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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战略，简称战略，是筹划和指导军事

力量建设和运用的总方略，服从服务于国家战

略目标 ；军事战略方针，是一定时期内筹划和

指导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纲领和原则，是军

事战略的核心内容与集中体现。（《中国的军事

战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5 年 5 月）

不言而喻，军事战略方针攸关军事力量建设和

运用，攸关国家民族前途与命运。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中国

进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为服从服

务于改革开放国家战略，中国逐步把军事战略

方针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俗称“八字

战略方针”）相继调整为“积极防御”“新时期

积极防御”“新形势下积极防御”，最后言简意

赅地确定为“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实现了

战略思想领域的思想解放和与时俱进。

一、“战略方针中是否仍保留‘诱敌
深入’的提法，确实值得研究”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战

略思想的基本点。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人

民军队形成了一整套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坚持

战略全局上防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相统一，坚

持防御反击、后发制人原则，坚持“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的军

事战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5 年 5

月）在这一科学战略思想指引下，人民军队迭

克强敌，中国革命履险如夷，最终胜利在望。

1949 年 5 月 23 日，面临美国军事干涉中国内

战的危险，毛泽东致电邓小平、刘伯承、粟裕

等，重申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二野目前任务是

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

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

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毛

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8 月

版，第 298 页）10 月 1 日，新中国雄起于东

方，人民军队积极防御战略思想遂内化为国家

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次年 10 月，中

国军队出境抗美援朝，即是这一战略方针的生

动实践。1956 年 3 月 6 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

史林折枝



《
党
史
博
采
》│

2021

第02
期

◆24◆

会议，国防部长彭德怀作了《关于保

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

的报告，第一次完整、系统地阐述了

新中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

20 世纪 60 年代，中美两国持续

交恶，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中国面临

外部入侵的现实威胁，如何贯彻“积

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呢？ 1966 年

2 月，毛泽东和叶剑英、杨成武畅谈

战略问题，面对美国军事威胁，重提

人民军队常用打法“诱敌深入”：“诱

敌深入，我们搞了几十年。第五次反

‘围剿’吃了没有诱敌深入的亏。现

在大家都相信了，因为再没有其它办

法。”(《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0 年 1 月版，第 334 页 )1969

年 3 月，中苏两军爆发冲突，中苏大

战一触即发。4 月 28 日，毛泽东在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时，明确指

出：一旦中苏两军大打，贯彻“积极

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主要打法还是

“诱敌深入”：“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

去。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

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

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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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进来了，我看

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

打，使它陷在人民包围中间。”（《建国

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

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 1

月版，第 359 页）

20 世纪 60、70 年代，根据毛泽东

上述论述，军事战略指导文件上“积

极防御”“诱敌深入”常常相提并论，

以至人们逐渐形成共识：贯彻“积极

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就要实施“诱

敌深入”这一传统打法！ 1977 年 12

月，中央军委还明确把中国军事战略

方针表述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

事实上，贯彻“积极防御”军事

战略方针，“诱敌深入”只是常用打

法之一而已！

“诱敌深入”，毛泽东又称之为战

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

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

敌深入，准备反攻。”（《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第 203 页）因此，实施“诱敌深入”，

