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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ness to the Making of Chinese Navy Strategy

见证中国海军战略的创建

———纪念刘华清诞辰 100 周年

★ 赵克增

［作者简介］ 赵克增，海军指挥学院战役系教授。
① 《肖劲光回忆录》 ( 续集) ，11 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② 《当代中国海军》，第 41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摘要: 刘华清 1982 年出任海军司令员后，以现实海洋环境为依据，以毛泽东、邓小平战略

思想为理论指导，以军事战略方针为全局决策指导，锐意创新，用 5 年时间，创建了系统的海

军战略，落实了邓小平“近海防御”战略思想，突破了单一战略局面，推动了海军宏观决策的

跃升，进而推进了海军的全盘工作。作者曾参与了系统海军战略的初创，本文全面回顾了这一

历史过程，并对海军战略文本用“作战 + 建设”论取代“战争全局”论，文本表述未能体现刘

华清贯彻毛泽东“战争全局”论的不足及影响作了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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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清副主席是我的老首长。我有机会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完成过四项具体任务。其中，建立中国

第一个系统的海军战略工作，印象最深，受益最大。通过这件事情，我深深感受到老首长胸怀全局、脚

踏实地的作风，令人终生难忘。

一、海军宏观决策的新篇章

海军组建伊始，毛泽东决定: “海军应该是一个战略决策机构，是一个军种，应单独成立司令部。

海军领导机关设在北京。”①与此同步，海军党委开始了全局性的谋划。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全局谋划

未能从总体开始，即未能立即制定海军的总体战略，而是从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开始，一

个是海军建设问题，另一个是海军作战问题。1950 年制定了海军建设方针，具体表述是: “建设一支现

代化的、富于攻防能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②

从 1950 年到 1957 年，根据当时的战略形势和任务，海军制定了三个作战方针: 1950 年制定了 “战

略防御，战术进攻”的方针; 1953 年制定了“力量前伸，积极作战”的方针; 1957 年制定了 “开展海

上破袭游击战”的方针。后者已经具备了海军战略的内涵。

从海军战略体系观察，海军建设方针与海军作战方针，应属海军战略的子战略。也就是说，我国海

军战略的谋划是从两个子战略开始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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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期间的各种错误，国家政治生活出现了生动

活泼的新局面。在学术领域，环境宽松，人们敢

于探讨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20 世纪 80 年代

初，国内经济学者把军事战略的谋划与指导，拓

展到经济社会领域，并很快延伸到社会生活各个

领域，形成了讲求战略的高潮。
1982 年 8 月，刘华清任海军司令员。他到任

后了解到海军四年来未开作战会议，未议如何贯

彻邓小平对海军的一系列指示，萌生了建立海军

战略的思想。三年后，这一思想脉络已经清晰。
他说: “我们的海军发展缺少一个完整的海军战

略———这一战略，应该有长远眼光和广阔视野，

能在较长时期内对海军建设与作战实施科学的宏

观指导。”① 他所强调的 “完整的海军战略”，即

总体、系统的海军战略，有别于在此之前海军宏

观决策的“作战方针”与 “建设方针”，这是两

个子战略，而不是整体战略。它们的根本区别在

于海军战略谋划海军与海战全局，在全局中包括

海军作战与海军建设，它们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刘华清司令员倡导的海军战略及对海军战略的历

