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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Decision-making and Preparations for Enemy Surprise Attack in Early 1960s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
中国防敌突然袭击的决策与准备

□ 杨贵华

摘要: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共中央作出防敌突然袭击的重大决策，并指导进行了初步准备。随
着中国面临的战争威胁加剧，防敌突然袭击准备扩展到国民经济战略布局和建设的各个方面。同时，
加速原子弹、导弹的研制，使中国具备了核、导弹反击能力。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领导全国进行的准
备意义重大: 抓住了时代机遇; 打破了帝国主义核威胁; 产生了强大的战略威慑作用; 引导全国人
民树立了准备打核、导弹条件下现代战争和全民战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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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进行反侵略战争特别防敌突然袭击准备

的重大决策。此后，随着中国安全环境的不断恶化和战争威胁的加剧，防备敌人突然袭击

的准备，发展成为六七十年代全国全面战备行动。

一、世界军事进入核、导弹时代，中国领导人适时作出防敌人突然袭击的重要决策

1945 年 7 月 16 日凌晨，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空军基地，地球上升起第一朵蘑菇

云，原子弹正式诞生。8 月 6 日和 9 日，美国以 2 架 B － 29 轰炸机各携带 1 枚原子弹投向日

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正式投入战争。原子弹的巨大杀伤破坏力，使发达的世界大国竞相

投入巨资发展核武器。20 世纪 50 年代末，世界进入核、导弹时代。至 60 年代初，美国各

种当量核弹头达数千枚，发射器 ( 含战略轰炸机) 多达 2000 架; 苏联弹头数近千枚，发

射器 370 多架。
来自帝国主义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伴随着核、导弹武器的不断发展频频指向中

国。据美国部分解密档案披露: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多次考虑对中国使用

原子弹。1953 年初，刚刚接任总统的艾森豪威尔下令把原子弹运到日本冲绳。1955 年人民

解放军实施一江山岛战役时，美国国会正式授权总统必要时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3 月 10
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国会上说，将考虑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对付

中国大陆机场。1958 年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时，美国国务院又一次作出使用核武器的反

应，表示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表示赞同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致使艾森

豪威尔紧急召见杜勒斯，就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进行讨论。他顾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会引

起国内及全世界的恐慌，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最后没有下此决心。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持和武装下，企图“反攻大陆”。美国不

仅为其装备了先进的飞机、舰艇，而且将导弹武器运往台湾。1957 年开始，美国在台湾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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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可起降 B － 52 战略轰炸机的大型机场; 同年，

美国“斗牛士”导弹部队进驻台湾，这种导弹既

可携带常规弹头，又可携带核弹头。美国太平洋

舰队装备了潜射导弹，游弋在太平洋上协台威胁、
封锁中国大陆。

中共中央领导人密切关注核、导弹武器发展

动向。1959 年 10 月，中央军委成立战略研究小

组，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战争方式等进行研究，于 1960 年 1 月向中共中央

提出 了 “防 止 敌 人 突 然 袭 击 问 题 研 究”报 告。
1959 年 12 月 17 日，总参谋部召开会议，部署防

范敌人突然袭击问题。指出: 帝国主义在未来战

争中，必将首先使用原子、导弹等新式武器，向

对方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重要工矿、军事

工业、交通枢纽、主要后方基地等战略目标，实

施集中的、连续的突击，企图陷中国于混乱和瘫

痪状态，为尔后实施进攻创造条件。因此，对于

敌人这种战略思想和手段，必须加以充分的研究

和防范。这次会议，还对首脑机关和重要目标防

护工程建设提出了要求。①

1960 年 10 月，中央军委强调: 在未来战争

中，敌人实行战略性的突然袭击，特别是从空中

来的、大规模的突然袭击，在现代条件下是大大

地增加了; 中国不仅对于敌人的原子弹、导弹、
化学、细菌武器的突然袭击要有充分的准备，同

时也要考虑到敌人在纵深地区实行战略空降的可

能性。1961 年 8 月 12 日，总参谋部下达《关于加

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工作的规定》，要求全军认真

研究敌突然袭击情况和防敌突然袭击的措施，掌

握敌情动态。9 月 12 日，总参谋部 “防止敌人突

然袭击 工 作 小 组”成 立; 随 即 各 军 区、军 兵 种

“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工作小组”相继成立。自此，

中央军委开始组织全军乃至全国，进行全面的防

敌突然袭击的各项准备。

二、中国对防敌突然袭击的指导: 在加强各

项防护准备同时，加紧研制原子、导弹武器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 部 署，各 军 区、
各军兵种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工作领导小组，抓紧

