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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干涉，维护

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把中国的具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确立和发展了以和平为宗旨、
独立自主的、独具特色的中国周边安全战略，为中国在激烈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为社会主义建设

赢得有利的周边条件。

一、毛泽东时代的战略环境判断

毛泽东时代既是一个充满战争硝烟和革命激情的时代，又是新中国进行大规模和平建设的年代。在毛

泽东的时代观中，这两种思想是交替出现的，在不同时期的主旋律有所不同，但毛泽东更多还是受到经典

作家观点的影响，即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引起革命。所以，中国领导人认为总体上，这一时期是资本主

义走向灭亡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1. 战争危险与和平建设并存（1949 年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新中国成立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当时形势的认识是基于经典作家的观点的影响，

认为当时的时代处于“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是世界革命的前夜”。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

期，虽然发生了朝鲜战争等局部战争，但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纷纷在本国掀起了民族解放独立的浪潮，推动

了革命形势不断成熟。二战后，世界各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利用这一和平时期加紧进行建设。所以

这一阶段是战争与和平建设并存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像经典作家所设想的那样资本主义总崩溃的局面，但战争后出现了资本主义

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严重对峙，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世界性大战的发生。1950 年 6 月，毛泽东在朝鲜战争

爆发的前夕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

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①同时，新

生的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相对于战争与革命而言，中国领导集体对世界和

平充满了信心，1957 年初，周恩来指出，世界总的趋势是走向和缓，走向进步的。
当然中国努力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意味着中国害怕或回避战争。中国领导

人主张，中国人民不要战争，但是也不害怕战争，如果战争不可避免，伟大的中国人民就“用战争反对战争，

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

争”②，以此保卫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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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归“战争与革命”的判断（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1978 年）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国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运动。这促使中国领导人从过去争取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转变为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

命斗争”，期望中国的新革命能引发世界革命的新高潮。第二，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苏联增加了对中国北部边境的军事威胁；美国在

越南扩大了侵略战争。而且印度在中国西南边境挑起边界摩擦，这使得中国处在三面受敌的境地，促使中

国领导人延续了过去那种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思想，并且现在有了更加紧迫感。这些使得中国领导人对于

时代主题判断重新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战争与革命”。
由于感到战争的危险更加迫近与现实，中国一方面把大规模的备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取代了前一阶

段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去发展经济和提高国家实力的任务。1965 年 4 月 14 日中央下发 65208 号文件，要

求对小、中、大打都要做好准备，各地全面进行了战备工作，兴建了防空洞等各种备战措施。1972 年，毛泽

东提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③。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希望能有一个新的世界革命高潮来缓解

中国所面临的战争压力，实现革命制止战争的目的。

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周边安全战略选择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周边安全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双边关系。
此外，由于周边邻国众多的地缘特点，中国在制定周边安全战略上还需要维护好与邻国的关系。

1.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一边倒”策略

新中国成立正值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升级，国际战略环境异常严峻和复杂。美国为推行遏制共产

主义、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推行对华敌视政策，在远东地区大肆拼凑反华同盟体系，对新中国进行战略包

围和遏制，形成安全上的压力。面临这种特殊的国际安全环境，新中国将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视为核

心安全利益，将来自东方的威胁重点防范，此时维护国家周边安全几乎被等同于确保政治安全、军事安全。
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周边安全策略。毛泽东在《论人们民主专政》中

写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

利，必须一边倒。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

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不但中国，全世

界也一样，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倒向社会主义，绝无例外，中立是伪装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④其基

本特点是中苏结盟，共同反美。
同时，中国将坚持独立自主作为周边安全战略的基本立足点。但实际上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还是一种不

太平等的关系。中国坚持“一边倒”策略，自然会限制和平共处原则的适用范围，也必然会制约中国“独立自

主”的倾向。所以，独立自主仅仅是对具有局限性的“一边倒”策略选择进行某种调整和补充。
2.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反帝反修”对抗策略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导致中国同时面临美苏的战略与军事压力，陷入了建国以来最

严峻的周边安全处境，北部与苏联处于剑拔弩张的战争边缘；南部大规模援越抗美；西部与印度关系未能

缓和，面临着边界冲突升级的威胁；东部需要警惕台湾的动向。因此在周边安全战略上不得不“应付四面八

方”⑤。为了维护自身周边安全与国家利益，中国制定了“反帝反修”、“两个拳头打人”的周边安全策略，并在

策略中凸显了政治安全的重要性。
这一阶段，美国继续推行对华敌视政策，支持台湾蒋介石集团，逐步升级越南战争。而苏联从中国最好

的朋友，变成最危险的敌人。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苏两党产生分歧，两国关系逐渐恶化。60 年代前期，中国

将合法性以及维护意识形态权威性视为维护国家周边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分析中苏论战时指

