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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 国成立以来海防使命任务的演变

口 张忠 良 贺法礼

摘要 ： 新 中 国成立以来 ， 根据战略形势的发展 ， 中 国海防使命任务演变大体经 历 了 四个 阶段 ：

世纪 年代中期之前 ，

以 依托岛岸 防御帝 国主义集团来 自 海上的侵略为核心 ； 年代 中后期至 年代

后期 ，
强调在更大纵深内 防御来 自 美国和苏联的海上入侵 ， 同 时 维护 国 家 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 ； 年

代后期至 年代初 ， 重点转向 维护海洋领土主权和权益 ， 同 时加强管理职 能 ； 年代以来 ， 着眼应对

海洋方 向 多种安全威胁 ，
防卫与 管理并重 ， 任务空 间进一步扩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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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海防使命任务不断变化 。 这些变化主要反映在 ： 从维护 国

家生存拓展到维护和平发展 ；
从单一的军事防御拓展到防卫 、 管理并重 ；

从专注于应对传

统安全威胁拓展到兼顾非传统安全问题 ； 从沿岸防御到近岸防御再到近海防御 ；
从管辖海

域到涉及国家利益的公海大洋 。

、 新中 国成立之初到 世纪 年代 中期 ， 海防任务是防御帝国主义集团的海上侵略

新 中国成立之初 ， 逃到台湾的 国 民党当 局并不甘心失败 ， 在美国 的庇护 、 支持下 ， 以

台湾为基地 ， 以金 门 、 马祖等 岛屿为前哨 ， 不断封锁航道 ， 袭扰窜犯 ， 伺机反攻大陆 。 美

国 则通过拉拢 、 压服等手段 ， 与一 、 二 岛链上的有关国家和地区缔结所谓安全条约 ， 获取

了驻军权 ， 修建海军基地 ， 增加驻军数量 ， 对新中国进行战略封锁 。 对此 ， 新中 国国 防的

中心任务是 ：

“

为了肃清海匪的袭扰 ， 保障海运通道的安全 ； 为 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

复 台湾 ， 最后统
一全部 国土

；
为 了准备反对帝 国主义从海上来的 向我 国 的侵略

”

。 这
一

任务实际上反映了 国家陆上军事斗争向 沿海方向的延伸和扩展 ， 是新中 国夺取政权 、 建立

政权的
“

收尾工程
”

， 也规定 了海防的使命任务 。

年 月 日 ， 国 防部长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 了 《关于保卫祖国 的战略方针和

国 防建设 问题》 的报告 ， 提 出 了
“

保卫祖国 的 战略方针
”

。 当时 中 央军委对 形势的判断

是 ： 中 国北面是盟友苏联 ， 西面和南面没有强大对手 ， 而且中 国土地面积大 ， 有足够的战

略纵深 ， 所以这几个方向威胁不大 。 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 自 东面 。 在东部沿海方向 ， 美

国构筑了
一道针对中 国 的新月 形包围 圈 。 以 美国 为首的国 家可能 以 日 本 、 台湾 、 南朝鲜为

基地向 中 国东部沿海实施突然 的 战略进攻 。 据此 ， 中央军委确定 以美国 为主要作战对象 ，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 》 ， 第 卷 ，
页 ， 北京

， 军事科学 出版社 、 中央文献 出版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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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准备的立足点放在对付 以美 国 为首的帝 国主 方针 ， 虽然作战对象发生 了变化 ， 但海防 的任务

义国家对中 国 的大规模武装入侵 上 。 依据积极防 依然是抵御来 自海上方 向 的进攻
， 只是设 防区域

御战略方针 ， 平时人民解放军必须在沿海重要地 向海上和沿海地区纵深有所扩大 ， 防御方 向 北部

区构筑坚固 的工事 ， 并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 ， 在 重于南部 。

战略部署上要掌握强大 的机动部队 ， 配合守备部 与此同时 ， 随着 国家海洋环境的变化海防使

队消耗和消灭敌人 。 年 ，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命任务也 出现 了新 的变化 ， 维护 国家海上利益 日

上提出 了
“

北顶南放
”

战略方针 。 该战略方针仍 益受到重视 。 主要表现在 ， 世纪 年代中 期 ，

是以美 国 为主要作战对象 。 在战争指导上是准备 在南 中 国海 、 北部湾 ， 美军从越南撤退 ， 出 现了

打反侵略全面战争 ， 主要战略方 向是中 国 东部沿 该海区制海权 的 真空
”

