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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直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作为自己的重要奋斗目标。毛泽东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

体的核心，为解决台湾问题、推动祖国统一，曾经做出不懈

努力。 纵观毛泽东谋求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我们清楚地

看到，无论是建国初期发出“武力解放台湾”的号召，还是

武力与和平双策并用、海峡两岸进入冷战对峙后，毛泽东

都从未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一、毛泽东解决台湾问题“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思想

的基本内容

（一）精心筹划、周密准备———“武力解放台湾”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台湾作为人民解放战争的继

续，“武力解放”理所当然成为毛泽东考虑的重点，他期望

借助“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

神，一举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完成祖国统一大业。1949年

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为祝贺新年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

胞书》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50年的光

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歼灭蒋介石匪

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并就此明确提出了

“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
为了达到武力解放台湾的目标， 毛泽东运筹帷幄，精

心筹划,积极做好各项战斗准备。
首先，加速空军、海军的建设。 台湾是我国第一大岛，

与祖国大陆之间横亘着台湾海峡。 没有现代化的海军和

空军，不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是很难横渡的。为了取得渡

海作战的战略优势，毛泽东特别强调突击建立空军、海军

的重要性。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了

渡海作战建立空军的设想。 10月，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

空军司令员，通过向苏联购买歼击机、轰炸机，组织培训飞

行员和机场勤务人员，准备在对台作战中使用。与此同时，
人民解放军还加快了组建海军的步伐。 1949年10月，毛泽

东对海军首任司令员萧劲光说：“我们要解放台湾，就要有

海军。海军一定要搞，没有海军不行。”在他的关怀下，1950
年4月，海军领导机构在北京成立。海军的第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配合第三野战军准备渡海作战。 空军、海军的建立与

发展，使我军初步具备了立体作战的能力。 1955年1月，人

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巧妙配合，解放了一江山岛，显示

出我陆海空联合作战的强大威力。
其次，总结陆军渡海作战经验，提出渡海作战的基本

原则。 1949年10月25日，第三野战军金门登陆作战失利之

后，毛泽东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陆军渡

海作战的重要原则：一是思想上要重视，渡海作战必须克

服麻痹轻敌的思想，采取慎重的态度；二是从兵力配备上，
渡海作战总兵力要等于或超过敌军守岛总兵力；三是对渡

海攻击的具体要求。渡海攻击部队第一梯队要占敌军守岛

总兵力的一半左右， 并且吸取金门登陆作战失利的教训，
强调要有坚强统一的指挥机构随同登陆指挥。从而使人民

解放军的战斗力在短时间内有了迅速提升，在解放海南岛

等渡海实战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三，实行先剪除外围屏障，最后解放台湾的逐岛攻

击作战方针。 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之后，形成了以舟山群

岛、金门岛、万山群岛和海南岛等互为犄角、防卫台湾的态

势。要解放台湾，就必须首先打碎这个防卫锁链，扫除这些

外围障碍。 毛泽东十分重视解放沿海岛屿的战役，对进攻

顺序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我军相继攻克了海南岛、万山

群岛及舟山群岛；在朝鲜战争停战后，又针对浙江沿海岛

屿，制定了“从小到大、逐岛进攻、由北向南打”的方针。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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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针指导下，从1954年3月到1955年2月，人民解放军

相继拔掉了国民党军队在浙江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和破坏

活动的所有据点，为解放台湾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二） 由实战为主导转为以威慑为主导———“武力、和

平双策并用”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国际形势

逐渐由战争转向和平。 而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接近

尾声， 社会主义建设随之全面展开。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

国共产党和平统一台湾的战略开始萌芽，毛泽东解决台湾

问题的策略方针也相应地由武力解放转变为武力、和平双

策并用。 针对两岸关系由激烈的军事对抗逐渐转变为冷

战对峙的新变化，中共中央解决台湾问题的武力方式也由

以实战性为主导转变为以威慑性为主导。
第一，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包

括军事手段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法赋予一切

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 依据这一原则，在采取何种方式处

理台湾问题上， 新中国没有义务对任何 国家作 出承诺。

1954年12月，美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所谓的《共同

防御条约》，企图阻碍中国统一大业的实现。对于当时美国

要我们“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无理要求，毛泽东果断

予以回绝。 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坚定地表示，威胁和恐吓

是吓不倒中国人民的。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周恩来于

1955年2月严正指出：“如果美国政府以为可以用战争威胁

来吓倒中国人民，来使中国承认‘两个中国’，承认美国侵

占台湾和侵入台湾海峡的行动为合法，那是梦想。 中国人

民是吓不倒的……我们可以预言，如果美国硬要把战争打

到中国头上，我们是一定能抵抗到底的，我们决不屈服。 ”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是毛泽东对于蒋介石反共拒和及外

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严正警告，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
第二，军事斗争的基点立足于军事威慑。从武力、和平

双策并用的战略全局出发，毛泽东认为，在保持足够军事

对抗力量的基础上，应该把对台军事斗争的基点立足于军

事威慑。 就是在具体的作战指挥中，注意把握好军事打击

的时机、力度与强度，降低军事行动的规模，着重突出战争

的政治意义。 集中体现这一思想的成功战例就是“炮击金

门”。 人民解放军对金门逢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不攻击

金门主要军事目标，一方面给国民党军队生存条件，有利

于其长期固守；另一方面，又保持政治上的一定温度，把美

国紧紧套在金、马这一绞索上，粉碎其脱身政策。在毛泽东

的精心筹划下，对台军事威慑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通过

有限的军事行动巧妙实现了我党的政治目的，不仅维护了

“一个中国”立场，使外国势力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彻底破产；而且也使两岸关系突破军事对抗局面，为祖国

和平统一奠定了基础。

二、毛泽东解决台湾问题“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思想

的现实启示

早在古代，我国军事家就提出了“能战方能言和”的著

名论断。 秉承这一思想，毛泽东坚持武力是解决台湾问题

的基本方式之一。中国共产党也始终牢牢掌握以武力捍卫

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神圣权力。 现今，面对台独分裂势

力不断变化的复杂形势，为适应我军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

的需要， 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庄严宣示则更具针对

性。
（一）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国

防现代化建设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就要有使用武力的准备和力

量。 使用武力的准备越充分， 能够使用的武力越强大，不

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战略决策就越能发挥作用。 反之，如

果没有使用武力的准备，没有可供使用的强大武力，不承

诺放弃使用武力就会沦为一句空话，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的国防现

代化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
仍然有一定的差距。 正因为如此，决定了我对台军事斗争

准备的实质是以解决台湾问题为动力，加速推进国防现代

化建设。 而国防现代化不是孤立的，是与整个国家现代化

建设相联系的，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的国内外形势下，有着

不同的要求和侧重点。 同时，国防现代化建设作为一个漫

长过程，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要持续不懈地进

行下去。 国防现代化建设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
应该是不张扬而藏拙、不中断而持续地进行。 只有以国防

现代化的强大力量，才能为不承诺放弃武力的战略决策提

供保证。
（二）不承诺放弃使 用武力，是实现 祖国和 平统一 的

保证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

对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 其目的是为了和平统一祖

国。 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和平，为了促

使、保证和平统一，是备而不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只有

实实在在做好备战准备，具备打并能打胜的军事能力和准

备，才能制约台独、避免战争。
备而不战、和平统一，是我们的战略抉择。做好对台军

事斗争准备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工作。 是否最终发生战争，
则出于台湾的选择。总之，要通过各种努力，在台湾社会形

成反对分裂、反对独立的氛围；使台湾人民作出和平统一、
避免战争的正确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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