是面对强敌的巨大威胁，不得已而为

之的。但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

期后，放眼全球范围，能够对中国造

成全面威胁的两大强国美国、苏联都

暂时无意、无力进攻中国。

1978 年 12 月 16 日，为共同应

对苏联挑战，中美两国同时公布了建

交联合公报，宣布：“美国政府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

法政府。”同时，美国断绝同台湾当

局的“外交”关系并废止 1954 年 12

月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

台湾岛内撤走美国军事人员。1979年

春，邓小平成功访美，中美关系实现

飞跃，中美合作抗苏战略默契加深，

中、美、苏形成“战略大三角”，中美

接近已经对苏联构成战略优势，加大

了苏联对中国大打出手的战略成本。

1979 年 l2 月，苏联出兵侵占阿富

汗，一方面进一步对中国形成战略包

围之势，另一方面也直逼印度洋，引

起美国强势反弹。美国积极军援阿富

汗民族抵抗运动，苏联很快陷于阿富

汗这个泥淖不能自拔，遑论入侵中国。

在美国无意、苏联无力入侵中国

的情况下，“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

“诱敌深入”显然就不合时宜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坚

持全方位对外开放，不以任何国家为

假想敌，此时若在军事战略方针中继

续表述“诱敌深入”，会为某些国家

宣传中国“好战”提供素材！ 

最主要的，诚如原中央军委副主

席张震上将所言 ：“到了（20 世纪）

80 年代，情况又有了很大的不同。我

们进行了 30 年的建设，有了很大的

家业。如果外敌大规模入侵，一开始

就把侵略军放进来，可能会使后方来

不及作好充分准备，容易引起混乱，

在政治上对我不利。而且，敌人向我

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将会采取突然袭

击、长驱直入的手段。如果外敌从东

南沿海登陆，我们仍然采取‘诱敌深

入’的办法，那么沿海几个重要的大

城市，很快就会陷入敌手。这样，我

国的经济命脉、重要基础必然要受到

很大损失，不利于我军积蓄反攻力

量。至于东北、华北地区，情况更是

如此。因而在战争初期，为了争取时

间，稳定战局，制止侵略军的长驱直

入，从战略上讲，需要在一定的时

间、一定的地区坚决抗击入侵者。更

何况，我军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作战

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可以担负以坚守

防御阵地为主要作战样式的作战任

务。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战略方针

中是否仍保留‘诱敌深入’的提法，

确实值得研究。”（《张震回忆录》下

卷，解放军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版，

第 197 ～ 198 页）

二、“究竟采取什么方针 ? 我
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

1980 年 9 月，宋时轮向中央军委

提出了《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

建议把我国实行多年的“积极防御，

诱敌深入”的“八字战略方针”，调整

为“积极防御”的“四字战略方针”，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相

继在《建议》上作出肯定的批示。与

此同时，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震将军

也认为 ：“我倾向在战略方针中不再

采用‘诱敌深入’的表述，这既没有

改变我军的战略方针，而且比原先更

主动、更灵活。”（《张震回忆录》下

卷，解放军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版，

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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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对战略方针的表述，是一件

大事，总参谋部一直持慎重态度，反

复进行了研究。后来，又征求了中央

军委战略委员会成员和有关领导同

志的意见。经过充分酝酿，大家都倾

向于对战略方针作局部修改。在此基

础上，总参谋长杨得志、第一副总

参谋长杨勇、副总参谋长张震三人商

量，决定分别向几位老帅汇报，听取

指示，再作定夺。

1980 年 9 月初，杨得志首先向

聂荣臻元帅作了汇报。聂帅表示，同

意总参谋部的意见，并且说：我们的

战略方针，总的还是打人民战争。战

略方针及其具体化问题，是军队的头

等大事，应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有明确统一的说法，报党中央、

中央军委批准。9 月 14 日，按照杨

得志指示，张震向叶剑英元帅作了汇

报。叶帅表示：根据各方面的反映和

同志们讨论的情况，同意用“积极防

御”的提法，但这仅是他个人意见，

还有待军委讨论、批准。9 月 20 日，

杨得志、杨勇、张震一起向徐向前元

帅汇报。徐帅也同意对战略方针的表

述作适当调整，他还侃侃而谈：要坚

持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不管武器

怎么发展，不管什么情况，战争的性

质还是人民战争，还是正规军、地方

军、游击队三位一体。在战略上是防

御的，在战役战术上是进攻的。战略

方针是“积极防御”，但对此理解上也

有不同，所以要具体化。徐帅还联系

历史，具体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苏军守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莫斯

