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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战争的判断 
 

冯利华  释清仁 
 

    战争与和平的总体态势，是我们党筹划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首要因素。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

东从对世界大战的判断入手，得出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的科学结论。进入 60 年代，毛泽东

根据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逐渐改变了 50 年代关于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判

断。60 年代初，提出世界战争存在着两种可能性；60 年代中期，认为战争可能性进一步加大；

60年代末，强调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战争判断的实践经验，对

于认识与分析国际形势、把握战争与和平态势，仍有借鉴意义。 

    重视战争与和平态势问题，慎重考虑战争爆发可能性 

    战争判断思想，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对战争与和平

态势的认识提升到战略高度，作为运筹国家和军队建设的基本依据，并在此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战争判断问题，是有深刻原因的，既是国家和军队建设事业的现实需

要，又是当时国际形势的客观要求。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

出要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向建设，主要任

务发生了变化。能否拥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对于建设事业至关重要。对此，毛泽东多次强调

“要创造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客观形势看，一方面，国际形势异常错综

复杂，新中国的安全环境确实面临潜在或直接战争威胁；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

久，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爆发，是当时人们一直关注并思考的重大问题。出于以上种种考虑，毛

泽东对战争爆发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总的看，毛泽东的战争判断思想贯穿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各

个历史阶段，直接影响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和主要任务。 

    统揽国内外形势，在战略大视野中进行战争判断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政治、经济、外交等的继续。为此，对战争奥秘的探寻不能限于战

争本身，还必须深入到其他领域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战争的基本

方法，以开阔的视野、大战略的思维，在综合把握战略全局中思考战争态势问题，充分展现了无

产阶级战略家的高超智慧。 

    由于与政治、经济、外交等诸领域存在着密切关系，战争的发生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可以从

其他领域发现端倪的。这就要求军事主体必须具备宽广的视野，防止把对战争态势的认识限于纯

粹战争领域。毛泽东在战争判断问题上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并非就战争而论战争，而是在综合

把握国内外因素变动的基础上，来分析与判断战争态势问题，体现出大战略思维的运用。毛泽东

始终坚持综合把握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在内的战略全局，敏锐分析国内外形

势发展变化，从中探寻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他尤其善于见微知著，从各种碎小片段中提取有益信

息，并将其综合起来，形成关于战争问题的认识。毛泽东既重视对客观现实进行分析，又注重以

历史经验为依据，从历史中探求对战争判断有益的认识。以上都反映了他在战争判断问题上的大

战略思维。 

    分析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对比，着力把握制约战争诸因素 

    从国际政治角度分析，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共同促成了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

毛泽东深谙国际政治的运行机制，注重分析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之间的对比，并着力把握力量制

约因素，以此认清战争可能性问题。 

    就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来看，战争的发生往往是由于战争发动者失去制约造成的，是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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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与和平力量对比失衡的情况下发生的。毛泽东信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战争中非常

重视“知”的哲学。他历来主张，打仗要首先摸清对手状况，主要是战争发动者的意志、力量状

况，尤其是其力量使用及分布状况。在战争判断问题上，毛泽东十分注重对世界上战争力量与和

平力量的对比进行分析，尤其是注重分析战争可能发动者的力量状况。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

把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及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作为考量战争发生的重要制约因素。进入 60

年代，随着中国周边形势恶化，毛泽东更加注重分析战争发动者的战略意图及战略能力，尤其注

重分析敌人是否拥有发动战争的足够力量。总的看，毛泽东从力量制约入手来分析战争可能性问

题，可谓切中了要害。 

    关注战争发展动向，对战争进行跟踪式动态研究 

    毛泽东对战争可能性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他总是

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修正自己的认识，使思想跟上变化的实际，其战争判断思想表现

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仍处于“战争与革命”时期。由西方国家发动的冷战

达到高潮，世界范围内形成相互敌对的两大阵营。在两大阵营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在世界范围内，矛盾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战争从未停止。总的看，诱发战争的因素异常复杂化、

多样化。在这种形势下，准确把握战争的动向，就有着相当大难度。在此问题上，毛泽东一贯的

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

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从坚持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这一马克思主

义基本观点出发，毛泽东认为国际形势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所面临的战争威胁并非是始终如

一的，要据此及时调整主观认识。实际也是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 27 年的历程中，毛泽东

不断调整对战争可能性的认识与估计，基本上把握住了战争的风向标。尤其是其跟踪式动态研究

战争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借鉴。 

    把握战争的两面性，避免战争判断问题上的简单化 

    战争与和平相互依存、相互转换，具有两面性。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认识。他坚持运用马克

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坚持一分为二辩证地分析战争可能性问题，从而避免了战争判断问

题上的简单化。 

    “战”与“和”，两者之间本身没有界限。现实中战争与和平的转换，往往在一瞬间。这就

要求在战争判断问题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充分认识到战争的两面性，

避免在战争判断问题上简单化。在此方面，毛泽东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 20世纪 50年代世

界大战可能避免的总体判断下，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否定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而是要做好战争准备。

在六七十年代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总体判断下，毛泽东也没有完全否定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的一

面。以上都体现了毛泽东有备无患的战争准备思想。这也启示我们，一定时期的军队建设，必须

同时兼顾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两种状态。在和平时期，必须始终不忘备战，时刻常备不懈，以此

作为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在临战状态下，必须始终不忘发展，重点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以

此夯实备战的物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