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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不同时期国际战略形势、国家

安全面临的战争威胁以及主要作战对象的变化，制定并适时调整反侵略战争战略指导，为捍

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防止外敌大规模入侵，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可靠保

证。研究冷战时期中国反侵略战争战略指导的演变，对于探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指导规

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积极防御，将来犯之敌歼灭在前沿地区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安全环境十分严峻。在国际舞台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

营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严峻对峙，美国积极推行包围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中

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不可避免地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敌视。在朝鲜战

争期间和之后，美国加快了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大冷战和强化遏制政策的步伐，同东南

亚及大洋洲的国家或地区签订了一系列所谓“防务”条约，加紧拼凑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

同时，美国积极扶持台湾蒋介石政权，支持其反攻大陆。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对新中

国的军事包围圈已基本形成。

要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就必须做好反侵略战争

准备。为此，必须着力解决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1952年4月，粟裕副总参谋长向中

央军委建议：为了应付敌人的侵袭，保卫国家安全，军队系统中各自发展的混乱现象应该

停止，必须使陆军的整编与装备计划、海空军和各特种兵以及各部门的三年或五年的建设计

划，有机地结合起来。而特别重要的是使整个的建军计划同整个国家的工业建设计划密切地

配合起来。他认为，“必须首先确定我们国家的整个战略方针，假定敌国及其进攻的方向(主

要是从东北面及东面)以及次要的进攻方向等，以制订我们的作战方案(应该有几个方案)。

尔后根据战略方针和几个作战方案来制订我们的国防建设计划”①。1956年3月中央军委扩大

会议正式提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其基本精神是：后发制

人、持久作战、阵地防御和运动的进攻战相结合。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要求加强战争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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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采取积极措施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

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

候，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

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

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敌进行持久作战，以便逐

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然后由战略防御

转入战略进攻，最后彻底打败敌人。根据积极防

御的战略方针，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原则确定

为：以陆军为主，在空军、海军的协同配合下，

把进攻的敌人主力歼灭在中国沿海地区。战争初

期的作战形式是阵地战结合运动战，也就是以阵

地的防御战和运动的进攻战相结合。根据未来战

争的作战原则和作战形式，人民解放军必须注重

提高军队质量，加强陆军建设，重点发展空军，

逐步地发展海军，提高军队的诸军兵种协同作战

能力。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以

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人民解放军军事斗争

的基点主要放在准备抗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军队的侵略上，在作战指导上采取的是前沿防御

