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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

李鼎文

2012-08-27 14:12:07   来源：《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海军发展战略是策划和指导海军建设与发展的方略。它从属并服务于国家军事战略，规定了海军建设与发展的方向，是

海军建设与发展的根本依据。  

  民主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开创了中国人民海军事业。他在以后的26年中，一直关心海军事业的发展，推动着海军建设的

前进。毛泽东在指导海军创立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关于海军的作用、地位、性质、目标、任务、道路等完整的思想

体系——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建军思想在海军的运用与发展。其基本点是：为了巩固国

防，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人民海军是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战略军种；它的基本使命是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维护海洋权益，抵御和慑止来自海上的侵略；这支海军是防御性的，需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建成。在毛

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不断壮大，今天已经成为一支各兵种齐全、人员素质较好、组织体制较为

合理的近海防御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认真学习与研究并创造性的运用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对于加强海军建设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一、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形成的背景  

  任何一个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背景。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诞生、形成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这个特定

的时期与国度绝非偶然。  

  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是在总结了中华民族百年来海防兴衰的经验教训，以及30年来的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有

着久远的历史背景。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它们凭借着大舰巨炮，从海上方向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长驱直入，迫使清

廷割地赔款，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略者们走着一条共同的道路——从海

上方向入侵我国。无数事实说明，海防的强盛与空虚，影响着国家的安危。而海军则是海防斗争的基本力量。因此，早在鸦片战

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一批有识之士就极力主张建立水师，加强海防，但由于清廷腐败而成泡影。在人民革命战争中，由于敌

强我弱，海洋总是在敌人控制之下，为敌所用。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军从海上运送部队在我国的沿海地区登陆，配合地面进

攻，后又经由海道把我国资源劫运本土。解放战争前夕，美蒋军队通过海运向东北增兵，迅速调整了战略部署；战争后期，又通

过海运撤退部队，踞守台湾。毛泽东在对历史沉思的基础上，认识到海防与海军的重要。解放战争后期与建国初期，他多次提到

中国近代海防，用血与泪、仇与恨的史实教育干部、战士、要牢记历史的教训，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以免屈辱黑暗

的历史重演。他以史为鉴，继承了前人的先进的海防思想，形成新的海防观，为其海军发展战略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

础。  

  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产生于共和国诞生前夕，与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紧密相联，有其现实的政治背景。1949年1月，解

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胜利结束，标志着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军面临着实施战略追击、向全国进军的任务。当时国

民党军队为形势所迫，实行战略大撤退，倚仗海空优势，退守台湾及沿海岛屿。企图以台湾为基地，以金马等岛为前哨，封锁航



道，袭扰窜犯，伺机反攻。同时，新生的的人民共和国又面临着帝国主义来自海上方向的武装干涉的威胁。这说明，夺取全国胜

利，必须跨越海洋；防止外来威胁，必须面向海洋。我军所面临的海洋战略形势正呼唤着一个能在海上执行作战任务和保障任务

的军种的产生，因而也要求有一个明确的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指导海军的创建，使之能担负起统一祖国，保卫海防，维护祖国海洋

权益的神圣使命。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实现了建立海军的第一个战略步骤，组建了新中国的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

区海军。  

  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又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建设时期、我军由单一步兵向建设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的背景下产生

的。革命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后，党中央着力于建设陆、海、空诸军兵种齐全的合成军队，标志着我军进入一个新的建设时期。毛

泽东一贯重视技术军兵种的建设。在革命战争年代，边打边建，逐步建立起炮兵、工兵、通信兵、装甲兵、航空兵等部队。由于

海军的组建受制于海岸、港口的获得和装备的来源。至1949年初，鉴于组建海军的条件逐渐具备，同年1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

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中指出：“1949 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

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①。这一决定是创立人民海军事业的开端，表明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已经关注到海上武装力量的筹