出，“我们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要准备可能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有一场斗争，也可能斗争很激烈。”⑥这种政治分歧的扩大最终导致中苏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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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对峙与边境冲突，60 年代中后期，维护国家军事安全成为当时国家周边安全战略的压倒性目标。1969
年 7 月，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在呈送毛泽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当时的战略形势下，苏联构成的威胁已经

超过了美国。⑦面对美苏的安全威胁，中国领导人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一方面号召“要准备

打仗”，谨防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要求全国上下抢时间、争速度，全面加强国防

建设。虽然取得了“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增强了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能力，但也严重影响了

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3. 20 世纪 70 年代的联美抗苏“一条线”策略

“反帝反修”的周边安全策略并没有有效改善中国的周边安全。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中国对

周边安全战略进行调整，确立了以联美抗苏为基本特征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周边安全策略，但这一阶段

中国周边安全策略的重心仍然是维护国家军事安全。
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扩张主义势头强劲，视中国为其世界和亚洲霸权政策的巨大障碍和主要敌人，

一方面，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的基础上，又发出核战争恐吓，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加紧从西、
南、北三面构筑反华包围圈。周边局势促使中国认定“苏联霸权主义是当代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⑧。而美国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表现出收缩亚太战略的趋向，对华方面也逐步形成“联华遏制苏”的战略调整。1969
年 8 月 14 日，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指出，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战争

中被摧毁，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⑨面对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历史机遇，毛泽东审时度势，制定了“一条

线⑩、一大片”外交政策设想，开始实施联美抗苏的周边安全策略，中美走上了“心照不宣的同盟”輥輯訛的道路。
尽管中美关系得以改善，中国对美国仍然有所戒备，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侵略越南的战争遭到

惨重的失败，但它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尼克松政府正在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口头上谈和平，实际上

却在加紧强化侵越战争，企图用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来挽救它必然失败的命运。輥輰訛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

国的周边安全重心开始转向防范来自苏联的威胁，既然中国无力同时对抗美国与苏联，只能在两个主要的

敌人之中选择一个最主要敌人。但由于对来自苏联的威胁估计过于严重，以致国内工作都以备战为中心，

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4.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周边安全环境的持续改善

尽管周边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给予承认，但部分国家基于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在美国的介入

下，对新中国仍然心存观望，对于中国来说，这也是一种相当程度的威胁。对此，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采取积

极姿态，改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外交中一直强调“和平为上”，1953 年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

时，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与和平

共处。这一原则的提出，改善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打破了美国的包围，同时也消除了周边国家对中国

输出革命的担忧。但面对周边国家的民族独立浪潮，中国对于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过于乐观，一度将推

进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作为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给邻国造成干涉内政

的印象，恶化了周边环境。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受制于美苏的战略压力，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日趋复杂化。
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与邻国关系的结构也发生根本变化，与属于西方阵营的日本、泰国、菲律宾、马
来西亚等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同时，为改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对部分邻国承担了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甚至一度超越了当时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与当时中国的国力不相适应。1971~1975 年，对外援助占同期

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达 5.88%，1973 年高达 6.92% 輥輱訛，其中对越南援助物质金额最高每年就超过 30 亿

元人民币輥輲訛。
针对边界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坚持“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的原则，确立了“依据历史、

照顾现状”、“在解决之前，维持现状的”基本政策。经过努力，中国在建国初期先后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
蒙古、朝鲜等国解决了边界问题，使大部分边界成为双方友好边界。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已

形成了一套解决争端的完整体系。唯独中印边界问题的交涉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主要受当时冷战环境的

制约和尼赫鲁对华“前进政策”的影响。但和平解决争端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军事手段，相反中国为维护领

土统一与主权完整，也主张采取军事手段进行自卫，实现在解决问题之前维持现状的目的。如 1962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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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中国军队对印度的大规模进攻进行了反击，后在 1963 年 2 月主动后撤，并释放了印度战俘和归

还了武器。

三、毛泽东时代的周边安全战略遗产及其当代价值

这一时期的中国周边安全战略呈现出如下特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核心，安全利益是国家最

主要的着眼点；经济服从政治，为政治服务。但由于这一时期的跨度比较大，在不同的阶段，中国所面临的

国内外环境不同，由此所带来周边环境的变化，所以中国的周边安全策略先后经历“一边倒”、“反帝反修”
以及“一条线、一大片”的转变过程。在这一时期不同的阶段还是存在一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对维护当代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有着重大指导意义。
1. 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思想

无论是面对建国初期的美国，还是中苏关系分裂后的苏联和美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第一代领导

集体，认为帝国主义由于其固有的矛盾必然引起世界战争，在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认识上，坚持战争与革

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各国人民不要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要对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保持高

度的警惕，常备不懈。“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

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輥輳訛中国在建国初期倡导的“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继承了列宁“和平共处”的思想，毛泽东在 1949 年 6 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表了包含有和平共处

