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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同友   吴登全

58年前周恩来首提“国防现代化”

◇1958年，周恩来在八一献礼展览会上观看反坦克导弹

周恩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主要创建人之一。中 华 人 民 共

和国成立后，他兼任中央军委

副主席，管理军队日常工作，

在 多 兵 种 建 设 、 海 陆 边 防 斗

争、军队的装备供应、军事训

练等方面予以指导，并做了大

量工作。

周恩来立足于国内实际和国

外形势的变化 ， 在 新 中 国 国 防

建设的目标、方针、重点、布

局、原则等方面进行了长期的

理论探索和实践准备，极大推

动了新中国国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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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国防现代化战略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

义包围、封锁，中国与世界军事强国之间军事力量对比

悬殊，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必须巩固和壮大国防力量。因

此，实现国防现代化成为新中国国防建设的目标。

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

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

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

就不能达到目的”。此后，“四个现代化”的内涵不断

得到调整和充实。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

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

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国防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的确定，有其深刻的

历史、现实和时代原因。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惨痛教训的深刻警

示，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周恩来深感，“在现在这个世

界上，我们若不强大起来，不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

家，就要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当然，解放以来，我国人

民已经站起来了，不受欺侮了，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

们永远不受欺侮，必须把社会主义祖国真正建设强大了

才有保证”。在处理好国防现代化和其他三个现代化的

关系时，周恩来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

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

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这进一步明确

了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

就保卫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而言，当时美国在我国

周边不断进行军事挑衅，国民党反动派伺机发动反攻。

面对严峻的国防形势，1950年6月，周恩来明确提出：

“为了保卫我们民主、独立的国家，就不能不加强我们

的国防。”9月，周恩来再次强调：“我们必须及时地

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 并且随时警惕地注视着帝国主义

敌人扩大战争的阴谋。”

新科技革命发展的时代要求同样不容忽视。20世纪

四五十年代，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

术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

发展，国防尖端科技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原子弹

等尖端武器的制造，使掌握该技术的国家具有了

核威慑的力量。周恩来认为，“只有掌握了最先

进的科学， 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我们要

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

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

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

国要实现国防现代化，就必须顺应新科技革命发

展的历史潮流，加快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

国防现代化，包括武装力量、人民防空、国

防科研、国防工业等现代化，其核心是建设一支

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中国人民解

放军从原来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成诸军兵种

的合成部队，还创办了军事学院，对巩固和加强

中国的国防具有深远的意义。周恩来对这些工作

都看得很重，抓得很细。如对新建立的各个军兵

种，他从方针原则到组织体制、装备发展、干部

配备和培养等，都亲自过问，逐项安排落实。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尽快建立空
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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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1950年10月，当美军飞机侵

入我国领空，严重威胁中国国家

安全时，周恩来指出：“假如我

们采取消极防御办法，那是不行

的。”因此，“积极防御”成为

新中国国防建设的战略方针。

一 方 面 ， 我 国 的 国 防 建 设

是为了“防御”，与一些国家

奉行“国强必霸”，动辄侵略

其他国家不同。周恩来指出：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向

外扩张，根本不会对其他国家进

行侵略。”“无论如何我们不做

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不

做。”他旗帜鲜明表达了中国政

府的反霸立场，向世界郑重承诺

中国永不称霸。

另 一 方 面 ， 我 国 的 国 防 建

设是“积极”的，因此要自觉主

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安全。

周恩来强调：“中国人民热爱和

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

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

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

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

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在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和 中 印 边

界武装冲突中，周恩来以实际行

动诠释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

针。

朝鲜战争爆发后，作为主持

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每天都要看前方的战况。志愿军

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曾告诉去朝鲜

参加谈判工作的乔冠华：“周恩

来对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情况，

特别是志愿军方面包括团一级单

位的状况，了如指掌。对哪个部

队正在哪些村庄、哪个山头，都

很清楚。志愿军司令部每天的报

告要中央指示，在第一线处理的

就是周恩来，大事小事都问他。

重大的问题，他再请示中央。”

