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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防工程，即“用于国防目的，主要在平时构筑的各种永备工程建筑和设施的统

称。”①它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保障战争胜利的重要物质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

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从战略高度对国防工程建设进行深入细致的筹划，做

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指示，指导国防工程体系的构建，有效地保证新中国战备与作战任务的

完成，并在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国防工程建设的基本着眼点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毛泽东依据国家面临的主要战争威

胁和防御重点，认为加强国防工程建设应该牢牢把握3个着眼点。

一是着眼战争的防御特点。国防工程是战争防御的主要物质依托。毛泽东认为，战争历

来都需要攻防两手，“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因此

“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②在他看来，坚固可靠的国

防工程，对于保障战争潜力目标有足够的生存能力，增强国防的整体威慑能力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毛泽东强调说：“就是失掉了北京，也不要紧。失掉了，我们也不到重庆，……我

们到北京、太原之间的山洞里去，就在这里同敌人斗。……一有战争征候，工厂就要搬家，

疏散到山里去。”③

二是着眼现代战争的特点。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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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今

后一旦战争爆发，交战双方将以超音速的喷气式

飞机携载原子弹或氢弹对敌方大城市、工业基地

或主要军事设防区实施原子闪击。”①对此，毛

泽东认为，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军队的战略战术

和装备都有很大变化，“必须以现代战争教育部

队，切记不可轻敌。”②1952年8月11日，毛泽东

就国防工程构筑中存在的两种不同意见指出，在

敌人拥有海空优势的情况下，阵地构筑要以坑道

为主，结合一部分掘开式的掩盖工事，同时还要

重视工事的隐蔽伪装，这就保证了国防工程建设

沿着正确的方向展开。针对核战争的威胁，1956

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强调：“我们要打

点洞子，帝国主义一旦向我们发动侵略战争，可

能使用原子武器，我们要防他一下。在前面修了

工事，在后面还要修一些。”③此后，各条战线

上的施工部队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组织设计

和施工，力求使国防工程建设具备防原子、防化

学、防细菌，可抗拒一定当量的核武器袭击，并

能在密闭隔绝较长时间里保障不间断地实施作战

的能力。④1964年2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钱学森等

科学家时再次指出：“总要搞防御。搞山洞，钻

进地下去就不怕它了。”⑤

三是着眼反侵略战争准备。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始终保持着高度警

觉，多次指出：“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

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不管它来不来，我们

应该准备。”⑥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毛泽东始

终从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的高度，将国防工程建

设置于重要位置。1949年10月20日，他在中央人

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

“现在我们的海岸线要开始建设，这个事情很重

要。”⑦1952年10月27日，针对美国陈兵台湾海

峡，以及台湾国民党军对大陆沿海地区的窜犯、

骚扰，毛泽东亲自签发设防命令，做出大规模建

筑国防工事的决定，要求在沿海战略要地和重要

作战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筑永久性的国防工

事。60年代中后期，基于对当时国际紧张形势的

判断，毛泽东认为：“要立足于准备早打、大

打，从各方面来打，我们准备好了，敌人就不敢

轻易来打，就有可能争取推迟战争，甚至使战争

打不起来。”他特别强调：“备战工作要有重

点，现在必须搞好工事。”⑧1966年2月，毛泽东

就如何运用“诱敌深入”方针取得反侵略战争胜

利时指出：“反正要在第一线顶几个月、半年的

时间，使后方有所准备”，“沿海城市要多修几

层工事，它突破一层，还有一层。还要注意城市

翼侧的设防。”⑨此后，人民解放军投入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规模宏大的国防工程建设。

经过10余年的艰苦努力，主要方向和重点地区的

设防工程建设已初具规模，阵地工程配套建设、

战役指挥工程建设及各军兵种的战场建设也取得

显著成绩。

二、国防工程建设的主要内容

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斗争需要和人民解放

军建设实际，毛泽东就国防工程建设的主要内

容，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以确保国防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