的方针，即将来犯之敌歼灭在中国的前沿地区。

二、加紧战备，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

核战争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家安

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反侵略战争战略指导

进行了相应调整。60年代初，中央军委判断，在

未来战争中，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战略性突然袭

击的可能性，特别是从空中来的、大规模的突然

袭击，在现代条件下大大增加了；中国不仅对于

敌人的原子弹、导弹、化学、细菌武器的突然袭

击要有充分的估计，同时也要考虑到敌人在中国

纵深地区实行战略空降的可能性。1960年1月，

总参谋部将《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呈报中央军

委。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明确，未来反侵略

战争采取“北顶南放”的方针，既在浙江三门湾

以北沿海地区顶住敌人，在东南沿海地区坚守要

点，诱敌深入至纵深地区后聚而歼之。同年8月，

中央军委在半年来的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坚

决不让敌人从中国的北方打进来，采取一切办法

死守东北和山东半岛地区，这样经过一番激战之

后，就势必迫使敌人不得不从中国的南面实行比

较吃力的渡海登陆战。如果敌人从中国的南面进

攻，对人民解放军是有利。把敌人从南面放进来

之后，敌人就将遇到层层不断的山地，而人民解

放军则便于依托这些山地不断地去消耗其人力、

物力，争取逐步改变敌我优劣之势。1961年1月22

日至2月27日，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

讨论国家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会议确定，

国家战略方针仍然是“积极防御”，防御的主要

方向是沿海地区；明确战略防御中有“顶”有

“放”，即北部地区为“死守”区，要“顶”；

长江以南地区为“固守”区；“两广”（广东、

广西）地区为机动区，可以“放”。

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安全环境更加恶

化，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军事同盟转为军事对

抗；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对峙，美国进一步加强对

中国的战略遏制，中国同时面临来自苏联和美国

从北面和南面两个战略方向的军事威胁。在安全

环境十分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认

为，由于中苏发生矛盾，美国会乘机对中国发

动战争，必须从战略上予以重视。1965年4月12

日至5月31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军作战会

议。会议明确提出：打与不打，要放在打的准备

上；美国和苏联是否会联合起来侵略中国，要准

备苏联参战；打不打原子弹，要放在打原子弹的

准备上；迟打还是早打，要准备早打。1965年9

月19日至21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罗瑞

卿等召开军委座谈会，研究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

及其可能出现的前景等与战争有关的问题，进一

步明确了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备指

导思想。由于战略立足点是准备应付大打和外国

侵略者的核袭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依据国家

经济发展水平和在核时代敌强我弱的力量基本对

比的情况，确定将“诱敌深入”作为反侵略战争

的战略指导方针。1965年6月，在杭州会议上，

毛泽东指出：“还是要诱敌深入才好打。人家得

不到好处不行，那样就不能诱敌深入……御敌于

国门之外，我从来就说不是好办法”①。1969年4

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强调“诱

敌深入”方针。他说，“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

去。”战争有小打和大打两种可能，“小打就在

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要

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②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

中国的安全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但苏联对中国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315页，北京，

军事科学院、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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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胁仍然存在。与此同时，苏联全球战略部署

尚未完成，其战略重点仍然在欧洲，若想对中国

发动大规模进攻，短时期内不大可能。在1977年

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在分析国

内、国际形势时指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

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

泽东同志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

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

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

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

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①。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军委提出了“积极防御，诱

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基本精神是，

“战争初期，最主要的是粉碎敌人战略突袭，保

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制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国

