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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十分丰富，是一个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

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防理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毛泽东关于积极防御思想、国防经济思想、军民结合思想以

及建设现代化国防思想等四个方面的革命实践与理论探索，奠定了我国国防建设的基石。探究毛泽东国防建设思

想的理论和实践，对指导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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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无防不立，民无军不安。国防事关国家的安

危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有明确阐述，新中国成立后逐

渐形成并发展成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国防理论、国防战略、国
防经济、国防教育、国防科技、国防文化、国防动员、
国防外交、国防法制、国防历史、国防地理等多个方

面，是一个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
一、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准确判断世界历

史发展趋势，运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对我国国防

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刻的分析和具体的阐

述，从而形成了系统的国防建设思想，特别是毛泽东

关于积极防御思想、国防经济思想、军民结合思想以

及建设现代化国防思想等四个方面的革命实践与理

论探索，奠定了我国国防建设的基石。
( 一) 积极防御思想

积极防御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

的战略思想。1929 年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灵活

多变游击战术”的军事思想，把没有出路的“消耗

战”“拉锯战”变为“机动战”和“游击战”。1935 年

红军四渡赤水打破了蒋介石“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的美梦，更重要的则是红军找到了制胜法宝。毛泽

东指出: “积 极 防 御 又 叫 攻 势 防 御，又 叫 决 战 防

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

和进攻的防御。”［1］198“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

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2］484毛泽

东的积极防御战略不是单纯的被动作战，不是消极

防御，不是在民众的呼声下被动去抵抗，而应当是积

极防御，主动出击。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是社会主

义国 家，“一 百 年，一 万 年，我 们 也 不 会 侵 略 别

人。”［3］301如果不是美国侵略朝鲜，打到我国东北边

疆，中国是不会和美国开战的。反对打是为了持久

的和平，打，同样是为了持久的和平。“既然美国侵

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

的旗帜。”［4］184他强调指出，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就是坚持自卫立场，不屈从于任何大国的军事压力

和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遏制

战争，并力争赢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一系列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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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防御的思想，一直以来都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国

防战略方针。
( 二) 国防经济思想

毛泽东关于国防经济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在

《论持久战》《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我

们的经济政策》《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以及《论十

大关系》等著作中都有精辟阐述。毛泽东认为，不

同时期的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是相互联系、相互依

赖和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战争年代他强调经

济服从战争的原则，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第一

次提出了“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力量的竞赛又以经

济为基础”这一著名论断。他指出: “经济建设必须

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

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

它的，是服从于它的。”［2］486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

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

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确定了一手抓经济、

一手抓国防的建设方针。强调大力加强国防建设，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来保障祖国的建设;

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

他还强调，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

能有更大的进步。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

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1964 年，毛泽东坚持纵深分散的战略布局，提

出了以大区或省为单位开展“三线”基地建设，把中

国的主要国防科研和军工企业转迁到西南和西北等

拥有战略纵深的后方。这场以备战为核心的经济建

设战略，为新中国的军事装备和国防建设注入了发

展动力，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安全保障。

历史证明，毛泽东当年划分的“三线”建设，把国防

军工与区域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的

战略决策，对我国经济和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 三) 军民结合思想

1927 年，毛泽东领导“三湾改编”，确立了党支

部到连的建党、建军基本原则，解决了党领导军队的

组织体制问题，形成党指挥枪的新型人民军队管理

制度。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

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组建了县区两级的农民赤卫队

组织，该组织是我党领导的最早的民兵组织。毛泽

东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

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认为，我

军人力资源是民兵，保卫乡村也是民兵，必须迅速扩

大民兵组织。他还反复强调，打仗还是要靠人民战

争，靠民兵。军民结合思想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

剿和进攻，为最后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张建立野战军、地方

武装和民兵组织三位一体，实行平战结合的组织力

量和国防体制。1954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规定，国防建设是全社会的事，是党、军队、政府和人

民的共同职责和义务。从 1957 年开始，经毛泽东批

准，建立将民兵与预备役合二为一的后备力量体制。
1958 年，毛泽东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谈话:“我

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
1964 年，毛泽东指示，民兵工作做到组织落实、政治

落实和军事落实，要有班、排、连等基层组织，做到召

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军民结合、全民皆兵

的国防战略，是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是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精髓。
( 四) 建设现代化国防思想

