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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中国成立前后，面对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海上霸权的威胁，如何经略海洋，毛泽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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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伊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从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中苏关系、台

湾问题和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和历史教训出发，

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实践中形成了反对美国干

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维护中国海洋主权，突

破西方封锁禁运，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海洋战略

思想。

一、立足台海及和平解放台湾的战略设想

实现台湾回归祖国，是毛泽东海洋战略目标

的重要一环。1949 年 2 月，毛泽东说: “台湾是

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

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

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

实际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

问题更复杂，解决它需要时间。”〔1〕1950 年，中

国人民解放军清剿国民党残敌，当年 5 月解放了

海南岛。渡海解放台湾的战役准备正在进行时，

美国趁朝鲜战争爆发派第七舰队侵入并封锁了台

湾海峡。国共两党之战，本是中国的内政，美国

的入侵，对中国的内政实行的军事干涉，使中国

人民解放军乘国民党军在台湾立足未稳之机强渡

海峡、乘胜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未能实现。1954
年，美国又通过和台湾当局签订 《共同防御条

约》，把台湾纳入“保护”之下，为包围中国大

陆锁上了最重要的一环。美军将领把台湾称为

“不沉的航空母舰”用以时刻监视、封锁、威胁

中国大陆。在美国庇护下的蒋介石集团有恃无

恐，把台湾和其占据的东南沿海岛屿作为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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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基地”不断派飞机、军舰、武装特务袭扰中

国东南沿海，严重威胁祖国大陆的安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根据当时国际、国内

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

央将 “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转变为 “和平解

放台湾”的设想。1955 年 4 月 23 日，周恩来根

据中央授权发表谈话: “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

情况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961 年

6 月 13 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明确表示: 如

果台湾回归中国，“我们允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

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然

而，在美国武装庇护下，羽翼渐丰的蒋介石集团

对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态度并无回应，坚持敌视共

产党、反攻祖国大陆的立场。
为惩罚美蒋集团对祖国大陆地区的猖狂骚

扰，中共中央作出了炮击金门的决定。1958 年 8
月 23 日，解放军数百门大炮齐发，重创了金门

的国民党守军，而美国此时的态度是要蒋介石放

弃金门退守台湾、澎湖，从而达到与祖国大陆

“划峡而治”永久分裂的目的。为了不使美国的

阴谋得逞，毛泽东牢牢把握金门战役的主动权，

从重创敌军到网开一面，打打停停，甚至有意将

炮弹打在海滩无人处，不伤人员，旷日持久，维

持着两岸不战不和，内战始终没有结束的状态。
这种奇特的马拉松式的炮战持续近了 21 年，直

到 1979 年中美建交，美台 《共同防御条约》终

止，美国公开承诺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台湾是

中国的 一 部 分，炮 击 随 即 宣 告 结 束。毛 泽 东

“留下金门给老蒋”的战略决策实现了预定目

标。在金门炮战中，海峡对岸的蒋介石作为一个

中国 人，也 始 终 反 对 美 国 制 造 “两 个 中 国”，

“一中一台”的图谋和岛内滋生的 “台独”势

力。金门炮战成为一个纽带，在二十年时间里，

成为两岸对话、联系的一种独特方式。
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人，为台湾

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毛

泽东所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的战略设想，充分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

鲜明立场，又代表了海峡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
更重要的是，为解决国共两党历史争端，实现台

