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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 

刘 国新 

毛泽东主政新中国长达27年之久。在这 27年间，中国身处极其复杂和严峻 

的国际环境，经历了几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持续的时间上都创 

纪录的局部战争。邓小平 曾讲过 ：“中国的特点是建 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 

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这也印证了新中国国际环境的复杂。毛泽东不但 

对此应付裕如，维护了国家政权的稳固，而且成绩不俗，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是 
一 副不虚张声势 ，敢说敢做的架式 ，一丁点唯唯诺诺都没有，更不会看别人眼色行 

事。这里面如果没有毛泽东一整套关 于国家安全的思想怕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 

的。关于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 ，我想大体上做如下简单梳理 ： 

一

、 国 家 理 论 

这是构成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 。谈到国家 ，毛泽 东的着眼点除了自然 

疆界外 ，这个国家一定要体现在它所选择的具体的国体和政体上，而不是一个抽象 

的概念。毛泽东认为新中国是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 民民主专政理论，一方面强调对敌对势力的专政 ，即维 

持政权稳固性的硬措施、硬手段。毛泽东指出，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 

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 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 

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以及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人民利益的各 

种违法犯罪活动，并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 另一方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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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475页。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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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主专政理论又要求对内、在人 民内部要用民主的方法 、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各 

种矛盾，这些矛盾可能是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不同看法，可能是对若干项政策的 

不同理解，还可能是涉及利益分配问题的不同认识。这些矛盾若处理得不好，就会 

激化，同样要威胁到政权的稳固。如此看来，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研究毛 

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理论和逻辑起点。 

有些研究文章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多多少少对此有所忽略或者只字不提，我不 

认为是恰当的。既然国家一定要体现在其所选择的具体的国体和政体上，那么，国 

体和政体所决定 的社会制度也是绕不开的话题。事实也确实如此，毛泽东总是将 

国家和国家制度联系在一起 。维护 国家的稳 固，就是维护社会 主义制度 的稳 固。 
一 旦社会主义不存在了，那也就是亡党亡国了。所以，社会主义的前途 、社会主义 

制度的巩固也构成毛泽东国家安全思想的重要方面。 

二、国防军事理论 

这也可以归为军事安全思想 ，这是毛泽东 国家安全思想的核心部分。它强调 

的是保卫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和革命成果。细分 

下去，还可分为毛泽东关于建立强大的海军、空军、强大的人民军队；关于积极防御 

的国防战略和首战必胜的军事战略；关于战备问题；关于三线建设；关于武器装备， 

他特别是尖端武器的研制，以及武器和人的关系 ；关于国防沿海建设与内地建设等 

理论。其中，国防科技建设又有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党中央一直把国防科技工 

业建设放在重要地位 。“一五”计划期间，在苏联援建 的 156个大型骨干项 目中， 

航空、兵器、电子、造船等国防工业项目就占41个；“二五”计划期间，国家相继安 

排大型国防工业建设项目44个；“三五”计划期问，在辽阔的三线地区建立了一大 

批国防科研、生产基地。这些项目，在国内具有设备、技术和人才优势，是国防科技 

工业的主体力量。随着国防科技工业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不仅能 

独立 自主地研制生产常规武器装备，而且加快了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技术的发展。 

由于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是非常丰富的理论宝库 ，在世界军事理论中都享有盛誉 ，因 

此 ，研究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必须研究他的军事理论 ，但他 的军事理论未必就等 

于安全思想，二者不能完全划等号。安全思想应该是也只能是其军事理论的一 

部分。 

在毛泽东军事安全 思想中，有一点非 常重要 的，那 就是毛泽东 的核 武器论。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的谈话中，曾做出“原子 

弹是美 国反动派用来吓唬人 的一只纸老虎 ，看样子可 怕 ，实 际上 并不可怕 ”的著 

名论断，这是第一层意思，原子弹不可怕。10年后，1956年 4月，毛泽东在《论 

十大关系》中说到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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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东西 。”。④ 这是第二层意思 ，原子弹不能没有 。毛泽东高瞻远瞩，密切注视着 

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向，同时谋划着我国的对策和部署。1955年，他在党的全 

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 

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 ，钻社会主义改造 ，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 