家转入战时体制。随后，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到预

设战场，视情况通过规模不等的运动战，集中优

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安全环

境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也是军事斗争实践最为

活跃的时期。60年代初中国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以

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其他战略方向不安全

因素也明显增多。6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战略方

向是南北两个方向，既要做好对付美国发动战争

的准备，同时对苏联有所防备，充分准备独立作

战和两面作战。60年代末，主要战略方向转向北

线，主要防备苏联的突然袭击。中共中央、毛泽

东一度判断苏联对华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迫在眉

睫，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树立早打、大

打、打核战争的思想，以临战姿态做好反侵略战

争准备，在反侵略战争作战指导上特别强调要坚

持诱敌深入思想，依托本土作战、人熟地熟情况

熟的优势，将敌人放进来打，陷敌于人民战争的

汪洋大海之中。

三、制止战争，立足于准备应付局部战争或

军事冲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队许多高级将

领应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原理，结合实际，深入探

讨和研究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以及反侵略战争准

备问题。1979年1月，军事科学院第一政治委员

粟裕应军事学院和中央党校的邀请，在这两个院

校作了题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

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报告对未来反侵略战争

初期的战争指导和作战方法进行了新的思考，提

出战争初期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关键问题，

就是着眼于抗住敌人战略突袭的最初几个浪头，

挡住敌人的“三板斧”。既要避免和敌人重兵集

团进行战略决战，又要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迟

滞和消耗敌人，以达到保持战争能力、保存战争

潜力、实现战略展开、调整和加强防御体系的目

的，挫败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使战局出现初期

的相持局面，为战胜敌人创造条件。他的这一观

点为新时期战略方针的调整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导

向作用。粟裕的这次讲话在全军引起了强烈反

响，被军委总部列为全军高级干部必须学习的内

容。全军很快掀起了研究战争初期作战问题的热

潮。同时，总参谋部组织各军兵种、军事科学院

等单位，研究战争初期作战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问题。

1980年9月，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向中央军

委呈报《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建议中国

的军事战略方针，仍应以“积极防御”为宜。他

提出：不宜将“诱敌深入”与“积极防御”并列

为战略方针。因为这容易在贯彻执行中造成思想

混乱。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是贯穿战争全过程和各

个方面的战争指导原则，即在战略防御阶段和战

略反攻阶段，全国各个战场都必须贯彻执行，而

诱敌深入则不是普遍的、统管战争全过程的指导

原则，不仅战略反攻阶段不适用，就是在战略防

御阶段，对于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部队也不适

用。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

聂荣臻都对该建议作了批示，并同意所提建议。

为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中央军委提出加

强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研究，进一步增强高级干部

的战略意识，领会军事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

想，研究外敌入侵时应采取的战略对策。1980年

9月17日至10月18日，中央军委举办全军高级干

部对苏防卫作战研究班（称“801会议”），军

队各大单位的主要领导人100余人参加会议，与

会人员学习、领会毛泽东战略思想，分析国际形

势及其发展趋势，研究人民解放军如何以劣势装

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听取各总部、军事科学院

和军兵种关于敌情、战争初期作战方针、战时政

治工作、战时后勤保障以及军兵种在战争初期运

用等15个课题报告，着重研究世界战略形势、对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②《叶剑英军事文选》，681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7。



军事历史  2013年第1期 军事思想史研究

— 18 —

苏军入侵中国的判断和战争初期的作战任务等重

大战略问题。会议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

明确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研究了反

侵略战争初期的作战样式，对于统一全军的作战

思想，提高全军高级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10月15日，邓小平在研讨班全体

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未来的反侵略战争，

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

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防御，防御中有进

攻。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战

争肯定是持久的，一定要搞持久战，中国有这个

条件”。“要立足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

代化装备，以持久战消耗敌人”。①叶剑英在讲话

中明确表示：“我在七七年的讲话中提出‘积极

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这次讨论，大家

都主张改为‘积极防御’，‘积极防御’包括了持

久作战和诱敌深入的含义，我同意大家的意见。②

重新调整后的军事战略方针，规定了在未来

反侵略战争初期最主要的是抗住敌人的战略袭

击，制止敌人长驱直入，保存有生力量和战争潜

力，掩护全军战略展开和国家转入战时体制，争

取初步稳定战局。这一方针在其内涵上有了很大

的发展：一是在战略指导上变“诱敌深入”为

“顶住敌人”；二是在作战形式上变打运动战为

主为以坚守阵地打防御战为主。战略方针的调

整，解决了新形势下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指导问

题，对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军队建设与战备，

以及今后的反侵略战争，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

人民解放军体制编制调整、武器装备发展、军事

训练等各项工作改革提供了基本依据。

为了贯彻落实“801会议”精神，1981年8月

27日至9月21日，中央军委召开“802”会议，着

重集训各大军区、军兵种领导，研究在主要方向

上防御作战的组织实施，参观了北京军区方面军

防御战役演习。通过集训和参观演习，对战争初

期防御战役问题进行了探讨，加深了对“积极防

御”战略方针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由冷战趋向缓

和。中央军委判断，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

的战争是有可能的，其原因：一是有资格打世界

战争的苏美两国，在军事力量上会长期处于均

势，谁也不敢打；二是双方的全球战略部署均未

完成，不能打；三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

战争力量的增长，可以推迟或制止战争的爆发。

基于以上分析，中央军委在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

上作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

决策，即从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

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军事

斗争的准备也由应付全面战争转向应付可能发生

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上。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

行战略性转变，对于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

家总体建设，增强综合国力和综合国防能力，推

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具有重要

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实行这一战略性转变，标志

着国防和军队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步入新的发展轨道。

四、结语

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始终面

临着一个强敌的战争威胁，在某一时期甚至面临

同时与两个强敌或多线作战的危险。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在制定或调整反侵略战争战略指导时，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始终把国家利益作为

战略指导的最高原则，不畏强敌，敢打必胜，坚

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实践证明，

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是坚定的，说话是算数

的，同侵略者的斗争是有所作为的。二是从最坏

的可能性着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如实

施大规模“三线”建设，进行“三北”防护工程

建设等，全面加强战备建设，这些举措对战争爆

发起到了一定的慑止作用。三是坚持人民战争思

想的战略指导地位，把争取反侵略战争胜利的立

足点，放在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上。四是不拘

泥于已经确立的战略指导，密切关注现代战争的

动向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并制定

出新的战略指导，使战略指导适应不断变化和发

展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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