湾与祖国大陆统一指明了正确途径，深得海内外

人士的赞扬和支持，调动了他们参加和平解放台

湾工作的积极性，也为邓小平提出完整的科学的

“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维护中国海洋主权的战略思想

近代中国由于海权的丧失，饱受帝国主义海

上入侵的凌辱。恢复中国的海洋主权，是中国共

产党取 得 执 政 地 位 后 肩 负 的 历 史 责 任。早 在

1949 年 4 月毛泽东就指出: “人民解放军要求英

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它各

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

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空。”在中国大陆即将

全部解放的形势下，这些国家军队不得不陆续离

开中国，结束了百年来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驻

军权。
新中国成立之初，所有外国在华租界均被收

回。毛泽东认为: 外国在中国领土上享有特权，

在中国领土上驻军的现象应该永远成为历史。即

使社会主义邻邦的苏联对大连商港的租用和苏军

在旅顺 的 海 军 基 地 也 要 全 部 收 回。毛 泽 东 于

1949 年 12 月亲赴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商谈废

除 1945 年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 《中苏友好同盟

条约》，重新签订新的条约。经过长时间艰苦的

谈判，斯大林及苏联政府做了让步，同意将大连

商港和旅顺海军基地交还给中国，并承诺了具体

的时间和办法。根据这一协定，1951 年 2 月，

苏联政府向中国移交了大连商港。旅顺海军基地

的移交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延期。1955 年 4
月，中国军队接管了旅顺海军基地的防务，苏联

军队全部撤回国内。经毛泽东的亲自努力，中苏

两国在不伤和气的氛围中解决了大连港和旅顺海

军基地的主权问题。
在此后中苏两国的交往中，毛泽东更是处处

维护中国的海洋主权。1958 年 4 月，苏联海军

为指挥其在太平洋海域活动的潜艇，非常希望在

中国沿海建立一座用于潜艇通讯的大功率的长波

电台。所需的资金大部分由苏联出，小部分由中

国出，建成后由两国共同使用。此事由苏方国防

部长专门致信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因为

中国海军也需要这种设施，由苏联出资就涉及将

来所有权归谁、由谁控制的问题。毛泽东经慎重

考虑批示: “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

共同使用。”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复信苏

联国防部长，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建设大功率长波

电台，但是由中国政府承担一切费用，欢迎苏联

提供技术援助，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而苏联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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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电台由中国建，苏联提供技术援助，共同

使用的方案，因此苏联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

的设想没有实现。1965 年 10 月，在毛泽东的指

示和关心下，经多方攻关，中国自己的长波电台

建成并提供给苏联使用，直至中苏关系破裂。
苏联国土横跨欧亚大陆，幅员辽阔，但是沿

海大都面临北极，其舰队虽然强大，却缺乏南方

的不冻港。出于其全球战略，一直图谋中国的港

口，建立一个太平洋舰队南下的支点。1958 年 6
月，中国向苏联提出能否为中国海军提供核潜艇

技术援助的要求，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回应是

通过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苏中两国建立一

支共同舰队，并以中国的港口为共同舰队的基

地。因苏联的这一提议有损中国主权，毛泽东坚

决反对。在核潜艇问题上，毛泽东再三权衡后，

让尤金转告苏联政府 “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

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不要混在一起搞，你

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

舰队。两把手不好办”〔2〕。多年后，毛泽东回顾

这些事情时说: 中苏关系闹翻了就是那个时候，

他们想要控制中国的沿海，我们不同意。
由于旧中国长期处在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的混

乱局面中，无暇顾及海洋主权，帝国主义的舰船

可以随意出入中国海域。新中国成立后，外国舰

船依然在中国沿海随意航行，邻国的渔船也时时

进入中国传统的渔场捕捞。为维护国家的海洋权

益，1958 年 8 月，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多

次向法学专家咨询领海及领海宽度问题。经多方

面权衡，毛泽东认为: 为更好地维护中国国土安

全，保护领海资源，12 海里宽度符合中国实际

情况。同年 4 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领海的声

明，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 12 海里，这项规定

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

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

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

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它属于中国的岛屿”。在

毛泽东亲自研究指导下，以法律形式规定了领海

的宽度及中国领海的范围，是维护中国海洋主权

的重大决定，将国家主权的行使范围从陆地延伸

到了海上，意义极其深远。

三、突破贸易禁运和海上封锁的战略举措

新中国因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遭到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敌视，它们除了对新中国采取

政治上的遏制、军事上的包围还同时从经济上对

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以此来困扼中国的经

济、干涉中国内政、迟滞中国的发展。美国利用

台湾的重要战略位置，武装蒋介石集团，封锁台

湾海峡和周边海域，切断了中国大陆南北向的沿

海航线和对外贸易的主要海上通道，对新中国的

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经历长期战争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要使满目