； 中美关系开始缓和 ，

海地区 ， 作战计划的重点还是准备美 国对中 国沿 美军退出 台湾海峡 ； 大陆与 台湾之间 的海上冲突

海地区的进攻 ， 但对岛 屿防御给予 了高度重视 。 也 已停息 。 中 国来 自海洋方向 的大规模入侵压力

年上半年 ， 台 湾 当局积极策划部署窜犯大 逐步减弱 ， 但海上面临 的威胁上升 ， 主要是南海

陆 ， 中共 中央 、 中央军委做出 了加强东南沿海地 岛礁主权受到周边 国 家 日 益严重的侵蚀 ， 维护 岛

区 紧急战备 的决定 。 月 上旬 ， 中 央军委下令从 屿主权和海洋权益就成为 中 国海防新的神圣使命

个军 区抽调部队进入 闽浙地区 ， 海 、 空军调整 和重要任务 。 这期 间 ， 人民解放军于 年设立

部署 ， 遂行紧 急战备任务 ， 粉碎 了 台湾 当局 的 了 西沙巡防区 ， 海军和广 州军区相继展开西沙战

企图 。 备工程建设 。 年 月 ， 越南停战协定在 巴黎签

这
一

时期海防 的基本使命是着眼保卫经济建 订 ， 美国被迫从越南撤出 其军队 ， 南越西贡政权

设成果 ， 保卫国家安全 ， 实施沿岸和近岸防御 ， 的垮台 已指 日 可待 。 越南一旦统一 ， 西沙群岛被

防备美 国 为首的帝 国主义 国 家 自海上对中 国 的大 占岛屿就很难收复 。 年 月 ， 南越当局 出动军

规模武装入侵 。 具体任务包括 ： 解放沿海 岛屿 ， 舰 、 飞机侵犯西沙群岛 ， 并再次侵 占部分 岛屿

伺机收复台湾 ；
加强海防力量与战场建设 ， 初步 人民解放军抓住这

一有利 时机 ， 果断行动 ， 不仅

奠定 国家海防体系 ； 实施沿岸和近岸防御 ， 粉碎 收复 了 刚 刚被南越军 队 占领的甘泉 、 金银两 岛 ，

台湾国 民党军的封锁袭扰 ， 抵御美国对中 国沿海 还乘势收复早在 年就被南越侵 占 的珊瑚岛 。

地区的可能进攻 。 至此 ， 全面收复 了被侵 占的西沙群岛 。 西沙海战

后 ， 人民解放军又在西沙西南前 哨 的 中建 岛设

防 ’ 并加快了 西沙战备工程建设 ’ 牢牢地控制 了
防任务是防御美苏海上入侵 ， 维护 国家岛 屿王权 、

，

西沙群岛 。

这 历史阶段 ， 中醜防的使命任务仍然限

世纪 年代中 期 ， 国际形势和 中 国 周边环 于单
一

的军事防卫领域 ， 以依托近岸 岛屿和沿海

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 中 国面临 的威胁和作战对象 地 区预设战场 ， 抵御美 国和苏联可 能 的海上进

开始复杂化和 多元化 。 在北面 ， 随着中苏关系 日 攻 ， 保卫首都和沿海地区安全为重点 ， 但维护 国

趋紧张 ， 苏联对 中 国 的威胁也越来越大 。 在南 家 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 已幵始成为海防的重要使

面 ， 年美 国公然轰炸越南北方 ， 地面部队在 命任务 。

越南南方参战 ， 并时 常侵犯中 国领空 ， 威胁国家

安全 。
腿年 中央军委确定 了

“

诱敌深入
”

战略

方针 。 该方针确 定 的主要作战对象是美国和

联 ， 主要战略方 向 是东部沿海和北部 ， 主要作战 这一阶段 ， 国 际 国 内 形势的相应变化主要在

样式是运动战 ， 核心是诱敌深入 ，
立足于两面以 四 个方面 ： 其

一

， 两极对抗格局逐步解体 ， 战争

至多面作战 ， 准备早打 、 大打 、 打核战争 。 这
一

威胁逐步减弱 ， 国 家安全环境相对缓和 。 随着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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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争霸到苏联解体 的过程 ， 来 自海洋方向 的大规 于 年提出
“

新时期军事战略
”

， 认为 ： 世

模侵略战争威胁逐步消除 ， 对海防御任务随之弱 纪乃至更长
一个时期 ， 不至发生举国迎敌的全面

化 。 这
一

时期 ， 越南战争 己经结束 ， 中美关系 实 战争 ， 但边境和海上军事冲突 的危险是存在 的 ，

现正常化 ， 苏联虽然初期仍在中 国 北方边境陈兵 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 现实军事斗争