一是边海防防御阵地工程建设。新中国成立

初期，针对中国海岸线绵长、防御力量相对薄弱

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十分重视海岸、岛屿防御阵

地工程建设，多次做出重要指示。1952年12月28

日，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军对福建沿海的袭扰，在

给华东局等起草电报中指出：“迅速地坚决地加

强必守岛屿的防御工事，……预计敌在大陆上某

些可能登陆的海岸要点，做好若干非永久性的战

术性的防御工事，……而在选定必守的岛屿上则

① 粟裕文选编辑组编：《粟裕文选》，第3卷，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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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是永久性的和十分巩固的工事。”①1953年7

月，中央军委即下达了关于加强海边防战备的指

示，要求各军区的海边防部队在重要岛屿和要点

修建坚固工事，由此揭开了大规模国防工程建设

的序幕。至50年代末，预定的海边防阵地工程的

重点项目已大部完成。60年代初，针对印度军队

在中国西南边境地区挑起事端和蒋介石反动集团

叫嚣反攻大陆，人民解放军在加强西南边防和东

南海防阵地工程建设的同时，在一些战略位置十

分重要的岛屿上，重点建设一些核心阵地工程。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施工，全国主要设防岛屿均构

成了比较完整的核心阵地，基本达到了能长期坚

守、独立作战、歼灭来犯之敌的要求。②20世纪60

年代中后期，针对中苏边境严峻形势，毛泽东决

定重点在“三北”地区进行国防工程建设。经过

全国军民的多年努力，逐步建成布局合理、规模

适度、类型齐全且具有一定核防御能力的边防防

御阵地工程体系。

二是海空军基地（阵地）工程建设。毛泽东

非常重视海、空军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

东明确指出，海军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战略军

种，为此亲自选定海军主要领导，确定海军建设

原则、建设规模、兵力运用及指导思想等。对处

于基础性地位的海军基地工程建设，毛泽东也非

常关注，给予许多具体指示。1966年2月，他就

如何提高海军基地工程建设抵御核武器袭击能力

的问题强调：“要多搞些洞子，挖洞子不一定水

下作业，先在陆上向下挖，用挖煤矿的办法，然

后再打通水边的那一面，把水放进来，上面再盖

上。”③按照毛泽东指示精神，海军集中人力、

物力，先后建成大型洞库工程26项，围绕这些骨

干工程，还建设一批中、小型地下工程。此外，

根据核潜艇的技术和战术性能，经过反复比较论

证，海军在1967年提出核潜艇基地的工程设计方

案，经毛泽东批准后，即组织近万人的施工队

伍，经过8年艰苦奋战修筑完毕。此外，海军还按

照实战要求，建造一些大型舰艇基地，如导弹驱

逐舰基地的深水码头等。这些基地工程的建成，

极大地提升了海军的作战能力。关于空军，毛泽

东认为，空军“对于国防极其重要，应当尽快建

立。”④一再敦促抓紧建立空军，并亲自筹划、决

策和指导空军的创建发展，先后做出的专门批示

达170多项⑤，大到空军建设的方针原则，小到开

办航校、组建空军机关和部队等⑥，都有明确指示

和要求，包括作为空军建设基础性工作的空军阵

地工程建设。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在给聂荣

臻的批语中强调：“各地修机场是一件大事，必

须认真办理，只能用必不可少的钱。”⑦1955年3

月5日，毛泽东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指出：“为了

有把握地进行解放马祖和金门诸岛的军事行动，

我们正在积极修建福建省的军用公路和机场。”⑧

此后，空军阵地工程建设取得长足发展，除重点

加强机场建设外，还新建和改建一批地下指挥工

程和仓库、油库，以及许多高炮、地空导弹、雷

达技术阵地等。

三是防空工程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

沿海地区频繁遭受敌机袭扰，毛泽东指出，在积

极打击敌人的同时，必须有效采取以构筑防空工

事为主的各种防空措施，提高整体生存能力。

1951年1月16日，针对蒋介石可能袭击厦门的情

报，毛泽东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多储粮弹，布

置积极防空（不是消极防空）”，“加强纵深工

事，务必长期确保厦门。”⑨1965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听取作战问题汇报时说：“这些纵深要