史定位，把海军的宏观决策在原有基础上推进了

一大步，更接近战略的本质，揭开了海军宏观决

策新的一页，使海军战略在两个子战略的基础上

过渡到总体战略，即全局战略。

二、以广阔的视野洞察世界海洋风云

20 世纪 80 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持续争

霸世界，争 霸 海 洋，战 争 此 伏 彼 起，燃 遍 西 亚、
中东、北非，乃至南大西洋。先是苏军进攻阿富

汗，继而爆发了两伊战争、英阿马岛战争、以色

列入侵黎巴嫩战争，以后又有美国与利比亚的武

装冲突。其中的马岛战争和美利冲突是典型的海

上战争。
二战后，世人的海洋观发生了一次飞跃，从

海洋是联通世界的海运大道，跃进到海洋是资源

宝库。世界各国尤其是海洋大国，竞相争夺海洋，

纠纷不断。为了调解海洋纠纷，联合国于 1982 年

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以下简称 《公

约》) 。这是国家间的协议，不具备强制力。依据

《公约》，各国的管辖海域相对扩大，造成划界问

题十分突出，岛屿归属也矛盾重重。以 《公约》

的诞生为契机，各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海洋争夺战。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争夺海洋的主力军。它

们有雄厚的实力，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强大的

海上力量向世界海洋进军。与之相适应，它们建

立起系统的海权理论，制定了海上战略，以指导

争夺海洋。
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任职达 30 年之

久。他在任内，建成了远洋导弹核海军。与此同

时，大力推进国家海权理论，从 20 世纪的 70 年

代初到 80 年 代 初，完 成 了 自 己 的 海 权 三 部 曲:

《战时与平时的海军》、《国家的海上威力》、《海

军学术的发展》。他论述了海洋、海军、海战、海

军学术等问题。他认为: “国家的海上威力就是:

合理地结合起来的、保障世界大洋进行科学、经

济开发和保卫国家利益的各种物质手段的总和。”
他进一步解释，国家海上力量是由海军、运输船

队、捕鱼船队、科学考察船队所组成，其中海军

居于首位。因此，他认为: “探讨海上威力的军事

部分是非常重要的。”② 在此思想指导下，他以大

量篇幅论述了海军的建设和作用。他认为: “强大

的海军是促使一些国家成为强国的诸因素之一。没

有海军的国家是不能长期成为强国的。”③ “海军甚

至能以海上突击改变各个大陆战场武装斗争的进程

和结局。”④ 可见，戈尔什科夫的海权理论是军事主

导型的，侧重于军事与战争，建立远洋导弹核海

军，执行国家赋予的战争使命，打赢核战争。
20 世纪的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美国围绕着

海军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

的争论。对阵双方分为 “主角派”与 “配角派”。
主角派主张加速海军建设，执行 “投掷力量”的

任务; 而“配角派”则主张限制海军的发展，执

行“控制海洋”的任务。1981 年，莱曼出任海军

部长，他是坚定的“主角派”。他主张重振美国海

军的雄风，实行以海军战略为核心内容的重大改

革，逐步形成系统的海上战略思想、海军建设思

①

②

③

④

《刘华清回忆录》，第 432 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4。
［俄］ 戈尔代科夫: 《国家海上威力》，2 页，北京，

海洋出版社，1985。
［俄］ 戈尔代科夫: 《国家海上威力》，73 页。
［俄］ 戈尔代科夫: 《国家海上威力》，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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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海军作战思想。1986 年，他正式公布了美国

的“海上战略”。这是自马汉以来的第二个系统的

海军战略，是军事战略的海上部分，是诸军种联

合作战战略。该战略有三大支柱: 威慑、前沿防

御、盟国团 结。威 慑 是 核 心，前 沿 防 御 是 本 质，

而盟国团结则是策略。他的海军建设思想是争取

优势，均衡发展。据此，制定了海军建设方针是:

