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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他在

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上的成就，已经融入作为全党全

军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之中。20世纪70年

代后，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作

为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

的胆略、勇气和远见，紧紧把握住时代脉搏，在国际形

势发生深刻变动的大背景下和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设计

的大框架中，创造性地把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与军事斗

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战略思

想和理论观点，系统地回答了我国军事战略的根本着

眼点与出发点，以及指导战略力量建设与运用的基本要

求，并已成为新形势下我军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和加强军

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南。

一、战略目的上，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邓小平考虑军事战略问题，总是把国家和民族的

利益放在首位，把国家利益作为军事战略的根本出发

点。他指出：“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

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

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

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又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

要应该从国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主要着眼于长远的

战略利益”。以上论述，邓小平明确了我国军事战略必

须以国家利益的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必须有利于国家

的长治久安，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国家的政

治、外交斗争。邓小平军事战略思维中的国家利益观的

精义在于：

（一）军事战略谋求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

这是国家利益对军事战略的本质规定，也是军队

职能的体现。对于军队来说，保卫祖国是其根本职能，

也是最大的政治。国家的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安全利

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没有和平稳定的环境，经济发展

就无从谈起。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

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

在的情况下，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最

终要靠自己拥有能够遏制战争和抵御侵略的强大军事

力量。然而，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的情况下，军事战略

的重要职能不仅仅是谋划战争，而且更应注意遏制战

争。一般说来，当使用暴力冲突所取得的经济利益要小

于冲突的代价时，最好要尽量避免冲突，最大限度地寻

求其他方式解决争端。

（二）军事战略谋求保障国家发展利益

军事战略不仅要谋求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

还要重点保障经济利益不受侵犯。当前，国家进入一个

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始转到大力发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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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产力上来，全党和全国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

此，军事战略必须谋求消除战端，解除威胁，以争取长

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保障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把

保障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

环境作为军事斗争的根本任务，体现了国家发展利益

的根本要求。

（三）军事战略配合和支持政治、外交斗争

军事斗争作为政治、外交斗争的工具，在霸权主

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我们的军事战略要更

加积极地与政治、外交斗争密切配合，充分发挥我国抗

衡霸权主义的战略作用，抑制战争因素的增长，促进和

平力量的发展，恰当地运用威慑手段，努力消除战端，

牢牢地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时，在进行维护祖国统

一和领土主权的自卫战争中，要严守自卫立场、坚持后

发制人，要严格服从国家的政治、外交政策，以保证国

家利益的实现。

二、战略方式上，坚持遏制战争与赢得战争

相统一

军事战略具有打赢战争与遏制战争的双重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起，由于我国安

全环境的恶化和对战争危险的估计过于严重，在我国

的军事战略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打赢”的实战战

略，“遏制”只不过是一种补充甚或良好的愿望。进入

80年代后，邓小平依据世界大势的变化，科学而精辟地

把时代主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进而认为“战争与

和平”这对矛盾中，和平一方占据主导地位，使军事战

略的着眼点，由大战“迫在眉睫”、准备赢得战争，转为

致力于赢得和平、避免战争。邓小平指出，“战争的因

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1985年6月4

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和

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

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

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邓小平既强调准备打赢战

争，又强调制约战争，并将遏制战争与赢得战争相统一

的战略思想，贯穿于军事斗争准备和建设之中。深刻理

解邓小平关于“遏制战争与赢得战争相统一”的战略思

想，其要义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遏制战争为战略指导的着眼点

遏制战争，是一切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着眼点，是

和平时期军事战略的最佳选择，也是一切军事活动希

望努力争取的最好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尽管仍然

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战争有可能制止。邓小平指出，

“我们现在观察国际战略形势，不仅把中国看作是维

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因素，而且把西欧和东欧也视为维

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有这么大不愿意战争、维

护和平的力量存在，尽管仍然存在战争的危险，但如

果我们搞得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关于如何遏制战

争，邓小平强调，遏制战争必须积极开展反对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的斗争，采取军事威慑等手段，并与政治、

外交斗争密切配合，努力遏制各种不安全因素的增长，

遏制战争因素的发展，并让那些人相信如果动用战争

手段将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从而创造对我有利的战

略环境和战略态势。

（二）以打赢战争为军事斗争准备的立足点

军队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是制约战争的必要条

件。军队做好战争的准备，就有可能制止战争的发生。

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

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

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作出

新的贡献。”中国渴望和平，但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横行的世界里，放弃防卫手段，只能助长霸权主义、强

权政治，只能增大战争的危险。因此，我们要敢于打赢

那些迫不得已的、不可避免的和强加于我们头上的各

种战争，其中包括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战

争，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家尊严的战争等。

（三）“力争遏制”与“立足打赢”目的一致

在新时期，无论是“力争遏制”，还是“立足打赢”，

都是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为国家的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稳定的可靠保证。而且，二者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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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提，互为目的。遏制战争是打赢战争的必要条件，

通过遏制战争可以赢得时间，增强实力，更好地创造打

赢战争的条件；打赢战争的能力是遏制战争的重要基

础，只有具备了打赢战争的能力，或通过军事手段惩罚

敌人，才能增强威慑的可信度，才能有效地遏制战争。

邓小平关于坚持遏制战争与赢得战争相统一、突

出遏制战争的战略思想，是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有利

的外部环境的客观需要，是我国新时期军事斗争的战

略指导的最优选择和最佳目标，是新时期积极防御战

略方针的核心指导思想，对新时期我国军事斗争和国

防、军队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战略力量上，寓军力于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生存、发展以