地，有山的要打点洞子，没有山的要堆点山，做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101页。

② 周培根等：《工程兵的光辉历程》，268页，北京，解

放军出版社，1990。

③《肖劲光回忆录（续集）》，334～335页，北京，解放

军出版社，1989。

④《当代中国空军》编辑部：《当代中国空军》，36页，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⑤《为建设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

适应的强大的人民空军而奋斗——许其亮司令员在庆祝人民空

军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摘要）》，载《空军报》2009年

11月12日第1版。

⑥ 转引自尚金锁、李黎光、王海粟：《毛泽东与人民空

军》，载《空军军事学术》2003年第5期。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84页。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259页。

⑨《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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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工事。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敌人

长驱直入。”①关于防空工程建设问题，毛泽东

强调：“现在是立体战争，敌人要打你的后方，

做工事还要防空降、防空袭。”②关于城市防空

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2月在听取重工业各部门

汇报工作时明确指出：“要搞城市防空”；“地

下防空室这笔钱不能省”。1964年7月2日，毛泽

东在听取周恩来汇报工作时指出：“北京的地

下铁道要修，利用城墙底下修，城墙不要再拆

了。”③1965年6月，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

他又特别强调：“城市防空，过去有，后来取消

了，不对。”④此外，毛泽东还非常重视人防工

程建设。1969年，他指示各地要解决群众防空问

题，要把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有机地结合起来，

不能听天由命。1972年12月10日，毛泽东又发出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由此，以

“深挖洞”为主要形式的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迅速

展开，为增强国防力量、做好战争准备起到重要

作用。

三、国防工程建设的基本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国防工程建设的

特点规律，明确了国防工程建设应当坚持的基本

原则。

（一）遵循军事战略方针的基本精神。国防

工程建设必须遵循军事战略方针基本精神。为适

应国防工程建设的需要，加强对国防工程建设的

统一计划和指导，中央军委于1952年月11月4日

决定成立军事建筑部，隶属于中央军委，任命

陈士榘兼任军事建筑部部长。1953年1月10～19

日，军事建筑部召开的第一次国防工程会议，即

按照毛泽东关于国防工程建设要坚持“积极防

御”和“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原则，重

点研究全国设防修建永备工事等问题，指出国防

工程建设应按照先重点、后次要，先前沿、后纵

深，先修典型示范工事，找出经验，后全面推广

等原则组织实施。⑤1956年3月6日，中央军委扩

大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

并指出：“平时我军就必须在沿海重要地区构筑

坚固的工事，并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⑥对此，

毛泽东于4月2日专门做出批示，“此件看过，可

用。”⑦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

再次强调，为保证实现人民解放军战略方针，抵

抗敌人使用常规武器和特种武器的袭击，国防工

程要不断地加强和改进。在此方针指导下，人民

解放军在海防战略要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进

行了大规模国防工程建设，逐步形成以坑道和掘

开式永备工事为骨干、岛屿要塞与海岸防御枢纽

部相结合的抗登陆坚固阵地筑城体系。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

中越陷越深，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毛泽东把

防备苏联的战争威胁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推动

军事战略方针由“积极防御”向“积极防御，诱

敌深入”的调整，重点是“诱敌深入”。1966年2

月，他在听取叶剑英汇报时强调：“今后诱敌深

入，可能不灵。不管怎样，我们在第一线总得顶

几个月，使后方有所准备。”⑧通过粉碎敌人的

战略突袭，保存有生力量，制止敌人长驱直入，

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并在此基础上，有计

划地诱敌深入至预设战场，通过规模不等的运动

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至此，“三

北”地区国防工程建设迅速大规模展开。

（二）科学规划、设计和施工。国防工程建

设质量要求高，技术战术性能更新快，效益特

殊，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国防工程建设要从实

际出发，统筹安排，尤其要注重科学规划、设计

和施工。

一是要突出建设重点。国防工程建设布局

广、投入大、关联全局、影响长远，因此，“设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308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353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224页。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315页。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史》，第4卷，336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304页。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303页。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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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要有重点和纵深，不能分兵把口，搞一线式防