划。海军是合成军队不可缺少的军种，有独特的活动空间和不可取代的功能，在新的建军时期占有重要地位。从单一步兵发展到

诸兵种合成的陆军，再从单一陆军发展到陆海空三军合成军队，是我军进入新的建设时期为了提高综合作战能力的必然结果。而

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作为我军新的建设阶段建军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建设合成军队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亲自领导了人民海军建设事业。他的海军发展战略思想反映在他所起草的决议、批示、谈话、题词等活动中，也反映

在海军建设实践活动中。其主要内容有：  

  1.科学地确定海军的作用地位，规定海军的编制等级为战略军种  

  海军的作用地位是海军发展战略思想中的首要问题。只有科学地确定海军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在军队编成中的地位，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海军的使命、规模、能力、投入、建设速度、组织体制、指挥关系、兵力结构等重大问题。毛泽东抓住这个关键，

首先予以解决。1949年10月他指出：有海就要有海军。过去我国有海无防，受人欺负，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负

了。海军一定要搞，没有海军不行。上述谈话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海军作用地位的认识。  

  毛泽东认为，海上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需要海军的维护与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海上安全形势十分严峻，海军的

组建关系着国家的统一与安危，是海上安全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认为，我军只有一个强大的陆军不是真正的

强大，必须三军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他从国家军事战略的高度明确了海军的作用地位。  

  海军组建之初，急迫地需要回答海军领导机关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是一个军种指挥机关、一个战略决策机构？还是一个

兵种业务部门、总参谋部的一个业务机构？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确定：“海军应该是一个战略决策机构，是一个军种，应单独

成立司令部。”②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使海军的编制体制与所担负的使命任务相适应，既可在海上方向配合陆、空军遂行战役战斗

任务，也可独立地开辟海战场，与陆战场进行战略配合，或在海上独立地进行局部战争，完成战略任务。这对海军的发展不仅奠

定了科学的基础，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把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作为海军发展目标  

  海军建设目标是海军建设的基本依据。正确地确定建设目标，可以指明奋斗方向，鼓舞斗志，是海军建设宏观控制的首要要

素。  

  毛泽东关于海军建设目标的指导思想之一是，要有先进的目标、长远的目标，以长远的目标激励几代人去为之奋斗。他多次

提出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早在1949年8月28日，他在接见华东军区海军同志时就指出：新老海军要团结，互相学习，共同为



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又庄严宣布：“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

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③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海军舰艇部队，五次为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

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④同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可见，建设

一支强大的海军，是毛泽东为海军制定的长远奋斗目标。所谓“强大”按照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是指具有完成统一祖国大业、保

卫海防、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能力。建设强大海军的目标，是保卫祖国海洋的需要，是国际斗争形势的要求，是抵御外来侵略的

需要，是历史经验的总结。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从武汉航行至南京。航行中，他一再谆谆教导海军指战员说，我们的海岸

线这么长，需要强大的海军；现在太平洋不太平，需要建设强大的海军；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多是从海上来的，需要建设强

大的海军。  

  毛泽东关于海军建设目标的指导思想之二是，长远目标必须与现实相结合。毛泽东估计到，建设强大海军非一日之功，要经

过长期奋斗方能达到。而长远目标，必须通过现实的、短期的奋斗目标，一步步地才能实现。长远和现实互相衔接，密不可分。

长远目标指明未来，现实目标指导当前，只有把两者科学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有力的指导。  

  3.在海军的功能上创立了威慑的概念  

  毛泽东军事思想认为，人民军队的功能有三，即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对不同时期、不同部队，可能有所侧重，但就总

体来说，战斗功能是基本的，工作功能是普遍的，生产功能是重要的。根据这一思想，毛泽东为海军规定了三条使命，即肃清海

匪搔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统一全部国土；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这三条使命体现了海军在相当时期内的战斗功

能。同时，海军还一直发挥着工作队、生产队的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又为海军规定了新的功能。1975年

5月3日，他在接见海军主要负责同志时说：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从而开创了使用我国海军进行威慑的概念。  

  “使敌人怕”就是现代威慑思想在海军的运用。对我军来说，这种威慑是防御性的，就是使敌人不敢对我轻易发动战争，不

敢轻易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通过海军威慑而达到预期目的方式无疑是一种最佳的战略选择。  