以海基力量为后盾，以两个 “优化形式”和一支

“突击兵力”为重点，建设一支平衡的全球性的制

海力量。他的作战思想是力争主动，攻势和先机。
具体的作战指导是: 以多样化核武器为后盾，综

合作战; 控制前沿“高威胁区”，控制海洋; 运用

航母战斗群，灵活作战; 实行快速、突然、纵深

的两栖作战; 积极反潜作战，保护海上交通。
刘华清司令员密切关注世界海洋的形势，关

注两个超级大国海军的动态。从 1983 年至 1986
年，他出访六国，与美、英、德三国海军领导进

行广泛交谈，参观军舰、港口、院校、指挥机关、
科研机构、训练中心、船厂。他还特别关注苏美

两国海军战略理论的发展，把视角聚焦于戈尔什

科夫和马汉。1983 年，他倡导海军高级干部要读

两本 书，一 本 是 戈 尔 什 科 夫 的 《国 家 的 海 上 威

力》，另一本是马汉的 《海军战略》。他指示海军

学院，组织人员先行研究这两本书，并写出评介

材料。材料上报后，他亲自审阅修改后下发海军

军以上单位，作为干部读书辅导材料。1984 年，

他决定以《＜ 国家的海上威力 ＞ 评介》课题为基

础，在海军战役集训班授课，引起海军高级干部

的兴趣和震动。他以外国海军军事理论启发我军

干部重视全局、重视战略，为建立中国的系统海

军战略作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

三、全局在胸，有序推进

从 1982 年至 1987 年的五年内，刘华清司令

员以执着的精神，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系统海

军战略的创建。1995 年他任军委副主席后，仍然

以历史的眼光，总结海军战略统领海军全局的决

策经验。
1983 年底，海军举办了高级干部军事研究班。

刘华清司令员作了题为 《关于海军贯彻积极防御

战略方针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原原本本地

传达了邓小平对海军的指示，以及军委战略方针

的基本精神。同时，他提出了今后海军作战的指

导方针: 近岸坚守防御阵地战、海上运动战与海

上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的灵活运用。他认为，当

时提出海军战略的条件还不成熟，以先从作战方

针开始为宜。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刘司令的报告，

揭开了建立系统海军战略的大幕。
1984 年，在海军院校改革座谈会上，刘司令

指示，要发展海军战略，建立海军战略学，向全

海军发出了预先号令。他说: 我们要在继承毛泽

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作战对象，我军的战

略方针和海军作战任务，吸收外军军事理论中有

用的东西，发展海军的战略战术。关于战略学，

我建议海军学院要组织一些人把美国、苏联的海

军战略 书 籍 研 究 一 番，并 根 据 我 国 的 情 况 进 行

编写。
1985 年，刘司令认为，建立海军战略的条件

已经成熟，于是他公布了关于海军战略的总体构

想。12 月 20 日，他在海军图上演习总结会上，作

出三点指示: 一是为什么制定海军战略; 二是什

么是海军战略; 三是我国当前的海军战略是什么。
1986 年 1 月 25 日，在海军党委扩大会上，他再次

提要建立“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
1986 年春节刚过，刘司令启动了海军战略文

本的制定工作。他指示海军学院派出 4 名研究员，

赴京执行起草任务。2 月 17 日和 21 日，他两次接

见起草小组成员，交待任务，提出要求。他谈到

了海洋的形势，战争的可能性，我国海军现状及

未来发展。谈到战略问题时他指出，需重点研究

毛泽东的“战略全局”论以及 “战略分层”论，

邓小平对海军的指示，以及 “近海防御”战略思

想。他的谈话，为海军战略起草工作指明了方向。

草稿完成后，他亲自审阅，作了较大修改。4 月

29 日，他在国防大学作了题为 《海军战略与未来

海上作战》的报告，反应强烈，获得成功。5 月，

他再到海军指挥学院讲授上述内容。
1987 年 2 月，刘华清司令员与李耀文政委，

签发了海军党委给中央军委 《关于明确海军战略

问题》的报告。4 月，总参谋部召集 9 个单位参

加的研讨会，专题论证了报告内容。与会同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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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支持海军党委的报告，认为提出海军战略是适