1959年8月，印度军队越过

边界所谓的“麦克马红线”侵入

中国西藏，突然向驻守的中国边

防部队发动武装袭击。中国边防

军被迫自卫还击，爆发了中印边

界第一次武装冲突。面对印度的

挑衅，周恩来说：“如果尽管我

们让步，他们却不同我们友好，

甚至走向反动，这样让步就不对

了。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给印度

的中间派留有余地，积极地争取

他们，另一方面要进行坚决的斗

争。”周恩来对印度进行了为期

七天的访问，在解决中印边界冲

突问题上取得了主动。

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中

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发动大

规模进攻，中国军队在打退印军

多次进攻后进行反击。周恩来主

动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

三项声明，并在国际上表明中国

的态度。通过他的努力，中国的

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很多国家和

地区看到了新中国热爱和平的诚

意。

在 周 恩 来 “ 积 极 防 御 ” 战

略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在保卫

边防、海防的斗争中掌握了主动

权，有效应对来自帝国主义的侵

略和周边国家的挑衅；在国际上

阐明了国防建设的方针和政策，

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

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理解

与尊重。

重点发展国防尖端科技

国 防 现 代 化 首 先 是 武 器 装

备的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是

国防现代化的标志。中国国防

尖端武器的研制，离不开周恩◇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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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直接领导。从原子弹的研制

到两弹结合，从卫星上天到核潜

艇下水，周恩来亲自过问，妥善

处理。中央专委会重要成员聂荣

臻对《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的作

者、英国作家韩素音说：“中国

从事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

于周恩来。”

国防现代化主要是掌握和运

用尖端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国防工

业和国防力量的现代化。发展国

防尖端科技，是关系一个国家国

防核心竞争力和威慑力的重大问

题。1959年，周恩来指出：“尖

端和国防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作战用在战争上，不作战就可用

在和平建设上。尖端的国防，即

原子、电子、导弹、航空要更快

地搞起来，从而建立起现代化

的国防工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力

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形

势异常复杂。帝国主义国家依仗

手里掌握的核武器，推行核讹诈

政策，动辄以原子弹作威胁。早

在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中共

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即作出发

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1961年，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

周恩来进一步明确指出，“要集

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争取三

年到五年过关”，强调军队和国

防现代化建设要大力发展尖端

科学技术，“只有掌握了最先进

的科学， 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

防”，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把我国

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

当时，由于在发展原子能方

面缺乏经验、技术和设备，我国

积极争取苏联的援助。经周恩来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多次谈判，

苏联政府同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

方面提供帮助，并接受科学技术

人员去苏联实习。

为尽快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

业，周恩来在较短时间内，指示

有关部门先后同苏联签订六个关

于援助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协

定。虽然我国有计划、有步骤地

尽可能争取苏联在核领域内的技

术援助，但是周恩来指出，“力

争苏联援助绝不是依赖苏联和苏

联专家，必须花大力气消化、吸

收人家的先进技术”。

1959年6月中苏关系恶化，苏

联单方面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关

于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

定和合同，下令撤走苏联专家。

与此同时，国内形势极为严峻，

“大跃进”运动和自然灾害使国

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中国

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严重受挫。有

◇我国第一枚国产近程导弹“东风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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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外国人甚至断言，中国“二十

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紧要关

头，周恩来进行具体部署，并调

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力量支持原

子能事业。

周 恩 来 指 出 ， “ 自 力 更 生

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根本立脚

点”，“自力更生是我们党一贯

坚持的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夕，周恩来即遵从钱三强

的建议，批准拨出一笔外汇，从

国外定购研究原子核科学所需要

的器材。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

组建近代物理研究所，主要任务

是研究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

1956年7月，根据周恩来的建议，

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

部（1958年2月改为二机部）成

立，为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做了

必要的技术储备和人才储备。

1962年下半年，为了突破

一些重大技术难关，中央成立一

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即中央

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

委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此

后半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连续

召开三次中央专委会会议，及时

解决工作进展中遇到的许多重大

问题，在较短时间里“统一指挥

调度有二十多个部、委、院和

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九百多家

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

的研究、制造原子弹的科技攻关

工作。”他提出：“二机部的工

作，要做到有高度的政治思想

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

组织纪律性。”这也成为国防尖

端科技工作的长期指导方针。由

于周恩来出色的组织指挥和尽心

竭力的工作，我国1964年顺利实

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周

恩来进一步提出，应立即抓加强

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特别提

出以“两弹结合试验”为下一步

重点。后来，他又对核潜艇、人

造地球卫星、核电站等研制工作

作出具体指示。

发展尖端科技，更需要高级

专门人才。周恩来注重培养这方

面的专业人才，逐步形成精干的

科学研究队伍，向尖端技术的高

峰挺进。他们中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核科学研究工

作的钱三强、邓稼先等；有中美

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开始后陆续从

美国和西欧归国的钱学森、张文

裕等；还有原来分散在各高校工

作的朱光亚、胡济民等。周恩来

不仅重视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

生活条件，还竭力保护他们免受

侵害。

我国能在较短时间内大大缩

小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

距，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

化事业的繁荣，离不开广大知识

分子无私奋斗以及周恩来的关心

和帮助。

建立海陆空全面发展的体系

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规模已达到520万人，但当时国

防体系比较单一化，主要是以陆

军为主，还没有建立起正规的空

军、海军及其他特殊兵种。

周恩来深刻认识到，中国必

须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

己。1950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举行的庆

祝大会上，周恩来强调：“我们

必须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和人民

海军，才能够击退从空中和海上

袭来的武装盗匪，保护我们的领

空领海不受侵犯。我们的人民陆

军必须陆续加以强化，使它足以

战胜任何侵略者。”

