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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毛泽东边防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发出 “向全国
进军的命令”，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及时有效地抵边控制边境地区，制止了民族分裂; 独创性地提出
了“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屯垦戍边的战略思想，为边境稳定提供坚强支撑; “针锋相对，寸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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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 提出了“民族团结是解决边疆问题的关键”的思想，制定和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消除
了长期存在的民族隔阂，保持了边疆稳定; 从边疆经济建设入手，不断提高边疆地区的综合实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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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边防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

军事理论与中国边防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创

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边防理论，并成功地指导了

边防实践，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国家

经济建设提供了相对安全的周边环境，改写了中

国近代有边无防、任人侵扰的屈辱历史，开创了

中国边防建设史上的新篇章。毛泽东边防思想对

于指导新时期边防工作，加快转变边防战斗力生

成模式，推进边防建设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政治、

军事等方面及时有效地抵边控制边境地区，制止

了民族分裂

我国近代边防，由于统治者设防思想落后，

国土意识淡薄，推行 “边疆无用论”，重中轻

边，兵力部署全线龟缩，边防一线军事力量薄

弱，远离边界线，加之边疆地区经济落后、民族

矛盾突出等复杂情况，因而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

略面前，束于无策，国门洞开，有边无防，任人

宰割。
新中国成立的前夕，能否及时有效地控制中

国的边界，成为全国人民瞩目的重大问题。中国

人民解放军刚刚结束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即奉

命“向全国进军”，直下东南沿海，收复沿海岛

屿，迅速挺进大西南和大西北，和平解放新疆、
西藏，把五星红旗插到了祖国的边防一线，全线

抵边控制，及时挫败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在边

疆制造分裂的阴谋。当时，美国曾鼓动以马步芳

为首的军阀把部队撤退到新疆，成立一个 “伊

斯兰国家”与中共对抗。情况紧急，党中央决

定提前解放新疆，从而挫败了敌对势力的阴谋。
在进军藏北的过程中，我先遣部队遵照毛泽东

“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等一系列指示，在人迹

罕至的冰雪高原上，摸索着前进，几临绝境，但

仍按命令及时到达了上级指定的边境地区。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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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的蛮横干涉，毛泽东明确指出: 中国的

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

政府来侵犯。〔1〕这是毛泽东对新中国边防工作和

边防斗争的总要求。边防部队组织群众，医治战

争的创伤，帮助政府建立地方基层政权，打击土

匪，控制边境地区，维护边界，从此结束了中国

近代有边无防、有边弱防的历史。
二、独创性地提出了 “一手拿镐、一手拿

枪”的屯垦戍边的战略思想，为边境稳定提供

坚强支撑

毛泽东在继承我国古代屯田思想的基础上，

从安邦治国、维护祖国统一、保持边境地区长治

久安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组建生产建设兵

团、实行屯垦戍边的战略思想。1949 年 12 月 5
日，毛泽东发出了 《关于 1950 年军队参加生产

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 “除继续作战和服

勤务者外，应当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

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还是一支生产

军，藉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

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建设”〔2〕。毛泽东这

一号召对于驻经济十分落后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部队来说尤为重要。以新疆为例，解放初人均有

粮 391. 4 斤，靠农 ( 牧) 民要保证近 20 万部队

粮食等物资的供应显然是不可能的。若从内地调

粮，由兰州到哈密的运价等于粮价的 7 倍。从苏

联进口，国家拿不出所需的外汇。不解决军粮问

题，军队就站不住脚，边防就不能巩固。因此，

部队开荒、生产自给就显得非常重要。驻海南、
东北、西藏、云南、内蒙古等地区的边防部队，

都是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了粮食自给。这

一措施不仅解决了部队吃穿的问题，而且使边疆

各族人民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本质，树立了人民军队为边疆各族

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形象。
1952 年 2 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

泽东在发布军队整编命令中，把驻边疆部队分为

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毛泽东这一思想一方面回

答和解决了当国家由战争年代转入和平建设时期

后，面对边境地区人烟稀少、经济落后，又是少

数民族居住区，周边复杂，内忧外患并存，不稳

定因素多的复杂情况下，军事力量长远建设的问

题。另一方面做到了既在边境地区保留足以抗衡

外来侵略，镇压境内敌对势力的兵员数量，又解

决了军队食粮的供应和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建设等

诸多重大问题，提高了边疆地区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实力。
1954 年，军队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顺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大局，军队生产纳入