制定防敌突袭方案，进行防护准备。一是加强防

突然袭击演习。全军加强防敌陆上、海上、空中

袭击三种样式的研究和演练。1961 年，各军区和

军兵种组织进行了核、化条件下军事演习，防空

袭、防空降演习，防导弹等突袭兵器演习; 组织

实施城市防空袭和紧急疏散演习。二是加强重点

目标、主要作战方向和首脑机关指挥防护工程建

设。1960 年，中央军委提出 “北重于南，岛重于

岸，抓两头 ( 海岛和前沿第一线，以及纵深的首

脑机关、重工业城市、交通枢纽等) 准备中间，

防原子、导弹、化学重于一般”的设防及工程建

设原则。② 计划 1963 年前在 28 个省、市修建就地

防护隐蔽部 267 个。这一工程，是其后全国大规

模挖洞工程的前奏。三是建立和加强各级人防组

织。20 世纪 60 年代初，根据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

要求，各大军区、各省、地级军事机关与各级政

府有关部门，充实加强人防机构。1965 年 4 月，

中央人防委员会成立，各级相继成立人民防空委

员会和办公室。同时，充分认识到，要想有效地

应对核、导弹武器和远程空袭兵器袭击的威胁，

制止核战争，必须自己具备强有力的核、导弹反

击能力。毛泽东在 1958 年 6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上指出，原子弹 “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

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在今天的世界上，我

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64
年 7 月，毛泽东又说，“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

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准备好了，敌人要来

也好办”。③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50 年代中期，中国果断

作出研制发展导弹和原子弹的决策。到 50 年代末

期，导弹、原子弹研制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核和

导弹研制基地、试验基地、研究机构和科学家研

究队伍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 60 年代初因中

苏关系破裂外援中断，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遭受

严重困难的艰难时刻，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有力

措施: 成立以周恩来总理任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

会，提出“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奋

勇前进”的发展方针，确定 “两弹为主，导弹第

一”发展重点，集中力量，保证国防科研的顺利

进行。
在中国核、导弹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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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 5 卷，206 页，北

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 5 卷，207 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243 ～ 244 页，北

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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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1963 年 8 月 5 日，美、苏、英三国签署了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

条约》。对此，周恩来尖锐指出: “几个大国垄断

核武器。大气层核试验本来就已经停止了，因为

全世界人民都反对，事实上他们已经不需要大气

层核试验了。为什么? 因为主要的资料它们已得

到了。除此以外，其他的在三国条约中统统保留。
也就是说，允许使用核武器，允许地下核试验，

允许继续生产，允许大量储存，允许向外输送扩

散，允许美国把制造核武器的资料给它的盟国和

受它控制的国家。”“这就等于凡是签了字的国家

都受条约束缚，这就等于凡是签了字的爱好和平

的国家，都没有拥有核武器的权利，但仍要遭受

核讹诈和被核武器毁灭的危险。”① 中国一贯主张

和赞成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1958 年 2 月

28 日，毛泽东在同苏联大使尤金谈话时指出: 裁

军问题和禁止原子武器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因

为不能设想打起原子战争来会有什么结果。② 同

时，中国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 要打破核威胁，

就必须具备强有力的“核反击”能力。至 60 年代

中期，中国核、导弹研制捷报频传: 1964 年 10 月

16 日，第 一 颗 原 子 弹 爆 炸 试 验 成 功; 1965 年 4
月，中近程地地导弹研制成功，5 月 14 日飞机载

核弹投掷试验爆炸成功; 1966 年 10 月 27 日，导

弹核武器发射试验成功; 1967 年 5 月 26 日，中程

地地导弹发射成功，6 月 17 日，第一颗氢弹爆炸

成功; 1966 年 7 月 1 日，担负核反击任务的部队

———第二炮兵宣告成立。这些都表明，中国具备

了核、导弹反击能力，有利于打破帝国主义核恫

吓，慑止其对中国实施突然袭击。

三、战争威胁加剧，防备敌人核、导弹及远

程空袭兵器突然袭击准备，成为六七十年代全国

全面战备的重大标志性行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中国直接感受到战争威

胁不断加剧: 1961 年美国在越南实施特种战争后，

于 1964 年 8 月发动了以南打、北炸为特征的越南

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国土边缘; 美国加大对台

湾的军事援助，支持国民党军对中国大陆的空中、
海上、陆上窜犯袭扰活动。中共中央在以主要精

力关注和应付东部和南部军事威胁的同时，来自

北部的安全压力也在逐步增大。1965 年 1 月，中

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指出:

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

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
我们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
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
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