百万 ， 但已开始逐步寻求改善对华关系 ， 使面临 的重点在南线 。 就国家改革开放 、 发展经济 、 建

来 自海上 的威胁与压力大幅度减小 。 世纪 年 设 四化来讲 ， 最根本的要求 ， 是需要
一

个和平稳

代末到 年代初 ，

“

华约
”

解散 ，

“

经互会
”

解 定 的周边环境与安定 团结 的社会环境 。 据此 ， 新

体 ， 两德统一 ， 苏联不复存在 ， 使以美苏对抗为 时期军 事战略将战争准备的立足点从准备早打 、

主要特征的东西方对峙与抗争的两极格局终结 ， 大打 、 打核战争转变为 应对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

使世界政治 、 经济 、 军 事逐步 向 多极化格局发 上来 ， 主要战 场 由 国土纵深转到边境 、 海上 。 在

展 。 中共中央认为 ， 尽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没 战略部署上 ， 强调加强南部边境地 区 的海上防

有消除 ， 和平 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 但 国际形势总 卫 。 与此同时 ， 根据改革开放的需要 ， 海防管理

体趋于缓和 ， 在相 当长的时期 内 ， 避免新的世界 职能受到高度重视 ， 海防部队在 防卫职能的基础

大战是可能的 ， 争取
一

个 良好的 国际和平环境是 上逐步叠加 了 一些管理职能 ，

一

些地方系统的海

可 以 实现 的 。 其二 ， 国 家海洋权益受到严重侵 防管理机构和部 门逐步建立和完善 。 例如 ，

蚀 ， 局部战争取代全面战争成为主要战争威胁 。 年 ， 国 务院对海关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 ， 恢复

世纪 年代后期 ， 世界瀬海国家包括中 国周边 成立海关总署 ， 直属 国务院 ， 对全国海关实行垂

海上邻 国纷纷调整军事战略 ， 重视发展海上军事 直领导 。 又如 ， 年国家海洋局从原海军 司令

力量 ， 注重扩大对海洋的军事控制 。 此时 ， 威胁 部集体转业 ， 划归 国务院领导 ， 行使维护国家海

和侵害 中 国海洋权益的现象己相 当严重 。 其三 ， 洋权益 、 管理海洋资源 、 海域使用管理 、 海洋环

中 国 改革开放首先在沿海地区展开 ， 海防需要维 境保护和海洋科学考察等职责 ， 强化 了 国 家对海

护安全稳定 的环境并直接服务于改革开放 。 洋的管理 。 诸如此类的
一

些举措 ， 顺应了改革开放

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及其总体布局 ， 是 以经济 条件下海防管理职能重要性提升的现实与趋势 。

建设为 中心 ， 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龙头的 。 这一发 综上所述 ， 这
一

阶段海防 的着眼点在于应对

展战略的 实施 ， 使得中 国 东部沿海地区从北到南 海洋权益面临的威胁挑战 ， 服从 、 服务于 国家经

形成 了
一

条生机勃勃的黄金海岸 。 这条黄金海岸 济建设大局 ， 支持海洋的开发和利用 。 其使命任

对国 民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牵 引作用 。 掩 务突破 了 单
一

的军事防 卫 ， 包括三个方面 ：

一

是

护沿海黄金地带的 安全 ， 保卫沿海地 区的改革开 应对局部战争威胁 ， 重点是维护 （南部方 向 ） 国

放是海防 的重要任务 。 同时 ， 中 国 的海洋经济开 家海洋权益 ， 打赢可能的海上局部战争 ；
二是保

始突飞猛进地成长 ， 海洋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关 卫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安全 ， 为 改革开放提供安

注 。 年 月 ， 邓小 平深刻指 出 ， 海洋不是护 全保障 ；
三是顺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的形势需

城河 ， 中 国要富强 ， 必须面 向世界 ， 必须走 向海 要 ， 加强海防 管理 ， 直接服务改革开放 ， 维护社

洋 ， 明确提 出 要把海洋与 中 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会稳定和秩序 。 这一时期邓小平对中 国海军 的战

事业联系在
一

起 。 此外 ， 改革开放也在管理领域 略防御范围做 出 了 新 的 界定 ， 提 出 了 近海 防

提出 了 许多前所未有 的挑战 ， 加强出 入境管理 ， 御
”

战略思想 。 近海海域掩护着 中 国东 部沿海的

打击走私偷渡等违法犯罪行为 ， 维护沿海地区和 重要工农业集 中的黄金海岸 ， 也掩护着港 口 、 基

海上社会秩序等职能重要性凸显 ， 工作量和复杂 地和 岛屿 的 安全 。 近海是 中 国 近岸航 线的集 中

性也大幅增加 ， 成为海防工作必须面对和解决 的 区 ， 也是远洋航线的起止点 。 这一思想的提 出 ，

新问题 。 把海防的范 围从近岸推到 了近海 ， 极大程度地扩

基于上述情况的变化 ， 中共 中央和 中 央军委 大 了海防的纵深 。 正是在近海防御战略思想的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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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 ， 中 国于 年 月 收复 了 个南沙岛礁 ， 建 益在海洋空间不断扩展和延伸 ， 同 时也面临越来