1938 年，毛泽东指出: “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

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2］511 1948 年，全军进行

整编，实行统一的番号和编制。接着他又提出必须

使各野战军进一步正规化。从 1949 年到 1951 年，

我军相继建立了海军、空军以及防空防化、铁道装甲

和工程通信等军兵种，实现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

种合成军队的转变。1957 年，中央军委作出《关于

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把减少数量、提高

质量作为军队建设的一项基本方略。面对美帝的核

武器威胁，毛泽东指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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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奉行

的有限自卫反击核战略就是基于毛泽东这一基本观

点，具体说，就是有限威慑、有效自卫、重点反击。

毛泽东非常重视军事院校建设，认为国防现代

化建设离不开高素质军事人才培养、军事技术研究

和科技装备开发。毛泽东强调: “研究军事的理论，

研究 战 略 和 战 术，研 究 军 队 政 治 工 作，不 可 或

缓。”［2］554“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
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

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5］361毛泽东一

系列关于军队改革、军事院校建设、国防科技及武器

装备建设等思想，为我国建设现代化国防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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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二、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的成因

列宁指出: “面对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对新生

苏维埃政权构成威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求一切人

严肃地对待国防，决不允许对无产阶级已经获得胜

利的国家的国防采取轻率的态度。”［6］454毛泽东从中

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具体实践出发，在马克思

主义国家学说指导下，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国防

安全的理念，严肃对待国防问题，明确提出必须建设

强大国防的思想。
( 一) 国家面临威胁，是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形

成的客观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处于两大阵营对垒的时代。

我国内部有国民党残余等敌对势力和走资派的威

胁，外部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竭力颠覆、封锁

和包围; 到 50 年代后期，西方势力在实施武力威胁

无果后，又对中国采取“和平演变”，妄图不战而胜;

60 年代初，中苏交恶，国际反华浪潮高涨; 60 年代中

后期，美苏激烈争夺霸权，世界局势严重恶化; 70 年

代初，美苏两霸都想打“中国牌”。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期，严峻的国际形势让毛泽东对国家的安全问题

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胜利来之不易，必须加快国防体

系的布局和建设，要与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因

此，国家安全长期面临威胁，必然要求毛泽东正确

认识和解决关于中国国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是

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形成的客观原因。
( 二) 立足国防实际，是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形

成的内在依据

新中国建立之初，基本国情是满目疮痍、一穷二

白、百废待兴。国民经济中手工业和个体农业占

80%以上，工农业以及科学文化水平不高，经济非常

落后，特别是国防科技、军工生产和武装力量等方面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要建设现代化

的国防力量，困难是巨大的; 但中华民族历史悠久、

人民勤劳勇敢、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民保家卫国

的积极性高，社会各领域、各行业都积极支持国防建

设。毛泽东认为，要打破敌对势力封锁，不受外敌侵

略，必须立足实际，自力更生，建设强大的国防。除

此以外，毛泽东主张扬长避短，化被动为主动，建立

广泛的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争取第三世界爱好和平

的国家与人民的支持，形成纵横联合的安全格局，并

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由此可

见，立足我国实际，是毛泽东形成一系列符合我国国

情的国防建设思想的内在依据。
( 三) 国防文化传承，是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形

成的基本条件

国防文化就其属性而言，本质是居安思危的

忧患意识，核心是爱国主义，灵魂是国家利益和主

权安全 至 上 的 价 值 观。中 华 民 族 有 着 几 千 年 文

明，有着自己独特的国防文化传承。毛泽东熟识

《孙子兵法》等著作之要领，深谙《三十六计》等兵

书之奥妙，诸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不战

而屈人之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知

己知彼，百战不殆”“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

在多”等军事思想以及“以小制大、以弱胜强、后发

制人”“围垦屯兵”“纵联横合”等韬略思想，无不

深受毛泽东推崇。他在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

“兵民是胜利之本”“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

扰，敌疲我打”等战略战术，这些国防文化精华对

毛泽东包括关于战争、军队、国防建设等基本问题

的论述与战争策略、斗争方式以及军事哲学思想

等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

三、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对我国国防现代化建

设的启示

从 2011 年开始，美国正式提出“重返亚太”战

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全方位加紧战

略重心东移，并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以遏制

中国的崛起，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强大压力。

这种态势在某种程度上与毛泽东时期我国面临的处

境非常类似，因此，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对我们在新

时期正确研判国际形势、指导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的

现代化国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 一) 必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

毛泽东的国防建设思想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进行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