科，朝鲜战争时我们守三八线，还不

是都守住了嘛。因此，在北京军区方

向，我们要构筑工事，坚决顶住入侵

之敌的进攻，不能搞“诱敌深入”。

在北京和各个重要方向，要构筑纵深

梯次配备的坚固工事，迟滞敌人的进

攻，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使他们每

进攻一个地方，每前进一步，都要付

出巨大的代价。而我们则可以争取时

间。敌人就怕这个，因为他们拼人

力是拼不过我们的。关于联合作战问

题，平时就要编好，打起仗来，临时

编不行。应该搞想定，搞实兵演习，

打好基础。（《张震回忆录》下卷，解

放军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版，第 199

页）

1980 年 9 月 30 日，杨得志等又

将这一情况当面向中央军委副主席

邓小平作了报告和请示，并得到了他

的肯定。10 月 15 日，邓小平在中央

军委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战略指导

问题研讨会（会期是 1980 年 9 月 17

日至 10 月 17 日；出于保密需要，代

号为“801 会议”，意即 20 世纪 80

年代第一次重要会议）上讲话，掷

地有声地说 ：“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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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

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版，第 177 页）这是邓小平对“四

字战略方针”的最直接表态认同。

虽然三位老帅和邓小平都认同

“四字战略方针”了，中国却一直没

有公开否定“八字战略方针”提法，

密切关注世界战略格局与中国安全

环境，以决定最终取舍。

1985 年 5 ～ 6 月间，中央军委

召开扩大会议。根据邓小平关于“世

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重要判断，

会议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

战略性转变，即从长期以来立足于早

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

态，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

这时，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开始从应

付外敌全面入侵，转向应付局部战争

和周边冲突，“积极防御”的基调不

变，“诱敌深入”已大可不必。

三、“我们认为，还是要继
续坚持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
略方针”

1988 年 12 月，在改革开放 10

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

这时，一方面改革开放巨大成果不能

轻言放弃，另一方面中国军队实力今

非昔比，摒弃“诱敌深入”已经没有

争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军委正◆1983年，杨得志与张震视察海军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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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把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重新明确

为“积极防御”四个字，彻底告别了

“诱敌深入”。此时，中国军事斗争准

备的基点，全面转向应付局部战争和

周边冲突。这一转变意义重大，“与

1977 年确定的‘积极防御，诱敌深

入’的战略方针相比，这个方针去掉

了‘诱敌深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改变。它体现了对国家经济安全利益

的高度重视。我们过去总是讲，不怕

打烂坛坛罐罐，打烂了，等于解放战

争晚胜利几年，这在当时国力较弱、

敌人实力强大的条件下是不得已的

选择。但在现代条件下，战争的破坏

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哪怕是局部

的小规模的战争，也会给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多

年来辛辛苦苦建设的成果很可能毁

于一旦。这样的损失是中国人民不应

该再承受的代价。因此，采取积极防

御的战略方针，尽可能不让战火烧入

国门之内，尽可能减少战争对经济发

展的破坏，理所当然成为一个战略性

要求。”（《从国家安全利益的发展看

我国军事战略方针的抉择与启示》，

王均伟 文，《党的文献》2013 年第 3

期）

彻底抛弃“在形式上是被逼出

此”的“诱敌深入”，用言简意赅的

“积极防御”作为新时期人民军队的

军事战略方针，引起外电强烈反响 ：

“‘积极防御’任何外国军队并拒绝外

国军队任何形式的‘深入’，表明中

国军队已经自视为一支不可侮的力

量！应该承认，‘积极防御’四个字

彰显中国自信！”

1991 年 1 ～ 2 月，亚洲大陆西

部爆发了海湾战争，一种全新的战争

形态和作战样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引

起中国领导人高度关注。同年 6 月，

江泽民亲自参加了三次关于海湾战

争的座谈会，并作过内涵深刻的讲

话 ：“海湾战争是一场比较典型的高

技术战争。”“海湾战争以后，怎样看

待军事技术的作用，是个很重要的问

题。”“今后，像海湾战争这种类型

的冲突会不断发生，这是由当今世界

的基本矛盾决定的。”“我们的战略

方针是积极防御。对这个方针怎么理

解？积极防御是攻守结合，不是单纯

地守。这是个很重要的战略问题。在

武器装备方面，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要想一些办法，提高我军的装备水

平。”“我们强调人是战争的决定因

素，但不能不对武器装备有所研究。”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8 月版，第 144、147 ～ 150