疮痍的城市和困苦不堪的农村恢复生机，需要大

量的建设物资，如粮食、燃油、汽车、机器设备

等。运输这些物资，光靠汽车、火车远远不够，

而且有些大件设备远在东欧，无法通过公路、铁

路运输，必须用大型船舶运送。为了打破帝国主

义的禁运和封锁，新中国的远洋运输必须另辟通

道。开展国际海运合作成为一个主要的选项。
1950 年 6 月 6 日，波兰驻华大使照会中国

外交部，提出由两国政府合股组建中波轮船公司

的建议。1950 年底，中波两国政府代表在北京

就两国政府合资组建中波轮船公司举行会谈。中

央领导对中波两国海运合作极为重视，周恩来总

理亲自为公司取名，时任中央财经委主任的陈云

亲自签署了批准成立中波轮船股份公司的文件，

毛泽东的批示是: “好好办。”1951 年 6 月 15
日，就在联合国对华禁运案通过后的第 27 天，

中波两国股东在天津举行了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创

立大会，成为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此

后，中国先后与苏联、捷克、阿尔巴尼亚、坦桑

尼亚等友好国家成立了合资的海运公司。为了多

渠道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中央多措并举，

鼓励从事海运业的海外华侨、华商参与新中国的

外贸运输。这些合资公司和租用的外轮均属在外

国注册的船只，悬挂注册国国旗通过台湾海峡。
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中波轮船公司两艘船只被

台湾当局劫持的重大事件。
然而，美蒋对台湾海峡的封锁阻隔依然是新

中国远洋船只和沿海运输北上南下的障碍。毛泽

东 1966 年初在国务院交通形势与分析会上指出，

由于中国的发展进步，国力增强，外交扩大，美

国也会随着中国的发展、在世界上外交地位的提

高转变对中国的态度。打通南北航线阻隔的条件

成熟。同年 3 月，交通部向中央报告方案，请示

船只从台湾以东海域绕行，以避开美国和台湾当

局的飞机、舰艇，这一方案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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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肯定。经周恩来总理与交通部领导全面分析确

定，中国远洋公司的船只从上海向东，穿过大隅

海峡后向南，从远离台湾以东沿海 600 公里的海

面通过至菲律宾，向西进入苏禄海，出巴拉巴克

海峡进入马六甲海峡至印度洋。这条航线条件不

太好，要绕行很多路，但比较安全。1968 年 4
月，中国远洋广州分公司的船只从湛江出发，沿

此航路南下而后北上驶抵青岛港。同年 11 月，

中 远 上 海 分 公 司 的 船 只 沿 此 航 路 驶 抵 欧 洲 各

港口。
这条新航线的开通，船需要多行五六天的时

间，增加了运输成本，但摆脱了美国和台湾当局

的封锁，恢复了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至欧洲

的运输，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在美苏两个

超级大国争霸最激烈的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世

界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72 年，美国总统

尼克松访华，中美签署了 《上海公报》，中美关

系缓和。1979 年元旦，中美两国建交，美国从

台湾撤军，海峡两岸局势走向缓和。当年 5 月，

中国大陆船只安全通过台湾海峡，广州与上海之

间的航线比绕行缩短一半，美蒋封锁中国沿海的

图谋彻底失败。

四、建设强大海军的战略构想

近代以来，外敌屡屡从海上入侵成为中华民

族挥之不去的梦魇。毛泽东曾说: 从 1840 年到

今天，100 多年了，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是从海上打进来的，中国

一败再败，屡次吃亏，割地赔款，就在于政府腐

败，没有 一 支 像 样 的 海 军，没 有 海 防。〔3〕1949
年，国民党退踞台湾，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

美帝国主义为遏制新中国，在台湾建立军事基

地，并以大量的飞机、军舰武装国民党军，形成

对中国大陆最严重的海上威胁。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国家的海防安全。新中国

成立建国之初，他强调说: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

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

土……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

个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4〕

组建人民海军的历史性决定，是中央政治局

在 1949 年 1 月 8 日作出的，毛泽东亲自主持了

这次会议，通过了组建海军的决定。1949 年 4
月 23 日，人民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