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

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7］62 他认为，四个现代

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

经济基础不行。江泽民提出: “一支强大的军队，一

个巩固的国防，始终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坚

强后盾，是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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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的可靠保障。”［8］289 他还强调，国防现代化是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国防建设

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胡锦涛指出:

“富国和强军，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要“进一步探索经济建

设和国防建设的内在规律”，“坚持经济建设和国防

建设协调发展方针”。［9］38—39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的

国防和强大的军队。习近平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

国家安全道路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他指出: “既

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

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

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
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10］。邓小平、江泽

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

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是对毛泽东

国防建设思想的历史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关于军队与国防建设的思想理论。
( 二) 必须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

坚持党指挥枪是我们建军、强军的根本原则和

组织制度。军队听谁指挥、为谁打仗，始终是关系国

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

争形势严峻复杂，西方敌对势力打着所谓“公器公

用”“民主政治”等幌子，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

政治化”以及“军队国家化”，妄图把我军从党旗下

拉出去。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及环境的变化，一

些消极负面的思潮容易混淆视听，冲击官兵的政治

信念，对党指挥枪的影响不可低估。我党必须切实

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因势利导、积极应对，努力

提高全体官兵坚决听党指挥、绝对忠诚可靠的政治

觉悟。

党指挥枪，关键是选好人用好人，确保枪杆子始

终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中。要注重从政

治上考察和使用干部，培养造就听党指挥、能够担当

强军重任的一大批高素质干部。党指挥枪还必须有

铁的纪律作保证，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确

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成为党和人民永

远放心的人民军队。习近平指出: “历史告诉我们，

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

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

理。”［11］旨在强调党指挥枪是建军之本、立军之魂，

无论何时都不能有丝毫动摇。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

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
( 三) 必须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对于国防建设而言，

经济建设既有支撑性和基础性作用，又对经济建设

起到安全保障和调节促进作用; 要认真处理好国家

发展与安全、资源配置和国防需求、科技创新与自主

研发、提高国家抗风险能力与加强国防动员体制机

制等一系列重要关系; 国家大型公共基础性民用设

施的建设要充分考虑军事和国防的需求，建立健全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军民融合”的良性互动

机制，使两者有机结合，既要有所侧重，又要进退有

度; 当国际形势对我有利时，就不失时机地利用和平

环境大力发展经济，当形势严峻、战争威胁紧迫时，

就要大力加强国防建设。

富国不等于强国。我国要在经济建设快速发展

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切实提高国防建设的效率和效

益。要努力解决好当前国防发展实力和经济发展实

力不相协调、周边环境面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

国防建设经费占 GDP 比例偏低等问题; 摒弃冷战思

维，不搞军备竞赛，克服资源配置重复浪费，减少相

互争夺资源矛盾，把国防建设投入控制在经济承受

能力范围内。这些举措对于当前我国在复杂多变的

国际国内局势中保持稳定求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战略意义。
( 四) 必须积极防御，做好打赢局部战争的准备

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思想是攻势防御，是为了反

攻和进攻的防御，不是被动挨打。毛泽东强调在国

家安全意识上要充满自信，守住底线，敢于亮剑; 在

国家安全战略上需要积极防御，积极作为，打击挑

衅。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世界形势和战争风云千

变万化，但我国坚持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没有改变，

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丰富和发展。2018 年 3 月，

中国政府发表《2018 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全面系

统地阐述了我国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中国所面临

的安全挑战更加多元和复杂; 新形势下奉行防御性

国防政策，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军事扩张; 国

防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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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
中国活跃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其国际地位和国

防实力与日俱增，面对各种挑衅要有“亮剑精神”;

敢于亮剑才能立信立威，才是唯一出路; 一旦冲突不

可避免，就要以宏大气场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们不

提倡战争，但战争是遏制战争“疯子”最有效的“退

烧剂”，又是提振人心、凝聚民族力量的“粘合剂”。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流，中国

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战争的可能性较小，但由外来

干涉等因素引发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却现

实存在，不能幻想没有战争，只有加强国防现代化建

设，立足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才是积极防御战略的

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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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Mao Zedong’s Thought of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ZHOU Yong － wei
(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3，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thought of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o Zedong’s military thought． Its content is
very rich． It is a complet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and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Marxist national defense theory by Mao Ze-
dong． In particular，Mao Zedong’s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n active defense thought，national defense econo-
my thought，military and civilian combined thought and construction modernization national defense thought laid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our country’s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To explor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o Zedong’s thought of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
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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