及对外施加影响的各种力量的总和。在和平与发展的

新形势下，世界各国较量的重点正由超级军备竞赛转

入综合国力较量。在新时期，努力提高综合国力是我国

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也是提高我国国防能力和我军

战略行动能力的基础。为此，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把军事

战略指导的重点放到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上来。

（一）综合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

如果说在以往的战争与革命的年代，生存问题一度

突出，国家之间、阶级之间的对抗往往表现为军事实

力的对抗，那么，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发展问

题和综合国力问题已经成为决定未来一个国家的战略

地位和国家安全的根本问题。只有国家的政治、经济、

军事等实力得到全面发展，国家的国际地位才会提高，

国家利益才有保障。如果综合国力上不去，虽然一时

还不至于危及国家的生存，但从长远看，综合国力衰微

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基础的削弱和国际地位下降，国

家日益走向衰亡，最终将直接威胁到国家的最基本利

益—生存利益的保障。

（二）军队服从国家建设大局以增强综合国力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增

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不仅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

运，同时也关系到军队和国防的前途和命运。为此，邓

小平要求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

局。他指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

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他

还指出，“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

的目标，……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

国际局势的稳定会起到比较显著的作用。”因此，国家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

快速提升综合国力，是提高国际竞争力，顶住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压力的正确选择。

（三）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军事战略提供有力支持

综合国力增强，能促进国家战略能力有效增长，

将对军事战略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和精神支持。一是能

提高战略决策的灵活性。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

军事战略的力量基础更加雄厚，有更多战略手段可供

选择，军事战略决策将更加主动和灵活，并减少决策

失误的风险。二是能提高战略目标实现的可能性。随

着国家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将不断增强，

物质条件会更好，技术水平会更高，力量结构会更合

理，从而为军事战略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确保战略

目标的实现。三是能提高战略遏制能力。随着综合国

力的逐步增强，遏制对手的力量基础会更加牢固，手

段更加可靠，不仅能够以相应的非军事手段遏制对手

制造各种危机，而且能够以可靠的军事手段遏制对手

向我发动战争和挑起军事冲突，更有效地维护国家主

权和利益。

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向发展经济的形势下，20

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作出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决

定，减少了军费在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快速提高了综

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民族凝聚力

和战略调控力，使国家战略能力迅速发展，为我国军事

战略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四、战略准备上，立足于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军事斗争一直侧重准备应

理论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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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全面战争，即准备在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对我国发

动大规模军事入侵时，以举国迎敌的全面战争抗击敌

人，保卫国家安全。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对国际国

内形势进行科学分析，得出了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

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大战有可能推迟甚至避免的重要

论断。同时，随着80年代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深入发

展，越来越多的高技术装备用于局部战争战场，局部战

争越来越具有了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战争的特点。

这就必然要求，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准备的基点，放在

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上，这是我军战略指导上的一次

重大变革。为深刻理解邓小平关于打赢高技术局部战

争的战略思想，应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一）军事战略应建立在高技术发展基础上

高科技的发展和成就，“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

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

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

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现代科学技术在一个国家

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已成为最重要的支撑力量。事

实证明，在这场增强综合国力的“较量”中，谁能抢占

到科技“制高点”和“前沿阵地”，谁就可能在政治上

更加独立，在经济上更加繁荣，在军事上更加强盛，在

战略上更加主动。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各主

要国家纷纷加快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形成了以高

技术质量建设为主要标志的竞争新态势。高技术的发

展，及其在军事领域中的广泛运用，是确立新时期军事

战略的一块重要基石。

（二）高技术战争为军事战略的确立提供了方向目标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

领域的广泛应用，一种新型的现代战争—高技术战

争出现了。比如，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突袭伊拉克反

应堆；1982年6月9日，以色列空袭贝卡谷地；1986年4

月14日，美军空袭利比亚，开创了“外科手术式”的现

代高技术战例；1991年1月17日爆发的海湾战争，更是

名副其实的高技术局部战争。这些战例，无疑向人们昭

示，高技术局部战争已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类型。战争

形态的演变，促使我们必须转变观念，重新研究确立新

的军事战略，把我军未来军事斗争的立足点放在打赢

可能发生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上来，从而在未来的高技

术局部战争中取得胜利。

（三）正确把握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特点规律

高技术战争既有一般战争的共同规律，也有其特

殊规律。邓小平一再号召要重视研究现代战争的特殊

规律，努力探寻制胜之道。高技术局部战争将是一场时

间上相对缩短、空间上相对扩大、力度上相对加强、攻

击点相对集中、物资消耗量相对增多的现代化战争。作

战形式趋于多样化，不仅有传统的运动战、阵地战和游

击战，而且有电子战、导弹战，甚至会出现太空战和计

算机病毒战。这种有限规模和范围、崭新形式的战争，

必然产生根据情况有选择、有节制地使用力量、采取新

的方式动员群众参战，以及运用新的形式与敌人作战

等一系列新问题。

在新时期，邓小平作出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由立足

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向打赢现代条件特别是

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略决策；做出发展高科技

的战略决策，批准我国“863”高科技研究计划，并要

求搞自己的尖端武器；在1979年“我军对越自卫还击作

战”行动中，战略指导上根据局部性反侵略战争的有限

性特点，通过必要而有限的作战行动，实现有限的作战

目的，为后来的政治解决创造了条件。

总之，邓小平军事战略思想，是在对时代特征认

识的重大突破和发展基础之上形成的积极防御的军

事战略思想。它着眼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着眼于全

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寓国家安全于发展之中。它是国

家发展战略的需要，是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使中国走上重新崛起之路的需要，是中国在国际战略

格局中占据应有位置、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作用的

需要。以“力”摄敌，以“力”制战，战威相济，力智并

举，是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战略思想的真谛和战略决策

的基本着眼点。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干部教育学院编审、法学硕士；

空军指挥学院副教授、军事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史小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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