思想萌芽的讲话，指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

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輥輴訛；这一时期针对新中国国家安全的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实际，中国领导人提出包

含了丰富唯物辩证法的积极防御思想，成功解决了维护国家周边安全中的进攻与防御、防守与反击的问题。
此外，当周边国家，特别是周边大国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威胁时，毛泽东创造性地将“人民群众是历史

的创造者”的理论运用到国家安全领域，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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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而关于中国领导人这一时期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则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全世界无

产者联合起来”和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以及世界革命的思想，对周边国家的民族解

放运动给予了道义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支持。
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思想在积极营造稳定周边安全环境的当代中国并没有过时，相反我们还必须积

极继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特别是和平思想，赋予其新的历史内涵，和平解决

当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各种矛盾和争端，避免爆发冲突，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坚持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改善周边环境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国际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将国家的独立自主作为维护国家周边安全的重

要内容：“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自己处理”，不容许列强再肆行干涉輥輶訛。但在这一时期的不

同阶段，独立自主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呈现出多种历史类型：建国初期的表现形式是“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中国在许多问题上不得不较多地尊重苏联的意

见，这也就影响了中国制定内外政策，如对内照搬苏联模式，对外基于苏联因素的考虑，被迫承认当时一些

对中国不平等的条约和协定，主要涉及外蒙古的独立、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特权等问题。而 20 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这一阶段中国的独立自主方面比之前

做得更好，开始对苏联的很多做法和意见并不赞成，特别是当苏联试图损害中国国家利益时，中国毫不客

气地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以及对中国事务的干涉，1959 年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苏联人曾说：你们中国人

何必去争那么一点地方呢？喜马拉雅山下荒无人烟，争那么一小块地方有什么意思？周恩来的回答是：我们

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让人家占我们一寸土地，我们绝不能干那些丧权辱国的事情。輥輷訛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一员，需要兼顾国际合作利益与维持自身的基本身份与尊严，换句话说任

何意识形态类型的主权国家无法回避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尤其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这

种如何处理独立自主与周边合作的关系的两难局面就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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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改变，依然需要孜孜不倦地去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面对周边

地区出现的“中国威胁论”，理论答案可以从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国际

主义的同时，并不否定民族国家时代的一些基本国际原则。恩格斯曾说：“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罗马帝国那

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的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

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

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輦輮訛恩格斯虽然并未直接使用独立自主的词汇，但是他显然把民族国家时代的独立平

等视为想当然的国际政治现实了。而在具体实践中，当代中国仍然需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与邻

为善，与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輦輯訛。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周边国家“相对

收益”的追求，国家相处过程中的“平等互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当代中国在独立自主地实现民族伟大

复兴的同时，应更好地让周边国家受益于中国的发展，受益于中国提供的地区安全公共物品。
3. 寻求“均势”结盟，反对霸权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在追求国家周边安全问题上，一般都是按照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即追求“均势”结盟

以遏制霸权，先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与苏联结成紧密的政治军事同盟。后来 70 年代中国又与美国结

成准同盟关系。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应该是首选路径。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的联盟战略从表

面上看是一样的，实际上存在质的差别。与苏联结盟，是一种政治军事联盟，是基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两

根支柱上的。而与美国联合，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盟关系，是一种统一战线意义的合作，主要基于国家的

政治和安全利益，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完全相反的。
从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来看，均势政治的主要手段是联盟，即一国将通过结盟用盟国的力量来加强自

己对抗霸权国家的力量。但由于这种额外力量在最终发生战争时是可取的，因此联盟实际上便是“潜在的

作战集团”輦輰訛。由此可见，以结盟追求均势的路径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它往往是一场大国战争的准备阶段，加

剧国际紧张局势，这已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等诸多史实的充分证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身角色被严

格限定在极化分明的对抗格局之中，如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中国必须无条件地置身于同另一阵营的

激烈斗争，以逐渐削弱并战胜资本主义；必须无条件地维护和保持本阵营内部的团结、统一，以壮大阵营自

身力量。这种规定性，限制了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灵活性和自由度。
当今世界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仍是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表现

形式。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确立了“不结盟”战略，但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周边安全环境，当代中国需

要延续毛泽东时代“均势政治”，积极寻求在周边各次区域的“均势盟友”，服务于中国的周边安全利益。与

西方传统的现实主义做法不同的是，中国周边安全战略中的“均势政治”是防御性质的。因为在近代史上，

中国曾经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这使中国始终将反对、制止侵略，作为维护国家周边安全的重要内容。而且

中国自己也多次重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奉行对外侵略政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阐释：“（新中国）可

否先发制人呢？……我们认为是不可以的。……如果我们……首先打进敌国的领土，那么，我们……就很难

取得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谅解，……使我们失去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使敌人获得政治资本，这是得不偿

