文化建

设促进军事发展的途径和方法等问题的一种理性认

知 。这种理性认知既要求对军事文化整体上的地位

作用、内涵外延等有深刻理解，也要求对军事文化建

设具体推进过程中的原则、方法、路径等有比较系统

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军事文化工作的不

断重视，军内外对于推进军事文化建设、坚定军事文

化自信相关工作越来越重视，但仍然存在部分同志认

识不全面、不深刻的问题。 

3.1.尚未充分认识军事文化自信对军队改革
发展的重要作用 

部分同志不能运用马克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论

认识和解决问题，不能树立军事文化是影响和制约军

队改革发展重要因素的正确认识，“唯技术论”“唯武

器装备论”“军事文化无用论”等错误观点还存在一

定市场，需进一步认清军事文化自信在改革强军建设

世界一流军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战略地位，进而

坚定强军信念和决心。 

3.2. 尚未达到对军事文化建设维度的拓展自
觉 

囿于理论思考的难度和现实工作的局限，部分同

志仍未跳出以军营文化或军旅文化代替军事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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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认知，要么将军事文化单纯地归类为精神性文化

活动，要么将军事文化与作战训练、军事行动相分离，

不能自觉地将军事文化建设落实到军队建设发展的

方方面面，不能将丰富多彩的军事实践活动抽象凝练

到军事文化层面。 

3.3. 不能妥善处理军事文化建设的共性与个
性问题 

军事文化自信既要有广博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文

化土壤，也需要有色彩鲜丽的文化花朵和文化果实。

在推进我军军事文化自信过程中，还普遍存在着只满

足于按部就班地落实上级指示和文件精神要求的规

定动作，缺乏大量积极主动、参与创造又充满活力、

独具特色的自选动作，导致我军军事文化建设存在共

性文化上整体水平不高、个性文化上特色不够鲜明的

现象。 

4.军事文化建设机制不够健全 

军事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级

党委和政治工作部门高度重视、协调推进，更需要健

全的制度机制做保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不断发展，文化建设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提到

了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 2016 年 7 月把文化自信和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四个自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

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

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使文化制度上

升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从战略和全局上作了

规划和设计，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在

文化强国的国家战略推动下，中国特色军事文化建设

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央军委先后颁发《关于大

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意见》《军队基层文化建设规

定》《政治工作条例》等法规政策，初步建立起军事文

化建设的制度机制，但跟国家文化战略发展的客观需

要，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实践要求相比还存在

一定差距。 

4.1. 军事文化建设顶层设计不够完善，具体
发展目标不够清晰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中国

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使世界战略格局和经济秩序

正发生着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复杂的变化。在国

家力量的博弈过程中，文化战略的地位和作用愈发重

要，军事实力抗衡中军事文化的影响力辐射力效果也

愈来愈凸显。然而，受传统保守主义、和平主义等思

想影响，我军在军事文化建设方面顶层设计的整体上

主动性、战斗性、创新性还不强，对国际上军事文化

间现实的和潜在的较量与争锋尚缺乏深层次、系统性

考量和谋略，尚未制定出路线清晰、层次立体、针对

性强的军事文化建设目标。 

4.2. 军事文化建设协同机制不够完善，尚未
形成军地协同的军事文化建设合力 

军事文化建设离不开国家文化建设，军事文化自

信既是文化强国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

强国的一个重要实践支撑。没有军事文化方面强大的

世界影响力，国家整体的文化强国战略也得不到彻底

有效地实施。然而，由于国家和军队负责文化建设的

职能部门缺乏业务上的横向联系和协同配合，常常是

各自为战、互不干涉，导致军事文化建设无法与国家

和社会文化建设融为一体、相辅相成，不能在文化建

设上形成合力，甚至存在军事文化建设落后于地方文

化建设的滞后现象。应加强国家文化战略统一部署下

的军地、军民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协同合作，着眼打赢

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的现代战争，做好军事文化战

略的落地实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持续推进中国特色

军事文化建设，提升军事文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益。 

4.3. 军事文化建设评估交流机制不够健全，
缺乏高质量国内外军事文化互学互鉴 

军事文化建设的效果如何，需要有客观、准确的

多维度衡量标准，既要开展军队内部对军事文化建设

效果的评估，也要综合全社会对军事文化建设的认可

和评价，还要借鉴国际上先进的军事文化建设经验，

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军事文化的认识和看法。建

立和健全开放包容的效果评估体制，有助于我军军事

文化通过国内外、军内外多种角度认清自身建设水平

和定位，对照发展、查找不足，同时有助于我们从社

会文化、其他国家军事文化中汲取养分，促进军事文

化建设整体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军事文化与

社会文化之间的信息交流，各种不同军事文化之间的

相互传播，能够为军事文化输入新的文化因子，成为

促进军事文化变革和发展的外在推力。 

5.结论 

综上，军事文化自信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军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

军队的坚实精神基础和重要力量来源。坚定中国特色

军事文化自信的内部挑战主要表现为军事文化自身

建设的创新性不足、自觉性不够、建设机制不健全等，

深入研究这些内部挑战产生的原因和症结，有助于我

们进一步理清军事文化建设思路，激发军事文化自信

的生机和活力，进而优化坚定军事文化自信的具体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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