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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ao Zedong's Thoughts on Nuclear Strategy

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时代背景

★ 张 锦 张进存

摘要: 毛泽东核战略思想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的思想基础，是中国核力量建设和发展的指针，

它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是毛泽东核战略思想产生的基础;

摆脱被欺侮命运、争取大国地位的诉求是毛泽东核战略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 美苏对中国的安

全威胁则是毛泽东核战略思想发展的外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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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核战略思想是中国核武器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核战略思想博大精深，其主要内容有: 原子弹既

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 要有核武器，以打破核垄断、反对核讹作; 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全面

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等。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把握其时

代背景对于我们全面深刻理解毛泽东核战略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是毛泽东核战略思想产生的基础

至 1945 年 8 月原子弹在日本爆炸，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已经走过了大革命、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被内战的阴云所笼罩。毛泽东核战略思想最初就是在这种

环境中萌发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的实践经验及当时的内战环境对其产生了重大

影响。
从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总结创立了人民战争思想，认为人民是决定

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主张利用人民的力量打击侵略者，保卫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目标，在敌强我弱、军事力量十分悬殊的

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在敌人力量较

为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动组织以最广大的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建立壮大以无产阶级思想为指

导的人民军队，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结合起来，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多次 “围剿”，求得了

红色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大限度地团

结发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游击战，同国民党

军的正面战场相互配合，使日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是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决定因素。中

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在以实践验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的同时，也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

一步坚信，人民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劳伦斯·弗里德曼在 《核战略的演变》中说: “这 ( 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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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战争) 一直是毛主义思想的基础。具有这种观

点并不奇怪，因为它是从一系列成功的战争经验

中得出来的，在这些战争中装备良好但因为缺乏

群众支持的军队吃了败仗。”①

日本投降后，中国面临内战的危险。1945 年

10 月，国共两党经谈判签订了 《政府与中共代表

会谈纪要》，即 《双十协定》。国民党接受了中共

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要避免内战，

但不久蒋介石便撕毁协定，内战爆发。当时国共

两党实力悬殊，中国共产党代表的革命力量约有

100 万军队和占全国五分之一的人口，而反动的国

民党势力却拥有 400 余万军队并得到美国的大力

支持和援助。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党内产生了

一股悲观情绪，害怕美国，害怕原子弹，害怕第

三次世界大战。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以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的军事观批判了“唯武器论”，强调人

的因素，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说: “武器是战

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

是人不是物。”②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具体到核

武器上，毛泽东采取了战略上藐视的态度。在内

战爆发后的 1946 年，毛泽东就向美国记者安娜·
路易斯·斯特朗阐述了他对核武器的看法: “原子

弹是美国反对派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

子很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③

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中

人民战争的成功经验，内战的现实环境共同影响

了毛 泽 东 核 战 略 思 想 的 发 端: 原 子 弹 是 “纸 老

虎”，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核武器。

二、摆脱被欺侮的命运、争取大国地位的诉

求是毛泽东核战略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经验和内战的

现实环境使毛泽东在战略上拥有藐视核武器的底

气的话，那么摆脱中华民族百年来被人欺侮的命

运，实现民族振兴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强

诉求则是促使毛泽东重视核武器、决定中国必须

发展核武器的内在动力。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凌辱的惨痛命运深刻地印

在每一位新中国的创始人心中，摆脱被人欺侮、
实现民族振兴是中共领导人共同的夙愿。新中国

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的，毛泽东等第一代

领导人对中国的落后深刻认识到，发展尖端技术，

追赶先进成为新中国摆脱贫穷、摆脱落后挨打局

面的重要途径。1954 年 10 月，毛泽东在国防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 “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

化、军事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

东西，就 来 欺 负 我 们。他 们 说 ‘你 有 几 颗 原 子

弹?’”④ 1955 年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

会议正式决定要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指出: “我们不但

要有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

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

西。”⑤ 1959 年苏联停止对华援助后，毛泽东决定

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面对

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以

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仍然决定继续发展

核武器，明确指示核武器项目不能放松，更不能

下马。
与摆脱被欺侮命运、实现民族振兴同样重要

的是新中国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强烈愿望。冷战

时期，核武器是大国地位的支撑，当时的英国和

法国都极力主张发展自身独立的核力量。英国首

相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把原子弹比作 “入场

券”，认为它能使英国“在和平的会议桌上享有应

有的地位”。⑥ 法国也把核武器看作大国的象征，

认为核武器有助于振兴国家、鼓舞士气，并确保

法国在国际上取得应有的地位。⑦ 同样，在中国领

导人看来，发展原子弹、导弹等先进军事技术有

助于中国获得应有的大国地位。1958 年 6 月在中

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要搞一点

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因为虽然它是“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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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 个 东 西，没 有 那 个 东 西，人 家 就 说 你 不 算

数。”① 1965 年 4 月，陈毅在视察中国人民解放军

原子弹、导弹发射基地时说: “你们赶快把 ‘两

弹’搞 出 来，我 这 个 当 外 交 部 长 的 腰 杆 子 就 硬

了。”② 随着中国核试验的成功和常规力量的壮大，

美苏等大国再也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国际舆论

也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原子大国，不能再

被忽视，联合国没有中国的参加、禁止核武器的

努力没有中国的合作不可能起作用。在亚非拉等

国的支持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并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从而正式登上了国

际大舞台，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必须摆脱受强国欺侮的命运，实现自强

和民族振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战争年代和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坚定信念。如果没有朝鲜战

争和台海危机，中国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再发展

核武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还会有其他理由促

使中国做出这种根本性的选择。③ 这种民族振兴、
获得大国地位的迫切需要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核

