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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年中国国家安全 

战略再思考 

牛 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的政策话语中并没有国 

家安全战略这个概念，中国一直有的是国防政策。后来为了增加军事透明度，由军 

队出版的军事政策白皮书的名称是国防白皮书，政府从来没有正式使用“国家安 

全战略”这个概念来表述国家的有关政策。中国学者借用了这个词，但进行学术 

性的研究却是晚近的事情。这个概念是从美 国那里移植来的，在中国的国情 中如 

何过界定，国家安全战略应包括什么内容，大家“疑似”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开会也 

经常在谈 ，但实际上有没有界定以及该如何界定国家安全战略，是一个需要继续深 

入探讨的问题 ，即使从学理的角度来讲需要探讨，清楚的概念也是讨论的基础 。以 

下谈我对几个问题的看法 。 

一

、 改革开放后提出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原因 

从历史的发展看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内外环境 的变化 ，中国需要一个超越 

国防政策的更为宏观的概念来规划、管理 和指导中国的安全事务。之所以提出或 

者借用国家安全战略这个概念 ，主要是 因为出现了两个 比较大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从 比较单纯的国防领域或者传统安全领 

域，逐步扩展为综合性的安全问题。中国对国家安全认识的变化，主要是因为改革 

开放带来的环境变化导致仅用国防这个概念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要用新的概念 

才能更准确、更系统、更完整地表达中国规划、管理和指导国家安全事务所依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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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所 以就顺便用了美 国人常用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个概念 ，这也是很正常 

的。在中国，除了国际关系研究者差不多都被美国“培训”过以外，借用这个概念 

也是中国自己发展的需要。对安全认识的变化 ，从防御 国外的入侵和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正逐步扩展为综合安全观。2000年以来，学术界有关综合安全观的研究成 

果，最好和最系统的成果是张蕴岭先生主持的一项课题，这类研究反映了国家安全 

事务发展的客观需要。总的看，改革开放 30年来中国的安全观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传统的概念不够用，但新的概念还没有深入的界定和研究。 

第二个变化是国家安全与政权安全之问的关系变的越来越复杂。这两者本来 

是有区分的，但是现在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 ，尤其是在观念和政策上区分起来很不 

容易。客观情况给国家造成了非常复杂的安全问题 ，包括无论是否同意 ，确实存在 

国家认同、政府、政权认同问题，以及如何界定、区分和在政策上如何解决内部合法 

性问题和外部颠覆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思考和讨论的。 

这两个变化导致需要界定国家安全观念。界定当然是因为新的变化提出一些 

新的问题 ，即中国的安全观念在发生变化。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安全 “泛化”的问 

题 ，即所有的问题只要我们感觉到不安全 ，感觉到恐惧 ，我们就认为是安全问题 ，然 

后被逐步上升到国家安全问题。国家需要设计一个国家安全战略，应该有宏观性 

的指导战略报告，让各个部门能够有所遵循，更自觉的相互协调。但是这个战略应 

该涉及的范围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今天从 回顾历史的角度，也包括结 

合现在需要，做进一步地探讨。 

二、改革开放 3O年国家安全战略的两次变化 

改革开放 30年中国的安全战略经过了两次大的变化 。第一次变化是从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持续到 1985年 ，以 1985年 6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为标志。这次 

变化包括观念上的改变和政策上的变化，还有随后相关政策的论述话语的变化。 

其中有三个比较核心的问题。 

首先，和平和发展的时代问题。这个问题在 1985年 6月军委扩大会前后被明 

确提出，后来载入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的政治报告 中。时代 

问题包括了对战争问题的看法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确认世界规模的战争是可以 

避免的，以及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或者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其次，不再从战略三角的架构来认识中国的对外政策，不再介入到冷战过程 

中，不再从中美苏大三角的结构中认识和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这背后实际上是 

从根本上放弃毛泽东时代反霸统一战线的原则。当时政府的正式表述为中国要坚 

持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第三，国防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考虑轻重缓急。结果就是提出军队要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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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基于以上两个判断。反映在实际行动上就是百万大裁军。裁军在任何国家 

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政府宣布百万大裁军，这是重大的国家安全决策。除了裁军 

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在此不赘述。 

第二次大变化是 在 1985年的变化基础上 ，又出现新 的思考 和争论，然后在 

2002年基本上确定下来。它的起因是 1989年的“六四风波”和苏东剧变。这些事 

件引发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思考，也是对中国国际地位、国际环境的重新判断。从历 

史的角度看，这个争论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六四风波”、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 

导致一些观点的出现，主要是怀疑“时代问题”的判断、怀疑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 

断，延伸到怀疑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判断。当时邓小平几乎是立即提出要冷静观察， 

稳住阵脚 ，不扛旗、不当头、不树敌。这一系列负面表述的核心就是要先冷静观察 ， 

然后再做出判断。 

三、改革开放3O年国家安全的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时代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中国官方的话语系统，即要理解和 

分析“时代问题”。时代的基本潮流到底是什么?一个时代的潮流其实不是由某 

一 个因素决定的，它是几个潮流相互激荡、相互抵消、相互激荡、相互促进才形成了 

时代潮流的发展方向。所谓世界潮流顺之者昌，再进一步讲就是顺之者则安全，逆 

潮流而动就不安全。这是一个基本的经验。合理的国家安全战略应该是也只能是 

建立在对世界性潮流合理评估的基础之上，并无其他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世界地位问题。这个判断准确就会安全，判断不准确至 

少会有很多麻烦 ，自己给 自己找的麻烦 。从建 国 60年的历史经验看 ，无论基于什 

么原因，在中国对自身的世界地位估计最高的时候，是中国最不安全的时候。例 

如，1964年到 1968年，是中国最不安全的时候。中国对其世界地位估计比较低的 

时候，是中国安全环境相对比较好的时候。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其关联性当然 

还是需要证明的。在 中国塑造 自己安全环境 的能力中，合理判断中国世界地位的 

能力曾经起了多大作用，这是需要历史学家认真考虑和论证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的安全战略受国内政治牵动的作用大大超过外部环境的影 

响 ，这是 60年的基本经验，也是 30年的基本经验。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动更多 

的是受国内政治的变化牵动，而不是相反。应该说国家的国家战略决定了安全战 

略，但是安全战略在国家的战略中地位到底如何界定，这也是研究安全战略时必须 

要解决的问题。因为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通常比较关注外部安全问题，对国内的 

其他领域了解相对来说比较少。在国家战略中国家安全战略到底应该放在什么位 

置上，它的影响有多大，以及它应该有多大?这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以后应该继 

续讨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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