  毛泽东运用海军进行威慑的思想是以海军的综合实力作基础。“使敌人怕”前提条件是从各个方面加强海军建设，把海军搞

好。没有坚强的实力，敌人无惧于我，要想威慑遏止敌人只能是一厢情愿。毛泽东运用海军进行威慑的思想与他一贯主张的建设

强大海军思想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只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才具有有效的威慑能力。海军要具有威慑的功能必须建立在强大的物质力

量和精神力量基础之上。  

  毛泽东高瞻远瞩，他致力加强海军建设，提高海军威慑能力的思想是根据海军作为战略军种的特点提出来的。海军具有高度

的机动力、续航力、现代武器运载力和探测手段，拥有在海面、水下、空中和陆上战场作战的能力。特别是装备了战略核武器以

后，海军的威慑能力和威慑效应，将会得到显著的提高，从而成为国家核威慑的主要支柱之一。  

  时至今日，威慑的思想对海军来说更加重要。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抓紧机遇发展经济，希望有一个稳定安全的国际国内环

境，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从主观愿望来说，我们不想打仗。为维护国家的利益，避免战争爆发，发挥军

事威慑的作用乃是最理想的的选择。这是毛泽东早在20年前就倡导的，今天我们仍应遵循这一正确的战略指导原则。  

  4.在海军的性质上主张建设一支防御性的海军  

  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一贯认为，我国的海军性质是防御性的，是为了保卫海防、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而建设海军，

为了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和海洋权益而建设海军。我国海军不谋求海外的军事基地，不在海外驻屯舰队，不搞如同霸权主义的全球

型的进攻活动。这是基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没有侵略别国的意

图。这一思想贯彻于海军建设的始终，规定着海军建设的目标、规模、兵力构成、活动范围、作战思想。  

  防御性的海军要有效地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必须具有现代作战能力和有效作战手段。人民海军是防御性海军与强大海军两者



的统一体。“防御”表明海军的性质，“强大”表明海军的力量。为了赢得未来高技术条件下海上局部战争的胜利，在服从服务

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前提下，加强海军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建设，提高我国海军的作战能力，绝不影响我国海军的防御性质。  

  最近一个时期内，国外一些舆论大肆渲染中国海军的扩张和威胁。他们声称原苏联和美国的海军力量正在撤出南中国海，放

弃使用菲律宾和越南的海军基地；中国海军正在扩充实力，要填补由于美、俄收缩撤离而出现的真空。他们制造这种舆论的真实

目的无非是企图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损害中国的形象。事实上，中国从不牟取霸权，在处理海上争端中的态度人所共

知。中国政府坚持主权的原则，为了维护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一再重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海军始终遵循毛泽东规

定的防御性质建设海军。  

  5.在建设海军的道路上强调依据国力，有计划地逐步发展  

  海军是一个技术密集的军种，是现代工业技术的缩影。现代海军装备的建造周期长，经费投入大，有赖于国家的财政支持。

海军装备的使用管理、维护修理复杂，有赖于文化技术水平较高的人员掌握操纵。海军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庞大的系统工程。国家

的经济技术水平决定着海军的发展规模和水平。正是基于这一客观规律，毛泽东的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指出：“必须要在一个较长

时期内，根据工业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⑤。这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的，考虑到我国经济

技术不发达，财政不富裕，所作出的正确选择。  

  按照毛泽东所指引的方向，中国海军建设应该走自己的路，制定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海军的方针、原则与步骤。  