时的，对海军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理论意义，

对全军的军事理论研究也是很好的促进。依据报

告和论证的结论，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常务副主席

杨尚昆，先后圈阅了报告。

四、科学决策

刘华清司令员关于海军战略的科学决策，体

现在三个方面: 先进的理论，明确的目标，正确

的道路。
( 一) 先进的战略理论。刘华清主张以毛泽东

的战略理论作为海军战略的理论支撑。他牢牢把

握毛泽东的 “战争全局”论和 “战略分层”论，

以此作为建立海军战略的支柱。
毛泽东战略理论认为，全局性是战略的本质

特征。他开宗明义指出: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

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

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

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他把战

略与战争全局有机地联系起来，认为: “研究带全

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 “战略

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①毛泽东在

这里提出了三种全局，在一个国家内，就需要两

个层次的战略指导。
刘华清司令员把毛泽东的战略理论作为建立

海军战略的理论支柱。他在接见起草小组时指出:

宏观就是全局，就是总体。宏观控制就是战略。
毛主席早就讲过战略多层次的理论。他说一个大

的游击区、一个大的作战方面，都是一个全局。
刘华清的寓意非常清楚，海军等同一个大的作战

方面，也形成了一个全局，也应实行战略指导。
刘华清司令员贯彻毛泽东 “战争全局”论的

主张，在建立海军战略实践中已经实现。遗憾的

是在海军战略文本中却未见诸文字，在文本表述

上仅用 “作 战 + 建 设”论 取 代 了 “战 争 全 局”
论。这种表述不足又体现在多个环节上。第一个

环节是《海军战略》词条的起草者，对海军战略

的定义是: “指导海军建设和作战的方略。”② 这

个定义不足的关节点在于用海军建设和作战，湮

没了海 军 与 海 战 全 局，丢 弃 了 战 略 的 本 质 特 征

———全局性，背离了毛泽东的战略理论，违背了

刘华清司令员的战略意图。第二个环节是，海军

百科组负责人为刘司令员起草讲话时，在谈到什

么是海军战略时，引用了上述定义。第三个环节

是，海军战略起草小组在工作中又引用了上述讲

话。值得提出的是，刘华清司令员在他后来的讲

话中已经提出了要贯彻毛泽东 “战争全局”论的

指示，应该理解为是对先前讲话的更正。起草小

组没能敏锐地理解首长的意图，导致海军战略文

本中仍然使用了错误的定义。这绝不是简单的文

字问题，而是涉及对海军战略本质的理解没有到

位。更令人遗憾的是，起草链条的不足，导引出

后续各种理论著述的不足，百科全书体系、军事

教材体系、回忆录与论文集、纪实作品，乃至海

军战略决策体系，都以为上述观点是刘华清司令

员的思想观点。作为海军战略文件起草人之一，

笔者以郑重、自责的态度，对此加以说明，以还

历史之本来面目，让老首长当初的正确主张拨云

见日。
( 二) 明确的战略目标。刘华清司令员制定的

战略目标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海军的使命，

确定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应

对针对我国的海上局部战争，遏制和防御帝国主

义、霸权主义来自海上的可能侵略，保证我国的

和平环境。第二层次是海军的任务。和平时期的

任务是: 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保护领土主权和

海洋权益; 为国家外交政策服务; 遏制侵略; 参

加社会主义建设。战争时期的任务是: 协同陆、
空军，抵御来自海上的进攻; 保卫己方的海上交

通线; 参加战略核反击。第三层次是海军的作战

能力: 要能在主要作战方向上夺取并保持制海权;

能在必要的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中国海区的几个重

要的海上通道; 能在与中国海区的相邻海区作战;

具有较强的核反击能力。
( 三) 正确的战略道路。刘华清司令员到职海

军后精心筹划，反复论证，终于形成一条符合中

国国情的海军战略道路。这条道路概括为三个层

①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15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7。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322 ～ 323 页，北京，军事科学

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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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海 军 战 略 方 针，海 军 作 战 方 针，海 军 建 设

方针。

海军战略方针。海军战略方针源于邓小平的

“近海防御”战略思想。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前后，七次对海军全局性问题作了指示，核