页）在讲话中，他特别交待：军委还

要从军事科学的角度，研究将来的战

争究竟怎样打，在武器装备上也要有

“杀手锏”。（《江泽民文选》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8 月版，第 142

页）江泽民关于“积极防御是攻守结

合，不是单纯地守”、在武器装备上要

有“杀手锏”等思想，表明中国开始

彻底抛弃战略上搞“诱敌深入”。由

此，中国军方开始酝酿调整深化“积

极防御”战略方针。

1993 年 1 月，中央军委召开扩

大会议，江泽民向全军提出了“新时

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

军事战略方针呢？我们认为，还是要

继续坚持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

方针。”（《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

民出版社 2006 年 8 月版，第 282 页）

他还明确指出，必须把未来军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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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中国军队吹响了“科

技强军”的号角。

2004 年 6 月，根据中国军队“科

技强军”巨大进展，中央军委充实完

善“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

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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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贯彻落实新时代军事
战略方针，这是新时代中国国防
的战略指导”

2015 年 5 月，在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英明领导下，中共十八大以后军

队建设日新月异的中国推出了《中国

的军事战略白皮书》，郑重公告世界：

实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

略方针，调整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根

◆海湾战争以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史林折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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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战争形态演变和国家安全形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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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新形势下积

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创新基本作战

思想。……

实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

略方针，优化军事战略布局。根据中

国地缘战略环境、面临安全威胁和军

队战略任务，构建全局统筹、分区负

责，相互策应、互为一体的战略部署

和军事布势；应对太空、网络空间等

新型安全领域威胁，维护共同安全 ；

加强海外利益攸关区国际安全合作，

维护海外利益安全。……如今，中国

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

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

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

任何时候都要复杂。

根据这份国防白皮书，中国的军

事战略方针表述为“新形势下积极防

御军事战略方针”“突出海上军事斗

争和军事斗争准备”“应对太空、网

络空间等新型安全领域威胁”“加强

海外利益攸关区国际安全合作”等等

表述，都无声地告白：带有大陆军烙

印的“诱敌深入”一去不复返了！

根据这份国防白皮书，中国军队

要立足打赢的不是全面战争而是局

部战争，不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

争，而是货真价实的信息化局部战

争。这是习近平基于对时代特征和国

际安全环境的准确判断，站在世界军

事革命的制高点上，抓住未来军事斗

争发展的根本方向提出来的。这个军

事斗争准备基点的确立，标志着“新

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跨越到

“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

2017 年 10 月，中共十九大报告

把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概

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

次飞跃，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各项事

业进入新时代的标志。之后，“新形势

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相应表述

为“新时代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

在“新时代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

针”指导下，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日

新月异。为了更好维护国家领土主

权，推动祖国统一大业，“新形势下

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需要进一步

调整。2019 年 7 月 24 日，国务院新

闻办发表《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

书，正告世界 ：

“贯彻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

针，这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战略指

导。”“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防

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

防御，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强调遏制战

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强调战略上防

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相统一。”

令外界关注的是，白皮书中用

“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最新表述当

今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而没有用

“新时代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来

表述！不言而喻，“新时代军事战略

方针”内涵不变，仍然“坚持防御、

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防

御”，且言简意赅，意味深长：面对大

小霸权主义的横行霸道，中国志在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会对各种

反动势力始终“防御”（即使是“积

极”地“防御”），有时会“积极”出

手，捍卫国家利益！

诚如白皮书指出的，在“新时代

军事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有

效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

组织东海、南海、黄海等重要海

区和岛礁警戒防卫，掌握周边海上态

势，组织海上联合维权执法，妥善处

置海空情况，坚决应对海上安全威胁

和侵权挑衅行为。2012 年以来，组

织舰艇警戒巡逻 4600 余次和维权执

法 7.2 万余次，维护海洋和平安宁和

良好秩序。

组织空防和对空侦察预警，监视

国家领空及周边地区空中动态，组织

空中警巡、战斗起

飞，有效处置各种

空中安全威胁和突

发情况，维护空中

秩序，维护空防安

全。

着眼捍卫国家

统一，加强以海上

方向为重点的军事

斗争准备，组织舰

机“绕岛巡航”，对

“台独”分裂势力发

出严正警告。■◆2019年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

史林折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