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964年 10月 16日，中国第一课原子弹爆炸成 

功的当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 

先使用核武器 。同时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 ：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 ，讨论全面 

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 ，即拥有核 

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 

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这是第 

三层意思，中国不首先使用原子弹。第一是不怕；第二是要有；第三是有了也不首 

先使用。这三条构成毛泽东的核武器论，或者用国际上的流行说法，叫做核威慑 

论。中国在20世纪6O年代成为核国家，现在看来它的意义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把加强国防建设，研究发展尖端武器装备，看作关系国家安危 

和国际地位的大事。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 

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 ，也是一个 民族 、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2) 

笔者将毛泽东的这一理论称之为防御性核政策，毛泽东的核理论与美国等国 

的核威慑理论的区别是极其明显的。因为无论是在 2O世纪 60年代还是在当代 ， 

美国等国家的核威慑是咄咄逼人的，中国则是防御性的。鉴于核武器不同于任何 

其他武器，一次性摧毁就是致命的。所以在 当初 中国并不具备二次打击能力的时 

候，如何最大效能地发挥核武器的安全保障作用，是研究毛泽东安全思想时值得关 

注的一个问题。 

三、国际战略理论 

这也可以归结为外交安全思想 ，即通过在国际上纵横捭阖，实现中国的国家安 

全。这涉及到毛泽东对国际大势的判断，即常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涉及到中国怎 

样在相对严峻的环境下左突右奔，③用毛泽东的话，叫做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有利 

的国际环境，用中国式的政治学术语叫做如何建立一个广泛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 

① 《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7页。 

②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79页。 

③ 邓小平在90年代初曾讲过：“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 

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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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有了“一边倒”、“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理论。这三个外交理论体现了不 

同的时代特征及毛泽东应对国家局势的大战略。 
“

一 边倒”表明在两个阵营对立的情况下，新中国“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 

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线一方面去找。①这个战略，为新中国赢得了外交承 

认和尽可能的国际援助，“一五”计划的制定和成功实施就得益于此，新中国也由 

此获得了国家安全的外部条件。 

“中间地带”理论是基于 20世 纪五六十年代 民族解放运动风起 云涌世界形 

势。在这个战略指导下 ，中国坚定地支持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事业 ，并为之提供物 

质和道义上的双重援助。对于冲破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取得 

一 定的收效。“广交朋友”的政策②确实为新中国带来新朋友，尽管这些朋友都比 

较穷，比较小。但正是这些朋友为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恢复在 

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属于中国最大的国家安全利益。 

“三个世界”理论是毛泽东在 2O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中日建交的大 

背景下提出的，附带的背景是中苏关系恶化。其主旨是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 

的政治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其核心是反对霸权主义。这时，毛 

泽东已经不再是从一般意义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 

侵略政策。对于并不侵略别国，但仍与一些国家维持着经济上的宗主关系的国家 

不再称之为帝国主义，把它们视为西方发达国家，划入第二世界，区别于美苏两个 

超级大国。这有助于促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形成 。 

对于美苏两霸，毛泽东也逐渐有所区别。中共九大以后，中国政府的正式文件 

和宣传报道中，不再提美苏“争夺”，而是重点揭露它们之间的“勾结”，特别是其共 

同反华的行径。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和中日建交联合声明中都加入反对霸权主 

义的内容 ，实际上是向世界表示 ，中国利用美 苏矛盾打开 中美关 系大 门，共同反对 

苏联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 

与反霸权主义相对应的是毛泽东提出中国永远不称霸。在毛泽东看来称霸不 

称霸的界限不在于国家强大不强大 ，而在于是否侵犯或破坏别国的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中国现在不称霸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强大起来，即使将来强大了，也仍然不 

称霸。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不仅追求国家的强盛，“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也得算 

数”，而且要让人家感到“可亲”，要让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上维持和平的重要力量。 

反霸和不称霸构成毛泽东关于霸权主义的思想，评价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 
一 定要结合这一思想去谈才会更全面、更准确。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475页。 

② 当时的口号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句话虽然多少有些夸大，但至少表明我们的主观愿望是要 

结交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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