“为建设中国人民海军而奋

斗”是周恩来在1950 年为华东军

区海军《人民海军报》创刊号上

的题词。这既是周恩来对人民海

军建设者的殷切期望，也是他为

发展人民海军辛勤工作的生动写

照。

建 设 强 大 的 人 民 海 军 ， 必

须要加强海军的战略规划。周恩

来认为，“我们的军事建设应有

一个较长远的计划”。1950 年 6 

月，他在听取海军司令员萧劲光

关于海军工作情况的汇报后，表

示同意海军制定一个三年建设计

划。1951年，周恩来提出了制定

海军建设的战略规划问题，他指

出：“在抗美援朝作战的统一部

署下，海军要迅速组织力量，建

设海军基地，建立海防；加强战

备，随时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

的战争，加紧进行战斗训练和力

量建设。……研究一个三年建设

计划，一面备战，一面从事长期

建设。”1954年4月，周恩来又主

持军委会议，研究海军五年建设

计划。这些规划中突出了加强海

军力量建设的思想。

我国海洋面积辽阔，海洋资

源丰富，加强海防建设是关系国

家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1951年，周恩来视察大连海校时

对副校长张学思说：“我国是个

濒海的大陆国家，海岸线北从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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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周恩来和陈毅、贺龙等
陪同外宾参观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原子
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中国科学院
原子能研究所

绿江口起，南到北仑河口止，绵

长得很啊。因此，我们一定要建

立一支‘海上长城’。”1957年

８月，为庆祝建军30周年，周恩

来在青岛代表毛泽东检阅海军部

队时指出：“必须继续努力，为

建设一支坚强的足以自卫的海军

力量，保卫祖国，保卫亚洲和世

界和平而奋斗。”

在指导和开展海防斗争的过

程中，周恩来提出了坚持发动和

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三军”配

合、协同作战、坚持军事斗争与

外交斗争相结合等原则。如在处

理中国第一艘国产远洋货轮“跃

进号”由青岛首航日本途中遇难

事件时，针对西方一些国家利用

这次事件破坏我国政治声誉的情

况，周恩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

度，多次向有关方面了解情况，

立即指示海军和交通部前往调

查，并亲自听取调查工作报告，

最终查明了事件的原因，并通过

新华社发表“跃进号”因触礁而

沉没的声明，赢得了世界舆论的

赞扬。

为保卫我国的领空安全，改

变我军没有空军的历史，党中央

决定1949年正式组建人民空军。

这一历史重任落在了周恩来身

上。经过紧张的筹建，中国人民

解放军空军于1949年11月11日正

式成立。

发展人民空军离不开航空技

术人才。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我们党就先后选派了几批党

员和干部前往孙中山办的飞行学

校、盛世才办的航校以及苏联学

习航空技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周恩来花费大量时间和精

力创办我军航校，“从校址的选

定，人员的选调，经费的保证，

飞机设备的配置以及油料的供应

等，都亲自过问”。在周恩来的

直接指导下，人民空军在不到一

年的时间内，相继完成了空军领

导机构、六所航校和第一支航空

兵部队的组建工作，为空军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提倡，和平时期空军

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要服

务于人民群众的需要。他指出：

“解放军也要参加生产建设，寓

兵于工，寓兵于民。”从这一思

想出发，周恩来多次指示空军要

支援农业建设、工业建设和抗震

救灾工作。1951年３月下旬，周

恩来命令空军轰炸黄河上的冰

坝，使河套地区50万群众和100多

万亩粮田免遭水患。1966年３月

８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

震后，周恩来指挥空军参与地震

救援工作。1967年6月13日，大兴

安岭林区发生特大火灾，周恩来

指示空军派飞机参加灭火战斗。

人民空军参加抢险救灾活动，体

现了人民空军的根本宗旨，也有

效提升了空军的战斗力。

“周恩来同志的才识全党皆

知。他‘才兼文武’，‘文能治

国，武能安邦’。”这是《伟大

的军事家周恩来》一书序言中对

周恩来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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