  海军建设应该实行有重点按比例、均衡发展的方针。在科学确定海军的作用地位、长远目标、性质之后，首先应该从国际国

内情况出发，从我军全局出发，规划海军的各个时期的目标、任务、规模、构成等问题，使海军建设纳入宏观正确的轨道。其次

是处理好海军各兵种之间、战斗部队与保障部队、部队与机关院校之间的关系。再次，是处理好各兵种内部各舰种、艇种、机种

之间的关系。通过以上均衡，使它们共居一体，协调发展，取得整体效益和综合作战能力。当然，均衡不是平均，均衡是以能否

完成国家所赋予的战略任务为标准。均衡也没有固定的模式，不能照搬照抄外国，不能按照某一国家的均衡标准来建设自己的海

军。只能根据本国海军的战略任务以及各种条件，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均衡道路。  

  为了贯彻执行海军建设方针，还需制定一系列原则，以进一步支持方针的顺利运行。海军建设在实践中贯彻了下述原则：一

是继承传统的原则。就是继承我军的光荣传统，发扬我军的优良作风。二是量力而行、积极行动的原则。就是既要考虑海军建设

的需要，也要考虑现实的可能，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把计划建筑在稳妥的基础上，在现有的条件下争取最佳结果。三

是自力更生、适当引进的原则。武器装备的来源以自研、自造、自修为主，不断提高研制水平与能力，促进造船工业及其它配套

工业的发展。为了解决急需，迅速提高战斗力，以及为了借鉴吸收外国的技术，可以适当引进。四是保障重点的原则。就是突出

解决能够增强现代战斗能力的那部分兵力，在资金、技术、人力上给以倾斜。  

  海军建设既然是一项复杂的、庞大的工程，就要有一个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是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才能达到的宏伟

事业。实践证明，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海军，每一步的时间既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大约以一代装备的全程发展时间为尺度。 

  6.高度重视海军建设事业，把海军建设提到党和政府的最高议事日程，矢志不移  

  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后，始终居于党的最高领导岗位，日理万机。海军问题只不过是诸多国家大事中的一桩，难能可贵的是他

始终关心着海军建设，为海军建设运筹帷幄，呕心沥血。  

  毛泽东对海军事业坚定不移。他在题词和谈话中多次使用了“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的词。“一定要”的字里行间充满了

决心、毅力和希望，代表了中国人民在获得解放以后走向海洋的意志。核潜艇是当代高新技术的缩影，是舰艇推进动力革命的产

物，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大国地位的象征。我国是个发展中的国家，在三十年前决心建造核潜艇谈何容易。毛泽东以卓越的胆



识和超人的毅力，庄严地宣告：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在他的倡导和决心下，全国各省市、各部门通力合作，我国的第一艘

核潜艇终于在1974年下水，实现了他的夙愿。最为难得的是，在毛泽东一生的最后岁月，他仍关怀着海军建设事业，为海军的发

展鞠躬尽瘁。1975年5月，他指示：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听取了海军领导同志的汇报后，在海军发展规划上批示：努力奋

斗，十年达到目标。一年后，他离开了人间，离开了他一贯关心的海军事业，上述批示成了他对全党、全国、全军关于海军建设

的最后嘱托。  

  由以上几个主要方面所构成的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有着内在的联系，密不可分，科学地揭示出

人民海军发展应遵循的规律。只有全面地、透彻地理解它，才能增强贯彻的自觉性。  

  三、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的特征与指导作用  

  1.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的特征  

  从形成的大环境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毛泽东是一位伟人，他观察问题站得比一般人更高，视野更广阔。建设海军问

题，不仅是国内斗争的需要，也是国际斗争的需要。毛泽东一贯认为，当代影响世界事务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帝国主义的存在。帝

国主义者推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在全球到处插手，干涉别国事务，企图奴役与掠夺第三世界各国，消灭社会主义。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后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从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在我国的近邻打了两场大规模局部战争—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的。无情的战争事实向我们宣告：帝国主义国家是战争的主要

策源地。帝国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反对帝国主义是时代的使命。帝国主义者们拥有现代化的、强大的海军，以此控制海洋，投送

兵力，实施军事干涉和侵略。正如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就是欺负我们没有海军。100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

国，大都是从海上来的。我国没有海军将造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极大困难。不仅百年耻辱不得昭雪，新的威胁也无力消除。为了反

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它反映了毛泽东把海军的建设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得何等紧密，思考是

何等深远。而今，两极体制的国际战略格局已经结束，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帝国主义变本加厉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国来

自海上方向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这一严酷事实进一步证明毛泽东关于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海军的论断

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从思想体系来说，具有扩展和延伸的特征。新组建的人民海军从开始就忠实地贯彻和落实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以毛泽东关于