失的。”輦輱訛

4. 积极建设国防力量，保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

面对这一时期复杂的周边安全形势，中国领导人始终非常重视国防建设，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强调人

民军队是国家独立和完整的坚强柱石，以此来确保新中国的周边安全。毛泽东认为，为了维护国家周边安

全，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这是维护新中国安全的最重要前提条件。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我国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

英勇地经过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

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1950 年 9 月，毛泽东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防”的总

体设想，要求把实现国防现代化作为总目标，在这一总目标下，努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人民军队。同时在这

一时期，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所思考的战争形式以及重心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 20 世纪 50 年代

的人民战争到六七十年代的立足于早打、大打人民战争与有限核反击力量相结合的形式。中国在这一时期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周边安全战略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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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建设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在自力更生开展军工科研和生产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措施有重点地进行为

国防服务的重工业建设，由此从常规到非常规，战略到战术，各大兵种的现代国防力量基本建立起来，加强

了海空军以及技术兵种的实力，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国防科研和生产体系，从而为保障

中国周边国防与军事安全打下良好基础。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当代中国面临众多周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部分区域安全热点问题还

呈升温之势，因此，保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中国除了贯彻睦邻政策之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建

设保卫自己，推动武装力量加速向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转型，这个转型既是国家安全防御所

要求的，也是世界军事变革的大势。同时，我们还要发扬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良传统，融合集中人

力、财力等资源，加快军事高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努力提高军事装备的质量效能。
5. 平衡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

在毛泽东时代的周边安全战略中，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是一对密切联系而又极其复杂的关系。说它密

切联系，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国家利益反过来又维护了意识形态。说其复杂，是

因为在这一时期的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有时两者是重合，如中国决定抗美援朝，一方面维护了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维护了中国东北边境的安全。有时两者是充满矛盾，这表现为，一方面，重视意识形态

忽视国家利益，如中国在处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存在着向这些国家输出革命的现象，导致这些国家

与中国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非常紧张，影响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重视国家利益淡化

意识形态，如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中，中国不因中苏同属社会主义而放弃自身的主权利益，中国不因中美

意识形态水火不相容而放弃走向和解，去应付来自苏联的现实威胁。有时意识形态占主要作用，兼顾国家

利益，如中苏冲突是由意识形态引起的，但其中也包含着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有时国家利益占主要作

用，兼顾意识形态，如建国初期中国为了自身安全而选择“一边倒”，这不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但更多地还

是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这种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虽然中国在努力平衡，但由于

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冷战背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表现为意识形态优于国家利益。
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当代中国的对外政策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益导

向，淡化了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了维护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因此，当代中国不再

需要平衡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而是要将意识形态视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
6. 受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合纵连横”和“远交近攻”的安全策略思想使中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研

究、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方面深受启发。“一边倒”、“一条线、一大片”等周边安全战略中都有其影子。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倡导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世界所需要的相互尊重的精神创造性地运用

在维护国家安全外交实践中的体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都体现了对“有理、有利、有
节”的道德的追求，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防御性的礼治安全的追求。此外，在

同周边国家交往中处处体现了中国古代“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还将继续体现在当代中国

的周边安全战略之中。
当然毛泽东时代的周边安全战略也出现过错误方向，如以“世界革命”论指导的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两

面开弓”周边安全战略，这一战略是中国国内“左”倾思潮在外交上的延续，更多的表现出毛泽东在政治上

的自负和他从理想主义出发，追求超出中国实力的所谓“世界革命”，在他看来，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在国际上应该高举打倒“帝、修、反”的大旗，发扬国际主义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战略实施使中国国

家利益全面受损，经济上失去了苏联的援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发展速度慢下来。而中国既要充

当世界革命中心，就要花费大量人、财、物支持周边各国的革命；政治上中国同时与两个大国为敌，采取了

“以苏划线”的方法，造成中国再一次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同时与两个大国敌对，使中国国家安全利益表

面上得到维护，而实际上，这一时期是建国后中国最不安全的时期。
总之，毛泽东时代的周边安全战略，具有鲜明的和平主义色彩。实现持久、公正的和平，始终被视为国

家最重要的安全诉求。无论是维护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还是积极援助周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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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点，毛泽东提到：“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
……中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时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的环境”輦輲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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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ent on China’s Peripheral Security Strategy in Mao’s Era
LIU Hai-quan

Abstract：Getting stabl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is crucial in Mao’s era. The article divides the study of China’s
peripheral security strategy in Mao era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mostly narrates the Chinese collective leadership with

Mao Zedong as the core judged then strategic environment；the second cards the periphral security tactics choices in dif-

ferent stages of Mao era；the third analizes the common ground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the periphral security tac-
tic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Mao era.

Key words：Mao’s era；surrounding；security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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