御。”① 1951年1月29日，毛泽东在给张云逸的

电报中就工事构筑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你们

计划到处设防，到处修工事，摆成被动挨打的姿

势，使我军丧失主动，丧失歼敌的机会，是完全

错误的”，并进一步强调“广东方面，除虎门必

须筑要塞及珠江口外某几个岛上应修必要的工事

和堡垒之外，其他地方亦一概不修工事，……华

东方面亦只在厦门、平潭、舟山、吴淞四处的某

些必要地点修筑要塞和工事（这些是确定要修

的），其余亦一概不修。广西地处大陆，距台湾

很远，逃越匪部人数甚少，完全没有可怕，不应

该修任何工事。”②同一天，毛泽东在给陈毅的

电报中指示：“此次华东在厦门、平潭、舟山、

吴淞四处修筑要塞或工事，在福建修南平、同安

公路，务请你们注意事先给予指导。第一，不要

在指定地区不经研究设计随便修建，以致无用浪

费；第二，在指定地区内亦只择最需要者做，不

要到处做；第三，大陆海岸线及内地根本不要

做；第四，大陆兵力，位于纵深地区，敌来应让

其登陆然后相机歼击之，不要到处防守，不要阻

其登陆。”③196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共

中央军委办事组汇报时再次指出：“我们的工事

做得多了，将来大部分没有用，势必要放弃”，

“打仗不是工事问题，而是战斗力问题，集中兵

力消灭有生力量的问题，在战场上要占领制高

点，做点工事就可以了。”④

二是要严格程序标准。国防工程建设是包含

规划、勘察、设计、施工等多环节的系统工程，

要严格按程序和标准组织实施。1951年1月24日，

毛泽东就沿海地区设防和构筑工事问题指示：

“以后凡需之用经费，构筑工事、要塞，修建道

路、房屋、仓库等项，均需经过你们派人察看设

计，做出预算，经过中央审核批准，然后动手修

建。”⑤此外，毛泽东还强调国防工程建设要根

据预先确定的军事功能进行总体设计，充分考虑

军事需求，但若投资规模和施工水平制约工程进

展，可采取一次规划、分期建设、滚动发展的办

法，避免出现“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情

况。1953年7月11日，黄克诚在给毛泽东《关于

缩减国防工事计划的报告》中针对财力、物力、

技术及技术领导均缺乏等问题，提出拟采稳步修

建的方针，即前三年少修，求得锻炼干部取得经

验，逐年加多。毛泽东就此批示：“赞成你的缩

减计划，这是很必要的，望照此部署。”⑥ 

三是要满足实战需要。满足实战需要是国防

工程建设最根本和最核心的要求。毛泽东多次强

调，工事构筑要以满足实战需要为基本前提。

1949年12月5日，他在一份转发刘亚楼报告的电报

中指出：“并不是在华东地区的所有机场，都要立

即修理（如苏北就可以暂缓），而是首先修复与行

将执行的战斗任务有关联的机场。其修建程度，亦

可限于为执行战斗任务所需要的范围。”⑦1951年

1月24日，毛泽东在给邓子恢的电报中指出：“修

复公路上的桥梁是必要的，但只要普通军车能行

即可，不要特别大修。”⑧1952年8月9日，总参谋

部在向毛泽东上报的《关于胶东半岛地区设防问

题的报告》中专门提出了工事建筑的要求。8月25

日，中央军委随即根据工事建筑必须满足实践需

要的精神，做出《关于建设国防工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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