建设人民军队的理论作指导。海军坚持了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实行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

分工负责制，坚持军政双首长制，坚持政治工作制度。从而保证了把海军建成真正的人民军队，成为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

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的海上长城。不仅如此，在海军建设实践中产生了许多新的经验和理论。在海上军事斗争中，海军也坚持

了人民战争的理论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贯彻执行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坚持一系列行之效的作战原则。针对新的问题，提

出了新的理论，进行了新的实践。通过这一伟大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特别是对两个突出的重要的战略问题，毛

泽东给予了科学的、及时的回答：一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人民共和国以后，海上安全问题应该摆在什么地位，采取什么对

策；二是在我军处于新的建设时期，海军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建设什么样的海军，怎样建设这支海军。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

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开辟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新领域。因此，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显然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的扩展和延伸。  

  从工作指导来看，具有很强的现实特征。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在指导海军发展建设的过程中，面对现实，着重于处理好

四个关系。一是我军共性与海军个性的关系。人民海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继承我军的优良传统是海军全体官兵的天

职。然而海军有自己的作战环境、作战对象和武器装备，必须将我军的共性与海军的个性统一起来。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所

确定的海军组织体制、编制装备、后勤供应、工作方法，既充分反映了我军的共性，又反映了海军的特殊性。二是远期目标与近

期目标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海军建设的远期目标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但远期目标是逐步达成的，是近期建设目标不断升级

的结果。近期目标正是为实现远期目标所确定的现实步骤。三是国家发展水平与海军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海军建

设是一项耗资大、技术高、周期长、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依赖于国家的财政状况、科技水平、工业能力、外汇盈余。国家的强

大是海军建设事业的后盾和物质基础，只有强大的国家实力，才能支撑建设强大的海军，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始终紧密联系



这个现实。四是引进外国先进经验、技术装备与自力更生的关系。毛泽东一贯主张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也倡导要引进外

国先进技术与经验，反映在海军建设上也是如此。建国初期，由于我国缺乏建设海军的经验，在坚持以我为主的同时，认真汲取

了原苏联以及其他国家海军的经验，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鉴于我国造船工业基础薄弱，为了迅速形成战斗力，在50年代曾引

进了一批海军装备，从而促进了海军的发展。  

  2.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纪元的开始，也催动着新的海洋观、海防观的诞生。毛泽东以他一代伟人的雄才大略，创

始了新的海洋观和新的海防事业。  

  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把海军事业视为关系到民族荣辱兴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海洋意识，增强了

中国人民的海防观念，突破了我国历史上重陆轻海的思想。他把海军建设与我军的历史使命甚至国家的根本职能联系起来，表明

没有强大海军的军队不是一支真正强大的军队，没有强大海军的国家，不是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今天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

期，海洋和海军与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更加血肉相连，息息相关。毛泽东关心海军建设的伟大思想和实践是全党的光辉典范，

这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值得我们代代吸取，永世铭记。  

  毛泽东的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把海军建设视为建立陆、海、空三军成合军队的大事，把我军的建设推向高级阶段，突破了单一

陆军的思想。我军诞生于战争年代，边打边建。先从发展简单的步兵开始，以后随着斗争的需要和条件的改善，逐步建立起陆军

诸兵种，形成了强大的陆军。全国胜利后，有了国家的统一政权，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建军任务。单一陆军已不能适应新形势

的要求，要求把建军事业推向高级阶段，建设陆、海、空齐全的合成军队。1949年3月24日，他在给“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

的复电中指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⑥。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正

是适应了形势发展的要求，将我军的建设目标从一个强大，发展到三个强大。使我军增添了一个执行着其他军种所不能替代的任

务的新生军种，从而使我军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在三军协调发展的总意图下，重视、合理安排海军的发展。这是毛泽东留给我

们的又一份宝贵思想财富，他启示我们：“海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大国防的支柱之一，而今，海上仍是一

