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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纵横

新时代中国防御性

国防政策有着鲜明的时

代特征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无论是在贫穷落后的新中国成立
初期，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并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的改革开放时期，还是在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中国都是一以贯之、毫
不动摇地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新时
代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更是有着鲜明
的时代特征。

以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为根本目标。中国是独立自主的主权
国家，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
障。坚决慑止和抵抗侵略，保卫国家政
治安全、人民安全和社会稳定，反对和遏
制“台独”、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打击“藏
独”“东突”等分裂势力，保卫国家主权、
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维护国家海洋权
益、重大安全领域利益和国家海外利益，
支撑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首要职能
使命和防御性国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以坚持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

谋求势力范围为鲜明特征。中国的国
防建设和发展，始终以满足国家安全的
正当需要为基本原则，坚持结伴不结
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坚决反对侵
略扩张的帝国主义，坚决反对动辄使用

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霸权主义。中
国不走一些西方国家追逐霸权、“国强
必霸”的老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富国
与强军相统一、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
协调的和平发展之路。中国国力和军
力无论怎么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都
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以贯彻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为战略指导。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基
本精神是实行积极防御，坚持防御、自
卫、后发制人，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
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坚持全民国
防，创新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充分发挥
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强调遏制战争与
打赢战争相统一，强调战略上防御与战
役战斗上进攻相结合，强调有效履行新
时代军队使命任务。

以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为发

展路径。建设同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
安全与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
强大军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战略任务。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坚持
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指明了前进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为全面推进新时代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了新的“三步走”
发展战略安排。到本世纪中叶，当中国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时候，
人民军队则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中
国的国防将全面增强、坚如磐石。

以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

界意义。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已被包括联合国
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和接受，也为
中国国防建设赋予了更加广泛的国际
意义，为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和运用提出

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任务要求。中
国是忠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负责任大国，中国军队积极履行应尽的
国际责任和义务，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提供积极服务和可靠保障。

奉行防御性国防政

策是中国国情决定的

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的国防
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主要是基于中
国的历史与现实、国家的内政与外交、
国防的目的与手段等基本国情作出的
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中国的本质要求。社会主
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霸权主义国家
的对外政策、国防政策，有着本质的不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
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
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
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
放战略，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
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
时还明确规定，中国武装力量的任务是巩
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
和平劳动等。从中可以看出，防御性国防
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使然，是
中国武装力量使命任务的应有之义。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政
治决定军事，政略决定战略。从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稳定的安全
环境，必须走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国
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根
本目的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
的安全保障，因此需要且必须奉行防御
性国防政策，而不是其他。

近代以来国家饱受欺凌侵略的深

刻反思。从 1840年鸦片战争到 1949年
新中国成立的 110年间，中国备受西方
列强侵略和欺凌。新中国成立，让中国

人民从此站立起来。饱受侵略和战乱
之苦的中国人民，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
和平环境，热切期盼繁荣安定的幸福生
活，深深懂得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
重要性。中国绝不会把自己曾经受过
的战争和灾难强加给其他国家，也绝不
允许任何国家再侵略我们的国家，欺凌
我们的人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继承。

中国是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善良和爱
好和平的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
张“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
“不战而屈人之兵”视为战略指导的最
高境界，两国相争时把“伐谋”“伐交”作
为上策，“伐兵”和“攻城”当成下策，等
等。这种“和合”“止戈”的传统文化深
深根植于中国人的思想深处。

始终不渝为捍卫国

家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

作贡献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是讲诚信、守信用的。中国防御性
国防政策不仅写在法律中，更落实在行
动上。

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战争和武装

冲突。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新中
国成立 70年，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日益
强大。尽管如此，中国却从没有侵略过
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占领过别国一寸领
土。与个别邻国发生的为数很少的边
境武装冲突，都是在国家领土主权、海
洋权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侵害，
和平手段全部用尽的情况下，迫不得已
进行的自卫反击作战，坚决捍卫了国家
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中国一贯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领

土争端。中国领土陆海兼备，是世界上
邻国最多、陆地边界最长、周边安全环
境最复杂的国家之一。中国始终致力
于用谈判协商、和平方式解决与一些国
家存在的领土纠纷和海洋划界争端，目

前已与 14个陆地邻国的 12个解决了边
界问题，与有关国家在海洋划界问题上
取得了一些共识，总体上是陆地边界基
本稳定，海上争端趋稳向好。

中国始终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的基本方针。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的
国家。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
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中国政
府始终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
本方针，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
平统一的前景；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
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
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直到现在，仍然以最大耐心，期待着与台
湾同胞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中国积极履行维护世界和平的责

