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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国防教育条例》已由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２

年９月２６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６日

上海市国防教育条例
（１９９２年８月２０日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６日上海市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　为了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发扬

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公民国防观念，促进国防建

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防教育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

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开展国防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接受国防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条　本市通过开展国防教育，使公民

增强国防观念，掌握国防基本知识，学习必要军

事技能，激发爱国热情，自觉履行国防义务。

开展国防教育应当根据形势需要和实际情

况，有针对性地设置教育内容。国防教育的基

本内容包括国防理论、国防知识、国防历史、国

防法规、国防形势与任务和国防技能等。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

的国防教育工作。驻地军事机关按照国家和军

队的有关规定，协助和支持人民政府开展国防

教育。

市和区、县国防教育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

席会议）负责国防教育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检

查；市和区、县国防教育办公室是同级联席会议

的办事机构，负责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并承担

国防教育的服务保障、评估考核、指导监督等

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确定一

个部门或者专人负责国防教育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国防教育工

作纳入同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国

防教育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教育部门负责在校学生的国防教

育，加强对学校国防教育的组织、指导和监督，

并对学校国防教育工作定期进行考核。

文广影视、新闻出版部门负责国防教育的

社会宣传教育工作。

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务员管理、司

法行政、科技、卫生、体育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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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相关的国防教育工作。

征兵、人民防空、国防科研生产、国民经济

动员、国防交通、军事设施保护等工作的主管部

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负责相关的国

防教育工作。

第七条　上海警备区和区、县人民武装部

负责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国防教育。

驻沪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根据

国家和军队的有关规定，为有组织的国防教育

活动选派军事教员，提供必要的军事训练场地、

设施以及其他便利条件。

按照国家和军队有关规定批准开放的军

营，可以在国庆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和全

民国防教育日向社会开放。

第八条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

会以及其他有关社会团体，协助人民政府开展

国防教育。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将国防教育

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结合征兵工作、拥军优

属以及重大节日、纪念日活动，对居民、村民进

行国防教育。

第九条　国家机关应当根据各自的工作性

质和特点，结合在职学习和业务培训，通过举办

国防知识讲座、形势报告等方式，开展国防

教育。

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应当结合本地区、本单

位的实际，领导、组织国防教育工作，履行国防

职责。

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和初任培训，应

当设置国防教育的内容。

第十条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

纳入专题教育的内容，采取课堂教学与课外活

动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将国防教育内容融入语

文、历史、地理、体育和思想品德等课程，开展少

年军校、军事夏令营、主题班会、读书演讲、知识

竞赛等活动，对学生进行国防教育，使其掌握相

应的国防常识。

小学和初级中学学生接受国防教育的情

况，记入学生成长记录。

第十一条　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应当

在有关课程中安排专门的国防教育内容，并通

过组织开展军事训练、举办国防知识讲座等方

式，对学生进行国防教育，使其掌握相应的国防

知识与技能。

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在校期间

参加集中军事训练的时间累计不少于十天；集

中军事训练的具体内容，按照国家有关高级中

学学生军事训练大纲执行。

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接受国防

教育的情况，记入学生的学籍档案。

第十二条　高等学校应当通过设置适当的

国防教育课程、组织开展军事训练等方式，对学

生进行全面系统的国防教育，使其掌握相应的

国防知识与技能。

高等学校学生学习国防教育课程和参加集

中军事训练的时间，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集

中军事训练的具体内容，按照国家有关高等学

校学生军事训练大纲执行。

高等学校学生学习国防教育课程和参加集

中军事训练的情况，记入学生的学籍档案。

第十三条　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国防教育

应当结合政治教育和组织整顿、军事训练、执行

勤务以及重大节日、纪念日活动进行；在集中军

事训练期间，安排国防教育课程的时间不少于

政治教育总时间的百分之二十。

第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

位应当将国防教育列入职工教育计划，结合政

治教育、业务培训、文化体育等活动，对职工进

行国防教育。

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应当根据各自的活

动特点，开展国防教育。

第十五条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或者其他社

区公共文化设施应当设立国防教育场所，开展

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

社区学校应当结合社区教育的特点，举办

国防教育讲座、报告，开设国防教育课程，开展

国防教育活动。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全民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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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日采取举办形势报告会、知识竞赛、文艺演

出、参观国防教育基地或者纪念地、试鸣防空警

报、组织军事体验活动等形式，集中开展国防教

育宣传活动。

第十七条　文广影视、新闻出版部门应当指

导有关单位做好国防教育题材的文学、艺术、影视

作品的创作、出版、展览展示、演出、播映等工作。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互联网站应当开

展国防教育宣传，通过开设国防教育栏目、新闻

报道、公益广告等方式，普及国防知识，增强公

民国防观念。

第十八条　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纪念

馆、美术馆、文化馆（站）、工人文化宫、青少年活

动中心等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和社会需求，通过

举办讲座、展览展示、播放视听资料等方式，开

展国防教育活动。

鼓励在公共绿地、城市广场等公共场所，结

合整体布局和要求，设置国防教育题材的城市

雕塑等。

第十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国防教育基地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并为其发

挥作用提供必要的保障。

国防教育基地应当结合自身特点，开展国

防教育主题宣传活动，对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免

费开放，并在国庆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全民国防教育日向社会免费开放。

第二十条　国家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

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可以按照军营开放的

要求，组织有关人员、学生、居民或者村民参观

军营，体验军营生活，接受国防教育。

第二十一条　市国防教育办公室建立国防

教育信息网络服务平台，宣传国防和军队建设，

普及国防知识，为方便社会公众接受国防教育

提供相关的信息服务。

市和区、县国防教育办公室应当组织、协调

有关部门通过现代远程教育、移动通信、社区信

息平台等途径，宣传普及国防知识。

第二十二条　市和区、县国防教育办公室应

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国防教育教员的选拔、

培训和管理工作，加强国防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国防教育教员应当从下列人员中选拔：

（一）现役军人、人民武装干部、转业退伍

军人或者民兵预备役骨干；

（二）国防科技人员；

（三）具有国防知识或者技能的英雄模范

人物、学校教师；

（四）其他能够胜任国防教育工作的人员。

鼓励学校及其他单位和组织聘用兼职的国

防教育教员，市和区、县国防教育办公室应当帮

助学校及其他单位和组织解决开展国防教育的

师资需求。

第二十三条　市国防教育办公室应当会同

市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文广影视、新闻出

版等部门，根据《全民国防教育大纲》的要求，针

对不同教育对象的特点，组织编制或者开发相

应的国防教育教材、国防知识读本、国防教育音

像制品和网络教育资源等。

第二十四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对国防教育

事业进行捐赠，支持国防教育工作。

鼓励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志愿服务

活动。

第二十五条　市和区、县国防教育办公室

应当会同相关部门，根据国防教育的特点，强化

对负有国防教育工作职责的部门的评估考核，对

其他单位和组织的国防教育工作进行指导监督。

国防教育的工作绩效纳入评选文明单位、

文明社区、文明村镇和创建双拥模范区、县的考

核内容。

第二十六条　市和区、县国防教育办公室

及其他有关部门对在国防教育工作中成绩显著

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给予

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的行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和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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