心内容是坚持 “近海防御”战略思想。他说: 我

们的海军应该是近海作战，是防御性的。海军一

切要服从这个方针。他进一步解释这个方针是长

期防御，积极防御，区域防御。邓小平的 “近海

防御”战略思想是指导海军全局与海战全局的总

依据。刘华清司令员到职以后，发现海军在几年

以内未能提出贯彻落实的措施，他以敏锐的政治

原则和组织原则，决心贯彻落实。他在接见海军

战略起草小组成员时着重指示: 海军战略已经有

了，按邓主席讲的写，他说得是权威。按照刘司

令的指示，海军战略方针确定为“近海防御”。

海军作战方针。20 世纪 80 年代初，军委的战

略方针对战争初期的作战形式作了规定。刘华清

司令员于 1983 年确定的海军作战方针是三种作战

形式的灵活运用: 近岸坚守防御阵地战，是海军

兵力依托岛岸及其附近的海上阵地设施，为控制

近岸一定海域，阻止敌人突破所进行的防御作战;

在战争初期海上执行的多种作战任务中，将进行

近岸坚守阵地战。海上运动战，是在有利条件下，

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实施集中突击，以歼灭敌人

编队为目的的主动进攻作战; 战争初期，应进行

小规模运动战。海上破袭游击战，是以海军少量

兵力或海上民兵，在广阔海域，采取多种手段，

以袭扰或歼灭敌人为目的的作战; 海军经常性的

作战活动，将是分散的海上破袭游击战。在建立

海军战略时，刘司令的原本意图仍然是以三种作

战形式的灵活运用为海军作战方针。在接见海军

战略起草小组谈话时，他最后还强调: 扼要地提

一下三种作战形式，不提，怕人家误会。

海军建设方针。刘华清司令员说，我们的海

军建设方针是: 有重点按比例、均衡地发展。均

衡发展就是要比例协调，系列配套，使组成海军

的各个因素处于最佳的组合状态。均衡不是平均，

而是有重点。

刘华清司令员制定海军战略，是以毛泽东军

事思想、邓小平军事理论为指导，以海军的实际

状况为依据，继承了海军宏观决策的优良传统，

吸取了外国海军的有益经验，集中了党和人民军

队的集体智慧而形成的，并在指导海军全局性工

作中，经受了实践检验，证明是科学的。

五、建立海军战略的重大意义

海军战略是一项新的宏观决策工程，意义重

大，其创建经历了五年时间。刘司令始终亲临一

线，目标明确，步骤清晰，全局在胸，锐意创新。
首先，落实了邓小平“近海防御”战略思想。

邓小平是党的领袖，军队的统帅，他对海军的工

作作了许多指示，涵盖海军的建设目标、海军的

建设方针、海军的战略方针诸领域，为新时期的

海军全局性工作指明了方向。然而，这些指示在

五年内未得到落实。刘司令以深刻的政治敏锐性

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在海军战略的谋划中，落实

了邓小平的指示。
其次，突破了单一战略，迈出了建立军种战

略的第一步。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战略大拓展

的局面。以军事战略为源头，在战略体系拓展中，

海军战略走在了全军的最前列。
第三，推动海军宏观决策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中国响亮地提出系统的海军战略，是一次大胆

的创新。它象征着中国人把自己的眼光聚集于更

加广阔的蓝色资源宝库，用海军战略支持国家改

革开放的总体战略。在海军内部，更加注重全局

性的谋划，提出全局性的目标，寻找全局性的道

路，以海军战略为指导，推动各项工作整体有序

前行。十年后，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回顾

了海军战略的作用，他说: 实践证明，海军战略

的提出符合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我们统一思

想认识、加强海军质量建设、增加决策的科学性，

起到了积极作用。……没有海军战略的运筹……
海军建设达到今天的水平是不可能的。

［责任编辑: 潘 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