任与义务。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把自身安全与世界和
平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中国军队积极
推进新时代国际军事合作，努力为建设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作贡
献。多年来，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维和
行动，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出资国
之一。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军队已
累计参加 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
和军事人员近 4万人次，13名中国军人
牺牲在维和一线。中国积极参加国际
人道主义救援，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
共安全产品。2012年以来，中国军队组
织或参加马航失联航班搜救、菲律宾
“海燕”台风救援等多项行动，受到当事
国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
主题，繁荣富强、安全稳定是全人类的共
同追求。新时代中国国防将顺应浩浩
荡荡的世界大势，立足中国国情军情，始
终不渝地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全
面建设巩固国防和世界一流军队，坚决
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为服务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特聘首席专

家、研究员）

我们为什么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何 雷

●一种“战争迷雾”散去，无
数种新的“战争迷雾”更加浓厚地
笼罩过来，真正的战场透明从来
没有过，也永远不会有

春秋战国时期，公输般为楚国制造

出装了轮子可以移动的强大云梯，楚王

计划借此去进攻宋国的都城。楚国是

大国，很富有，人口也很多；宋国是小

国，很贫穷，人口也较少。但宋国军民

团结，决定死战以保卫自己的国家。墨

翟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想劝阻楚王的攻

宋计划，以免生灵涂炭。公输般相信自

己所造云梯的威力，认为可以轻取宋

国。墨翟不以为然，两人在楚王面前

“解带为城”进行了对抗演练。结果是

“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即墨

翟）九拒之”。因为墨翟的随机应变之

策，加上了解到宋国军民众志成城严阵

以待，楚王最终放弃了进攻宋国的打

算。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墨翟的机

变，改变了楚国的进攻计划。

战争史毫不留情地表明：任何刻

板、呆滞、保守、侥幸的军事思想，都会

在变幻莫测的军事对抗面前沦为笑

柄。无论是中国古代的长城，还是伊

拉克战争中的“萨达姆防线”；也无论

是晚明防御清军的关锦宁防线，还是

二战前法国人斥巨资修建的马其诺防

线，都是刻板而不求变的落后军事思

想惨遭失败的代表。

在军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王国，

机变总是具有无穷的军事魅力。《孙子

兵法》云：“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

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萨尔浒之战

被称为清朝的“立国之战”。面对明朝

军队数倍于己的优势兵力对萨尔浒实

施的“四路围攻”，清军确立了“凭尔几

路来，我只一路去”的灵活战术，先拣弱

军打，然后乘着胜势各个击破，取得大

胜。萨尔浒之战之所以被称作清朝的

“立国之战”，即从此以后，明朝军队就

失去了击破清军的机会。

我军著名战将粟裕将其制胜原则

归纳为：在什么地方有利于消灭敌人，

就在什么地方打仗；在什么时间有利

于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间打仗。粟

裕将军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话语，高度

而准确地概括了他高度机变的军事制

胜思想。1947年5月，在敌人重兵包

围下，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于强敌环

伺的缝隙之中，将敌军王牌整编第七

十四师全歼于孟良崮地区，堪称“百万

军中取上将首级”。取得如此胜利，粟

裕灵活机动、善于机变的战略战术功

不可没。

有人以为，现代战争中，多维空间

无所不在的传感器严密监视整个战

场，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信息

处理和辅助决策系统，不仅能够形成

精确、实时的统一战场态势，而且算无

遗策地预测战场态势走向，形成有利

于我、不利于敌的单向战场透明。在

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打仗，就像是“玻

璃瓶子里赌宝”，胜利十拿九稳。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

的。不管技术如何发达、技术手段的

运用怎样广泛而有效，在“假作真时真

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对抗手段全

域化、高技术化的现代战场上，真真假

假，假假真真，一种“战争迷雾”散去，

无数种新的“战争迷雾”更加浓厚地笼

罩过来，真正的战场透明从来没有过，

也永远不会有。

因此，面对没有料到的突发状况所

需要采取的临机应变，不仅永远是克敌

制胜所需，而且堪称永恒的制胜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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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简介

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

途中，为争取战略主动，在贵州、四川、

云南三省交界地区，成功进行的一次高

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性战役。此役，从

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开始，到

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为止，历时3个

多月，共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

另10个团，俘敌3600余人。在毛泽东、

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等的领导下，中央

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粉碎

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的企图，导

演了一幕精彩绝伦、威武雄壮的活剧，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高超的军事

指挥艺术，是我军革命战争史上的光辉

典范。

讲评析理

依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作战方

向，稳握战场主动权。蒋介石为阻止中
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

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调集了
150多个团，近 40万重兵，欲将红军围歼
于乌江西北的川黔地区。而此时的中
央红军只有16个团，3万余人，面临着前
有长江天险，后有重重追兵，头顶上飞机
袭扰的极端险恶形势，毛泽东等中央领
导人毅然放弃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
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
渡长江，以开创川西或川西北根据地。
但是红军一渡赤水后，由于敌情急剧变
化，川军刘湘采取了“北守南攻”的两面
作战方针，即对川北红四方面军采取守
势，对进入川南的中央红军采取攻势。
面临各路敌军奔集川南、四面围追堵截
的新情况，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当机立断，
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在扎西地区集
结，以保存军力，寻求新的机动。