战略思想，使毛泽东更加重视原子弹 “真老虎”
的一面，下定决心发展核武器。1964 年 10 月，中

国终于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核试验的成功，

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赶上和超过

世界先进水平、振兴中华民族的信心。但中国发

展起核武器之后，就立即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大国风范，与核武

器试验成功一样进一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

认可。
邓小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语重心长地指出: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

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

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

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

标志。”④ 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那一代领导

集体执着发展核力量的一个共同夙愿。

三、美苏两国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构成了毛泽

东核战略思想发展的外部动力

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发展还有着深刻的国际

背景，即美苏两国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原子弹的

巨大毁伤力使中国曾经饱受美苏两国的核威胁和

核讹诈，迫使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打

破核讹诈，保卫国家安全。
新中国成立时，美苏冷战正酣，根据当时的

形势，中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从而形成了中

美敌对的局面。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政治孤立、经

济封锁、军事包围的政策，把中国视为其在远东

最大的威胁。在经历朝鲜战争和两次台海危机的

交锋后，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更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在与中国的这些冲突中不断挥舞 “核大棒”，

对中国进行核威胁。朝鲜战争中，美国国务院提

出了《关于对中国使用原子弹问题》的备忘录，

认为在常规武器无法取胜或虽能取胜但美军伤亡

过大 的 情 况 下，可 以 考 虑 对 中 国 使 用 原 子 弹。
1953 年，朝鲜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时，美国曾先后

两次对中国进行了核威胁，美国政府自己认为谈

判僵局的打破是由于巧妙地使用核威胁的结果。
1954—1955 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美国

第 7 舰队的主力向台湾海峡和浙东海面集结，美

国政府向中国发出了核威胁。在《美国对外关系》
中记录了艾森豪威尔的核威胁警告: “如果以后美

国有必要干预……美国使用原子武器干预的时间

可能到来……。”1958 年 8 月，中国炮击金门，第

二次台海危机爆发。美国在这一地区调集了 “有

史以来最强大的海空打击力量”，且载有核武器。
20 世纪 60 年代，从肯尼迪政府到尼克松政府初

期，美国都对中国采取敌视的政策，限制中国核

武器的发展，甚至想通过军事手段摧毁中国的核

设施，美国还一度建立起针对中国的反导系统。
美国对中国安全的现实威胁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

发展核武器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签订了 《中苏友好同盟

互助条约》，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20 世纪 50 年

代，中国做出发展核武器的决定后，中苏先后签

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372 页，北京，军事科

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陈毅 年 谱》，下 卷，北 京，1095 页，人 民 出 版 社，

1995。
麦乔治·邦迪: 《美国核战略》，265 页，北京，世界

知识出版社，1991。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279 页，北京: 人民出版，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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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 6 个涉及核工业的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向中国

提供研制原子弹的图纸、资料、设备和专家，这

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

展核武器。但这种兄弟般的同盟关系不到 10 年就

出现了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两国

关系迅速恶化，由党际友好变成公开论战，由同

盟变成相互指责和攻击。首先，赫鲁晓夫为了推

行对美缓和的战略，试图牺牲中国利益，让中国

服从其战略。1958 年 8 月，中国军队开始了炮击

金门，中国领导人在没有任何通气的情况下，突

然采取如此重大的军事举动，引起赫鲁晓夫的不

满，认为这不仅是无视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而

且不利于苏联对美推行的缓和政策。① 因此，苏联

对中国炮击金门的支持是有限的，只是在炮击停

止、危机解除之后，苏联才向美国提出了严重警

告。其次，苏联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做法激

怒了中国。1958 年，中国要求苏联提供承诺给予

的核武器及核潜艇，苏联则提出要在中国建设用

于军事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作为交换。毛泽东

认为这两件事都是涉及主权范围内的事，是苏联

想从军事上控制我们。毛泽东后来在回忆这件事

时说: “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 1958 年，他们在军

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第三，苏联对中国进

行核威胁。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苏联加强了在远

东的军事部署，1967 年和 1968 年，苏联分别在贝

加尔军区和蒙古建立了许多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

地，一支相当规模的应急部队进驻蒙古。1969 年

3 月，两国军队在珍宝岛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中苏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紧张状态。这时，

苏联国内有人扬言要对中国实施大规模核打击，

“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还有人主张采取有限的

作战行动，以摧毁北京的核设施。
值得一提的是，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和苏联曾

试图联合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一方面，美苏联

手，通过条约、谈判来阻止中国 核 战 略 的 实 施。
1963 年 7 月，美英苏三方签署了 《禁止在大气层

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 简称 《三国

条约》) 。这个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

因为在当时美苏都已具有了进行地下核试验的能

力。另一方面，美苏都曾试图联合对方对中国的

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约翰政府时期，美国曾与

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讨论采取联合行动对付中

国核武器发展计划的可能性，但遭到冷遇。而 20
世纪 60 年代末苏联又试图联合美国对中国的核设

施进行打击，但当时美国选择了与中国缓和关系

共同限制苏联，拒绝了苏联的计划。
中国的核事业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国际环境中

发展起来的，因此跟别国不一样，中国发展核武

器不是为了争强，也不是为了军备竞赛，而是在

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发展的，是在特定历

史条件下做出的决断。1964 年 10 月，中国原子弹

爆炸成功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 “中国进行

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发展

核武器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② 这一时期，

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着重强调了核武器 “真老虎”
的一面，认为必须发展核武器，强调中国发展核

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垄断，反对核讹诈;

并且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

这也体现出毛泽东核战略思想中自卫防御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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