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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sic Points for Military Struggle Preparation Since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Its Enlightenment

新中国成立后
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演变及启示

★ 郝敬东 张丽霞

摘要: 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是解决未来打什么仗的问题，是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核心，

是准确把握军队建设方向的重要标尺。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曾有过多次调整，回

顾这一问题的历史演进，对打赢信息化战争、建设信息化军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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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是解决未来打什么仗的问题，是军事战略方针的核心，是准确把握军队建设方向

的重要标尺。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定准，有利于明确未来战争的性质、样式、特点，把握战争规律，认

识制胜机理，使各项准备工作真正体现战争的本质要求。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我军多次调整军事斗争准

备基点，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回顾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历史演进，对打赢信息化战争、建设信

息化军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历史演变

(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防敌突然袭击进行战备。新中国

成立之初，美国以冷战观点看待中国，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敌视态度。相

反，苏联率先并带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承认了新中国。面对美苏对峙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存

在的现实，我党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出发，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与苏联签订了 《中苏友好

同盟互助条约》。1950 年 6 月，毛泽东通过对战争与和平的分析，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出 “新的世

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①科学判断，同时强调: “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

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②并在 1955 年 3 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 “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

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③1962 年初，中央工作会议 ( 即“七千人大

会”) 提出准备应付发生的局部战争，6 月，周恩来判断美国动向时指出: “目前还没有看出它决心与中国

进行全面战争。”④因此，这一时期，军事斗争准备主要是巩固新生政权、保卫国家安全和建设，从防备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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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入侵转向重点方向、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 二)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期，军

事斗争准备转变为应付全面战争，“准备早打、大

打、打核战争”。1964 年 8 月，美国制造了 “北

部湾事件”，随之对越轰炸，将战火烧到中越边

境，约翰逊政府扬言: “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

危险。”1962 年新疆伊犁、塔城事件使中苏关系

开始紧张。1963 年 7 月，苏联同蒙古签订 《关于

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并不断

制造边境事件，扩大边境冲突。在这种情况下，

我党开始改变对战争危险的估计。1965 年 4 月，

中共 中 央 《关 于 加 强 战 备 工 作 的 指 示》提 出:

“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标志

着正式 确 立 了 准 备 应 付 全 面 战 争 的 战 备 方 针。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正式提出: “我们决不可放

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忽视美帝、苏修发

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做好充分准

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

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

有准备。”从此，全国进入以对付苏联入侵为主的

临战状态。这一时期，中国在紧张的战备氛围中

度过了 15 年，是对国家安全环境恶化作出的应激

反应，有效保卫了国家安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
( 三)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至 90 年 代 初 期，

军事斗争准备向主要应付可能的局部战争和军事

冲突转变。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全党、全国工作重心从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

治路线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5 年 6 月，邓

小平对国际战略形势和中国安全环境作出新的判

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了新的分析，明确提出:

“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

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

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

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①从

此，军队建设由临战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轨道。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实质上放弃了

准备打一场全面战争的临战战备方针。1988 年 12
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 20 世纪乃至更

长时间不会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但与周边国家在

中国陆地边境和海上因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

发生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明

确规定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由立足于应付全面反侵

略战争向重点应付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和局部战

争转变。
( 四) 1993 年至 2004 年，把未来军事斗争准

备的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

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江泽民在判断国际形势时指出: “虽然新的世界大

战和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在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

但诱发局部战争、武装冲突和国内局部社会动乱

的因素仍然存在。”② 1991 年的海湾战争表明，以

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高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

域，战争形态、军队结构、作战方式都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1993 年 1 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

明确提出: “必须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

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

战争上。”③ 1995 年，着眼世界军事发展趋势，依

据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中央军委进一步提出军

队建设基点实行战略性转变，即由数量规模型向

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军队建设向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

件下的局部战争聚焦。
( 五) 2004 年至 2014 年，军事斗争准备基点

进一步调整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军事变革快速发展，战争

形态加速演变。2000 年 12 月，江泽民在中央军委

扩大会议上指出: “新军事变革，实质上是一场军

事信息革命。信息化正在成为军队战斗力的倍增

器。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都把信息化作为新世

纪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可以预见，信息

化战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要战争形态。”④ 同

时强调: “未来作战的信息化程度将相当高。对这

个问题，我们要充分加以重视，在更高的起点上

谋划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现代化建设。”⑤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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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中央军委明确提出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

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2004 年 6 月，中央军委

决定充实和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提出

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

部战争上，标志着人民军队深化了对现代战争特

点和规律的探索，是改革开放以来军事斗争准备

基点的又一次重大变化。
( 六) 新形势下，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

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新形势下，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主席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目标，顺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根据

国家面临的军事安全威胁和我军信息化建设发展

的实际，科学把握现代战争的特点规律，深刻认

识战争形态的演变趋势，“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

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和

军事斗争准备，有效控制重大危机，妥善应对连

锁反应，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统一和安全。”①

这一转变，反映出战争形态正在加速向信息化战

争演变，由“机械化 + 信息化”的信息化战争初

级阶段向“智能化 + 全域化 + 远程精确化”更高

级阶段演变。这一转变，对打赢未来战争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要准确把握现代战争特点，认识制

胜机理，按照新的制胜机理设计战争。

二、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演变的

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演变带给我

们的启示是深刻和长远的，探讨其内在规律，有

益于我们厘清新形势下军事斗争准备工作的思路。
( 一) 战争形态的发展是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演

变的核心牵引。实践表明，科学把握战争形态的

演变，认识现代战争的规律，是确立军事斗争准

备基点的前提。未来战争将是信息主导、体系作

战，对各种信息资源的开发、融合、利用已成为

夺取主动权的关键支撑，信息对时间、空间、火

力等要素的影响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当前，

将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战争上，反映出战争

形态正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信息正超越其他

作战要素成为战争制胜的主导因素。
( 二) 科学判断战略环境是军事斗争准备基点

演变的客观基础。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演变必须

适应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适时转变，这是一

条重要经验。新形势下，美国强化亚太地区军事

存在和军事同盟，“台独”分裂势力活动猖獗，中

印边界、南海、东海大陆架及钓鱼岛仍存在着领

土争议和海洋权益争端，“海外能源资源、战略通

道安全以及海外机构、人员和资产安全等海外利

益安全问题凸显”②，我国周边爆发军事危机甚至

战争的可能性难以排除，这些都是确定军事斗争

准备基点的客观基础和外界因素。
( 三) 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是军事斗争准备基

点演变的基本前提。军事斗争准备作为保障国家

安全和发展的必要手段，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
实践表明，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有不同的

历史使命，决定了我军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军事斗

争准备基点。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

战略目标对我军有效履行使命任务提出了新需求，

今后一个时期军事斗争基点就要放在保障这一目标

的实现上，围绕这一战略目标开展军事斗争准备。
( 四) 采取相应的有力措施是军事斗争准备基

点演变的重要保证。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表明，

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演变要有一整套操作性较强的

具体措施作为补充和支撑，包括军队的体制结构、
法规制度、作战原则及方法、军事训练、人才建

设等。新形势下，准备打赢来自海上方向的信息

化局部战争，不仅要准确把握未来信息化战争的

实质，更要结合不同部门、不同战略方向的实际，

提出切实有力措施，保证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的贯

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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