四渡赤水之战，如果没有中央红军
在川南改变原定渡江计划，转向川黔滇
交界地区机动作战，那么也就没有以后
北渡金沙江的可能。这告诉我们，红军
虽然在一个方向暂时放弃了原定计划，
但却在另一个方向为实现原定计划创
造了条件，最后终于达成预定的战略目
的，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高超指挥
艺术的卓越之处。

灵活转换作战形式，出其不意地打

击敌人。1935年 2月 16日，党中央和中
革军委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指
出：“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
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
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
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
胜利。”当各路敌军奔集扎西时，红军突
然调头东进，二渡赤水，挥戈东下，再打
遵义，歼灭和击溃敌 2个师又 8个团，俘
敌3000余人，缴枪2000支(挺)以上，这是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

的胜利。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
来的奇耻大辱”。遵义战役后，当蒋介石
亲飞重庆指挥围剿，妄图歼灭红军于遵
义、鸭溪狭窄地区时，红军又向西走了，
三渡赤水，佯作北渡长江之势，迫使敌人
重新调整部署。当敌人部署尚未就绪
时，红军又出敌不意地四渡赤水。红军
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滇军，接着来
了一个大迂回，乘虚直插云南，示形于昆
明，巧渡金沙江，使我军转危为安。

四渡赤水作战，如果红军没有向扎
西的“走”和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就不可
能大量调动敌人和造成有利战机；如果
没有以后三渡、四渡赤水的“走”，就不
能加深敌之错觉，牵着敌人的鼻子打
转，就不能把敌人拖疲、拖垮，使我乘隙
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的。这告诉我
们，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灵活机动
地运用大规模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
迅速地后退，以开辟道路，走中有打，打
中有走，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打，是为
了保存实力，待机破敌，把走与打、消灭
敌人与保存自己辩证地统一起来，创造
了战争史上的奇观。

巧妙运用虚实行动，力争在运动

中消灭敌人。遵义战役之后，红军故
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更多的
敌人前来围集。当敌军逼近时，红军
三渡赤水，重入川南，以红第九军团向
叙永、古蔺方向继续前进，伪装主力，

造成北渡长江的假象。蒋介石以为红
军又要渡江北上，调整部署，企图对红
军再次形成包围，聚歼红军于长江南
岸。正当敌军向川南奔集，其包围圈
将成未成之际，中央红军主力突然折
向东北，于 3 月 21 夜至 22 日 15 时，分
别从古蔺二郎滩、太平渡、淋滩、九奚
口等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神速南
下，进到遵(义)仁 (怀)大道北侧地区，
除红九团于乌江北岸继续牵制迷惑敌
人外，红军主力于 31日南渡乌江，巧妙
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

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造成敌人的
错觉，实现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战略目
的，毛泽东在部署红军作战行动时指出
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红军
主力经息烽、扎佐佯攻贵阳，突然包围贵
阳东南的龙里城，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
20里的飞机场。在红军的威慑下，坐镇
贵阳的蒋介石眼看贵阳城守备空虚，惊
慌失措，手忙脚乱。于是，急调滇军龙云
的主力 3个旅昼夜兼程，增援贵阳，急令
薛岳兵团和湘军何健部在川黔湘边界
布防堵截。同时，严令周浑元部向东尾
追。当各路敌军继续东调之际，我主力
却从贵阳、龙里之间突过敌军防线，向南
而后向西急进，威逼昆明。但是，红军并
未攻打昆明城，而是虚晃一枪后，乘追敌
在红军后侧，金沙江两岸空虚之际，掉头
北上，直指金沙江边，从容地渡过了金沙
江。至此，中央红军终于跳出了数十万
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彻底粉碎了蒋
介石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交界
地区的狂妄计划，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
战略意图，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有决
定意义的胜利。这也告诉我们，党中央
和毛泽东等领导人运用示形诱敌、声东
击西、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夺取了战略
转移中的主动权，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
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军事思想与
领导指挥艺术，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和借鉴。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创新发展研究中心）

四渡赤水：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
■韩金强

挑灯看剑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2周年前夕，中国政府发表
了《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新的国防白皮书庄严宣
示了新时代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的基本立场、观点和内
涵，对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和国防意识，增进国际社会对
中国国防政策的正确认识，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和忧
虑，有力驳斥和严正回击“中国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
等谬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