个多事的方向，来自海上的威胁更加突出，祖国统一，领土主权、海洋权益都面临新的挑战。在积极推进国防建设，实现我军革

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事业中，海军必须继续得到应有的发展。  

  毛泽东的海军发展战略思想为海军建设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解决了海军建设中的重大问题。40多年来，海军建设一直在

毛泽东开创的航道上前进，贯彻了他所制定的建设目标、任务、步骤、方针、原则，使海军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一支诸兵种齐

全配套、具有一定现代战斗能力的近海防御的轻型海上力量已经初步建设起来。在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执行了解放沿海敌占

岛屿，肃清海匪骚扰，打击入侵之敌任务，以及护航护渔、侦察巡逻、科学实验、海洋考察、抢险救灾、支援邻国等任务。使我

国的国防事业有海有防，并为以后的海军建设事业创造了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与发展  

  邓小平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发展，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邓小平在指导全军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十分关心海军建设，在70年代末拨乱反正的艰难时期，他对海军发展建设工作，作了

数次重要指示，形成了新的历史时期海军建设的总方针，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海军发展战略思想  

  邓小平重申了建设强大海军的思想，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新的要求。1979年8月2日，邓小平为海军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

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⑦。这一题词继承了毛泽东建设强大海军的思想。对于什么是强大，他曾几次作过解释。所谓强大就

是要有现代战斗能力，要顶用，要精。也就是人员要精干，装备要精良，要真正现代化的东西。组织编制要合理科学。要减少数

量，提高质量。他的一系列指示，继往开来，把毛泽东关于建立强大海军的思想加以深化。  



  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建设一支防御性的海军。他在几次谈话中都指出：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20年后也是战略防御。包括核

潜艇也是战略防御武器。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这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基本的国策。因为即使在我国实现

了现代化，物质基础相当雄厚，国力有了根本的提高，发展海军的条件根本改观，防御的性质也不会改变。邓小平关于防御性海

军的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一脉相承，而且强调得更加突出。  

  邓小平还多次指示海军：我们的战略是近海作战。我们的海军是近海作战。这一海军作战范围的划定适应了目前我国面临的

态势，适合我国海军的现状和海防的需要。近海海域掩护着我国东部沿海的重要工农业集中的黄金海岸，也掩护着港口、基地和

岛屿的安全。近海是我国近岸航线的集中区，也是远洋航线的起止点。近海海域分布着我国的管辖海域。近海是我国国土防御的

前哨，对保卫大陆安全、保卫海洋权益有重要战略意义。  

  五、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的贯彻落实  

  毛泽东为海军建设制定了系统的指导思想，是海军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44年来，海军党委和海军首长在建设海军的实践活

动中贯彻落实这些指示。以后并贯彻落实邓小平对海军的指示，使新时期的海军建设不断前进。  

  在海军初建的艰难年代，建设工作白手起家，艰苦创业。1950 年8月，海军召开了建设史上第一个重要的会议——建军会

议。会议制定了海军建设的具体实施方针，这就是：“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能力

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⑧这个方针以毛泽东关于建设强大海军的指示为远景目标，以国家的财政、科技、工业现状

为现实依据，以海军的现状为起点，贯彻落实了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海军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规

模不断发展，结构日趋合理，装备逐步完善，人才大量涌现。  

  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的转变以后，海军党委对邓小平的新时期建军思想、特别是“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思想在海

军建设上和作战指导上全力予以贯彻落实。在海军建设目标上提出：到本世纪末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建设一支精干顶用的、具

有现代战斗能力的人民海军。即达到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的要

求。与些同时提出了海军建设方针是：有重点按比例、均衡地发展。在作战指导上、教育训练上、编制体制上，全面贯彻落实邓

小平新时期的军队建设思想，使海军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我军的建设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根本指导。当前，

人民海军已经进入加强质量建设的重要时期，海军广大指战员决心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加强

对海上方向安全环境的研究，把握海军建设方向，搞好海军的全面建设，沿着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思想指引的航向，乘风破浪，

继续前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  

  【注释】  

  ①《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30页。 

  ②《肖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页。 

  ④⑥⑦⑧《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第38页，第709页，第41页。 

  ⑤《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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