立了伸张中 国主权和海权的南沙前进阵地 。 越多 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 保护支撑中 国 经

济可持续发展 的海洋资源与开发 ， 维护 中 国对外
四 、 世纪 年代以来 ’ 海防任务疋应对多

贸 易海上航 通道和石油航线女全 ， 打击海上恐
种海上安 全威胁 ， 维护领土王权和海洋权益、 维

比 、
、

平 、 良好的地区海上安全秩序 ， 都成为 中 国重要

进入 年代后 ， 世界形势和 国家建设进入
一

的海洋安全利益 ， 事关整个 国家 的安全和发展 。

个新的阶段 ， 和平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 ， 但和平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 ， 中 共中央和 中央军委

与发展两大问题
一

个也没有解决 。 世界各种 矛盾 及时调整和充实完善军事战略方针 。 年 月 中

在继续发展 ， 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 力竞 央军委确立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 ， 提

争更加激烈 。 这期 间对海防使命任务产生重大影 出要服从服务于 国家发展战略 ， 立足打赢可能发

响 的因素包括四个方面 ： 第
一

， 世界范围 内 的新 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

军事变革 不断推进 ， 战争形态 向信息化加 速演 扬长避短 ， 灵活应变 ， 努力遏制战争爆发 ， 确保

变 。 年的海湾战争使中 国清楚地看到 ， 高新 赢得战争胜利 ， 保卫 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

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 ， 对武器 维护祖国 统
一

和社会稳定 ， 为 改革开放和经济建

装备 、 编制体制 、 作战方式及战争进程与结局有 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 。 该方计将军事斗争

巨大影响 。 之后发生的
一系列局部战争 ， 从 准备的基点从立足于打赢

一般条件下 的局部战争

年的科索沃战争 、 到 年的阿富汗战争 、 再到 转变为 打赢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

年的伊拉克战争等等 ， 越来越清楚地表明 了 战争 。 年又根据新的形势将军事斗争准备的

人类 战争形态 向 信息化转变的大趋势 。 与 此同 基点调整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 。

时 ， 中 国 随着综合 国 力特别是经济实 力的快速提 这
一

阶段 ， 海防的使命任务随上述情况变化

高 ， 逐步成为世界战略竞争的焦点 ， 以美 国 为首 而发生 了
一些变化 ， 范围进

一

步拓展 ， 形式更加

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强化对中 国的 防范和遏制 ， 丰富 ， 类型更加全面 。 其主要着眼点在于粉碎任

特别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 国带来 了 日益严峻 何破坏和损害 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和海洋权益 的企

的挑战 ， 来 自 海洋方 向的安全压力 呈现持续增大 图
；
为 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

一

个安全稳

的趋势 。 其二 ， 这
一

时期 ，

“

台独
”

势力不断蔓 定的海上战略环境 ；
遏制来 自海洋方 向 的可能侵

延 。 在美 国和其他西方 国家支持下 ， 台海形势恶 略并打赢针对中国 的战争 。

化 ， 存在发生重大
“

台独
”

事变的可能 ， 对祖国

统
一

构成严重威胁 。 第三 ， 在中 国和平发展与单

极霸权背景下 ， 冷战时期长期积累的矛盾争端逐

渐暴露 ， 特别是 年 月 ， 《联合 国海洋法公 作者 ： 张忠 良 ， 军 事科学 院军事战略研究部

约 》 正式生效 ， 标志着新
一

轮海洋竞争开始 ， 对 战略综合研究 室 副主任 、 副研究 员 ； 贺法礼 ， 军

国际战略关系和各 国海洋实践产生重大影响 。 各 事科学院军事 战略研究部助理研究 员

沿海国家纷纷依照
“

公约
”

调整本国 的海洋政策 责任编辑 ： 田越英

和 战略 。 海洋本身 已成为 国际战略竞争 的新高

地 。 周边
一些海上邻 国积极拉拢和依仗美国等域

外大国 ，

一面继续侵 占中 国岛礁 ，

一面强化实际

控制 ， 加大非法开发力度 ， 维护海洋权益成为中

国与周边国家海洋斗争 的焦点 ， 斗争趋于复杂 。

第 四 ， 随着中 国经济社会 的发展进步 ， 国 家 利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