国家计划。为在边疆地区只保留整编后的兵员，

使生产部队真正安下心扎下根屯垦戍边，毛泽东

于 1954 年 8 月 6 日复电同意在新疆成立新疆军

区生产建设兵团，于是 11 个师，17. 5 万名官兵

集体就地转业。同时在我国黑龙江、内蒙古、云

南、海南等省 ( 区) 的边境地区也成立了生产

建设兵团。兵团的组建，是我们党在总结历代屯

垦、保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的巩固祖国统

一、繁荣与安定边疆的战略措施。
三、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有理、有

利、有节”的边防斗争方针，遏制了别国对我

领土的蚕食，取得了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帝

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使我国大片领土划入别

国的版图，同时也给新中国留下了许多边界争议

地区。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几场局部战争和武装

冲突，都是因帝国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者侵犯我

国边界，企图掠夺和蚕食我国国土所引起的。据

有关资料介绍，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

末，发生在中苏、中印、中越边境的各类事件多

达 3700 次以上。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珍

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中越边境自卫作战、打击美

蒋军空中袭扰作战、西沙永乐岛自卫反击作战、
南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及空喀山口、铁列克提事

件等边境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我边防部队坚

决贯彻毛泽东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3〕、 “有

理、有利、有节”的边防斗争方针和原则，夺

取了军事与政治外交斗争的胜利。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前，我军克制忍让达

12 年之久，为避免战争，毛泽东派周恩来赴印

度和尼赫鲁会晤，对印度 “又团结、又斗争”。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军狠狠打击了印度扩张

主义者，但适可而止，主动停火，后撤 20 公里，

并组织印战俘到中国著名城市参观，将缴获的印

军武器装备全部送还。在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

中，毛泽东、周恩来曾指示，我们主要是守卫住

珍宝岛，炮弹至多打到江边，不要再向纵深打，

不要误伤了苏联的边民。还指出我们打的是一场

局部的边界战争，一方面要将敌人打疼，一方面

不要扩大。不打疼，我们的边防战士不愿意，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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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不老实; 但扩大了也不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坚持战略防御，

坚持自卫立场，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

发展与邻国的关系，主张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

边界争端。我们绝不侵略别国，但是也绝不允许

别国侵略我们。面对武装侵略，则要坚决地进行

自卫反击，不打则已，打则必胜。为了夺取边海

防斗争的胜利，我们积极地进行军事准备，选择

有利时机进行自卫还击作战，确保战而胜之，有

效地保卫了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
四、提出了 “民族团结是解决边疆问题的

关键”的思想，制定和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

策，消除了长期存在的民族隔阂，保持了边疆

稳定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多

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边疆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

不仅决定着边疆社会的进步与稳定，对边防的强

弱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毛泽东曾深刻指出:

“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

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

祖国。”〔4〕众所周知，我国边境地区大多是少数

民族聚居区，并和邻国边境地区的同一民族跨国

而居，宗教、血缘、种族关系密切，历来是帝国

主义及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进行渗

透、颠覆分裂中国的主要地区。解放前，由于统

治阶级所实行的反动政策，民族矛盾十分突出。
在西藏、新疆曾发生过多起动乱、暴乱。可以

说，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边防，因为内忧和外患

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一旦发生战争或武装冲

突，无论大打、中打还是小打，边境少数民族地

区都将首当其冲，因此民族团结的地位和作用非

常重要。
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基础。1949 年颁布

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明

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

的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宪法和中央

人民政府发布的各项规定和指示，也都明确规定

了各民族平等的权利。自此，党和政府把民族问

题的解决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把坚持民族平

等，消除民族隔阂，作为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为进一步增进民族团结，创立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毛泽东主持召开

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

治”〔5〕。这一决策反映了中国的实际和各族人民

的共同愿望。1952 年政务院颁布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 《关于保障

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

定》。后来，民族区域自治又明确载入历次 《宪

法》，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毛泽东一再强调，军队

进驻少数民族地区，不得扰民，不要增加老百姓

的负担，一切军需物资包括粮食在内统由中央人

民政府供给。少数民族群众中信仰宗教的人口

多，而且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又往往与民族问题

交织在一起。毛泽东指出，对信教的人要坚持政

治团结，同时尊重他们的信仰，人民内部的思想

问题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他把宗教问题看

做是群众性的问题，把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看做

是民族问题的组成部分，把宗教上层人士作为统

一战线的对象加以团结。1957 年，毛泽东就说

过: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

团结，这是 我 们 的 事 业 必 定 要 胜 利 的 基 本 保

证。”〔6〕在 20 世纪 60 年代，毛泽东又强调指出: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7〕