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

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

战。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小

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③ 并坚持把防

备敌人核、导弹等远程空袭兵器的突然袭击作为

战争准备的重中之重。
随着安全形势的发展，防突袭准备的深入，

把防护准备由军事上扩展到国家经济建设方方面

面。早在 1961 年初及在 6 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

强调: 根据对于未来战争中敌人对我实行战略性

的突然袭击，特别是从空中来的包括原子、导弹、
化学、细菌武器和战略空降等的突然袭击的估计，

对于我国国防工业的布局，对于战略和战役的后

方基地 ( 包括各种仓库和医院位置) 的选定，对

于国民经济中厂、矿建设的布局，交通线路的选

定，以及坚持 “山、散”原则的要求等，应进行

统一的规划和安排，其中属于政府部门的应向政

府有关部门提出必要的建议。1964 年 4 月 25 日，

总参谋部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呈报了 《关于国

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提

出: 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

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的问题是很多的，

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主要是: 工业过于集中;

大城市人口多; 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

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

然袭击的措施; 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
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

的可能 情 况，研 究 采 取 一 些 切 实 可 行 的 积 极 措

施。④ 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立即组成由李

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的专案组，

对国家工业布局、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突然袭击

问题，进行深入调研。8 月 9 日，该专案组向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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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4 卷，480 页，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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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提交了调研情况报告，认为情况和问题更加

严重，特别是工业过于集中于沿海地区，一旦遭

受敌国突然袭击，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和中共

中央经过认真研究，做出了进行大、小三线建设

的重大决策。
根据毛泽东要吸取斯大林 “一不做工事，二

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的教训的指示，中

共中央决定进行全国性的大、小三线建设，改变

国民经济战略布局，增强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潜力，

支撑前方武器装备、弹药生产需要，保证国家经

济命脉、工业基地不因敌方突然袭击遭受毁灭性

破坏，保证国家基本的工业和经济运转。三线建

设在云、贵、川铁路公路建设，能源基地、钢铁

基地、化工基地、航空航天和兵器工业基地等建

设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

央军委指导全国城镇、乡村，展开大规模的挖洞

工程。毛泽东在 1965 年 1 月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

大会上提出: “老百姓怎么防空? 就是每个房子都

挖个洞，自已挖，平时当仓库，藏东西，战时飞

机来了当防空洞。最好挖些地道，这里丢了炸弹，

还可以跑到那里，还可以打仗。北京等各大城市

都可以这样搞，分多少年完成。不然，一个原子

弹打来，我们只好统统跑掉。”① 全国城市人防工

程规模宏大，与城市市政建设紧密结合，北京地

下铁道工程，包括此后各重要建筑、居民区建筑

规定必须有人防工程和标准，均是这一背景下的

产物。城 市 人 防 工 程，按 能 打、能 藏、能 生 活，

甚至能生产的标准建设，各厂矿、企事业、机关、
学校、街道、居民，无一例外地投入到这项宏大

的战备工作之中，加上学习“三防”等军事知识，

成立各级军事组织等，成为这一时期全民战备的

重大行动和显著标志。

四、防敌突然袭击决策和准备的重大意义

第一，准确把握世界军事发展的时代机遇和

关键，引领中国走向并成为以核技术、火箭技术

为代表的军事大国。近代以来，由于没跟上工业

时代发展的步伐，中国被迫用大刀长矛应对西方

列强的洋枪洋炮，用土枪土炮和购买的落后武器，

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先进大炮、坦克、飞机、
舰艇，导致中国在近代多次抗击西方列强侵略的

战争中惨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集体敏

锐地看到核、导弹时代武器装备发展对国家安全

的重大影响，及时作出防备敌使用核、导弹武器

对中国实施突然袭击的重要决策，全国军民齐心

协力，赶 拼 国 防 高 科 技，不 断 取 得 令 人 振 奋 的

成就。
第二，中国具备核、导弹反击能力，打破了

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极大地提高了中国

的国际地位和威望。邓小平在 1988 年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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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防敌突然袭击的准备与行动，产生了

有效的战略威慑作用。中国全面的全民的以防敌

突然袭击为主要内容的备战行动，使美、苏等国

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组织号召力和凝聚力。
中国核、导弹试验成功后，美国再也没有像以前

那样对中国进行过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包括援越

抗美重大行动期间。全国同仇敌忾的备战行动和

充分的准备，有力地慑止了敌人对中国发动战争

和袭击。
第四，引导全国军民树立了 “准备打核、导

弹条件下的现代战争和全民战争的思想”③。在防

敌突然袭击准备中，对全民开展反侵略战争备战

教育，进行 “三防”知识学习和军事训练，实施

人防工程建设特别是居民的挖洞工程等，可以说

是一次全面的国防动员和战争准备实践，极大地

提高了全民的国防观念。这些，对于准备打赢信

息化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 杨贵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
研究部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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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292 页。
《邓小平军事文选》，第 3 卷，279 页，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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