五、从边疆经济建设入手，不断提高边疆地

区的综合实力，增强应付边境局部战争的潜力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边境地区的经济历来

比较落后。要想稳定边疆地区，巩固边防，有效

地抵御侵略者的蚕食和侵略，必须大力发展边疆

地区的经济。1963 年 9 月 27 日，毛泽东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新疆工作做了重

要指示: “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

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

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8〕毛泽东的这一

指示，不仅给新疆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是全国

边境省 ( 区) 工作的指导方针。
遵照 毛 泽 东 的 有 关 指 示 精 神，各 边 境 省

( 区) 党委联系各自的实际，充分调动各族人民

群众和广大军垦战士的积极性，在边疆经济建设

上取得了可喜的发展。首先，改善了人口布局，

促进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改变边疆与内地不

合理的人口分布，开发和建设边疆，中央和地方

政府把组织集体移民和鼓励移民自由迁入相结

合，逐步改变了边疆地区人口稀少的状况。仅新

疆从解放初期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人口便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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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万增至 3000 万。人口的增加有力地促进了

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其次是发展西部工业，改

善经济结构。鉴于新中国建立初期不合理的工业

布局和当时的国际背景，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中国工业化在直接参与和大规模投资下，在发展

内地、控制沿海、疏散人口、支援边疆建设的口

号下，先后有一批大工业企业、数万名技术工人

及其家属从京、津、沪、鲁迁入内蒙古、宁夏、
青海、甘肃等地。在国家 “二五”计划至 “四

五”计划期间，国家继续大规模投入，强化了

西部工业的重工业比重。1953 年至 1988 年国家

对西部的基建投资累计达 3500 多亿元，建成了

一个规模较大、门类较全、相对完整的西部工业

体系及交通运输网络，其中包括基础民用工业、
军事工业和重加工工业等产业部门，形成一大批

现代化工业基地。另外，毛泽东还对边疆地区采

取许多优惠政策，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迅速增

长。随着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大大增强了边境

地区的反侵略战争潜力，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六、组建边防部队，加强战备建设，改善边

防设施和武器装备

边防是抵御外敌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各国军

队普遍重视边防部队的建设，大都有一支与其国

情相适应的边防部队。1949 年 11 月，国家成立

公安部边防局，直接从解放军中抽调部分作战部

队担负边、海防防卫任务。1951 年为配合抗美

援朝和抗击蒋介石对大陆的武装袭扰，中央将原

边防机构和边防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

公安部队，同时又从内卫部队抽调部分兵力加强

边防武装力量。1952 年 7 月 10 日，毛泽东在给

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明确提出，要 “把建设正规

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精神，贯彻到所有部队

中去”〔9〕。1955 年，公安部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

军公安军，其公安边防部队负责全国边海防工

作。1958 年 10 月，随着周边形势的缓和及对外

交往和 边 境 地 区 管 理 的 需 要，党 中 央 下 达 了

《关于整编公安部队的通知》，将人民解放军序

列内所属的公安部队移交国家公安部，编入人民

警察部队序列。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边防军事

斗争形势严峻，自 1962 年起，边防工作和边防

武装力量逐步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于

1969 年由边防站体制改为战斗边防体制。1980
年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国家正式组建边防

武装警察部队 ( 后改为公安边防部队) ，担负部

分边界地段的边防任务和全国的边境地区管理及

出入境边防检查任务。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

防部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边防部队一起构成

我国边防武装力量的骨干。
在边防设施建设方面，驻边境一线的部队在

主要防御方向上的前沿城镇和重点村庄，逐步构

筑了能打能藏、能就地坚持战斗的地道工事。在

后方基地也修建了一定的基础建设工程，加强了

粮食等物资的储备，修建了边防公路。同时，不

断改善了边防部队的武器装备。毛泽东对中印边

界、西藏阿里和新疆高寒区的空中保障问题，曾

专门作出指示予以解决。边防部队根据毛泽东关

于“军民联防”和 “搞好军事训练”，“要经常

注意了解边境情况，加强边境反修斗争”等指

示精神，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不断提高了军政

素质，胜利完成了守卫边防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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