定名为“华东军区海军”。到 1950 年 4 月华东

海军成立一周年时，拥有各种作战舰艇 51 艘，

登陆舰 52 艘，辅助船只 31 艘，总吨位 4. 4 万

吨，官兵万余名。海军成立之初， “华东海军”
只是陆军的一个附属兵种。关于海军在解放军序

列中的归属和地位，涉及海军性质和日后的发

展。毛泽东指出: “海军应该是一个战略决策机

构，是一 个 独 立 的 军 种，应 该 单 独 成 立 司 令

部。”明确了海军作为一个独立军种在解放军序

列中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根据新中国的国力和海上

安全形势，把新中国海军建设目标定位于具有

“近岸防御能力”，即依托沿海基地和岛屿打击

入侵之敌。新中国海军面临的直接敌人是盘踞在

台湾、接受了美国大批军舰飞机并由美军训练的

台湾国民党军。他们依仗美国的庇护并凭借宽阔

的台湾海峡作为屏障与人民解放军对抗。美军第

七舰队驻守台湾，封锁了海峡。海峡两岸的对抗

实际上是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同超级大国美国之间

的对抗。
毛泽东访苏期间，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海军

达成协议，从苏联政府对华 3 亿美元的贷款中划

出 1. 5 亿美元购买了海军装备计战斗舰艇 143
艘，辅助船只 84 艘，飞机 226 架，通讯器材和

舰艇的技术资料。1953 年以后，这些装备陆续

到位，为海军迅速形成战斗力创造了条件。毛泽

东认为，靠花钱买不来一支大国的海军，中国海

军建设要靠自力更生。海军装备具有高技术、高

价值的特点，涉及冶金、造船、雷达、电子、化

工、通讯、机械、水声、动力等诸多学科，现代

海军的战役战术理论、舰艇的操控维护对新成立

的海军都是陌生的领域，海军各方面人才培养刻

不容缓。
首先是潜艇人才的培养。周恩来与苏联方面

协商后，1951 年中方派海军官兵向驻旅顺苏联

海军学习潜艇技术。1954 年 6 月，中国海军潜

艇部队成立。三大舰队均配属了潜艇支队。从

此，中国海军有了水下作战力量。解决海军人才

培养的办法是办学校。1949 年 11 月 22 日，大

连海军学校成立。1949 年 5 月，安东海军学校

成立。1950 年，海军炮兵学校成立。同年，青

岛海洋航空学校成立。1953 年，海军潜艇学校

在青岛成立。1960 年 10 月，海军指挥学院在南

京成立。这些海军院校的成立，为新中国的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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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培养了大批的人才，缓解了海军军事、技术

人才短缺的矛盾。与此同时，国内许多高校也开

设了与海军技术装备的制造相关的专业，为新中

国海军装备的研发制造培养人才。
以新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支撑海军装备的

建设十分不易。毛泽东始终关心着海军装备的研

发制造，对试制成功的新装备经常亲临视察。
1956 年 1 月，毛泽东到上海江南造船厂视察用

苏联提供的部件组装的第一艘国产的潜艇时提

出: “我们不但要学会装配、而且要自己制造，

还要赶上和超过别的国家。”1958 年，毛泽东到

芜湖造船厂视察并乘坐了国产鱼雷艇，他还亲赴

武汉、南京、沈阳等地兵工厂，视察研制成功的

第一门舰炮，第一架水上飞机。
同年，国防科工委向中央提交了研制导弹核

潜艇的报告。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个报告高度重

视，毛泽东亲自作了批复。中央决定，第一步先

研制鱼 雷 攻 击 型 核 潜 艇，第 二 步 研 制 导 弹 核

潜艇。
当中国向苏联提出希望得到关于发展核潜艇

的技术援助遭到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拒绝后，

毛泽东坚定地说: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

来。”核潜艇的研制，在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处

于极其困难的经济环境中起步。一无图纸，二无

资料。核动力推进装置的总设计师，留苏回国的

核专家彭士禄和艇体结构总设计师，中国自己培

养的船舶专家黄旭华都没有见过核潜艇。有驻外

使馆从国外买来一个核潜艇的玩具模型是唯一的

参考。有好的制度、科学的态度，中国是一个能

创造奇迹的国家。经过十年的攻关，1970 年 12 月

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在此后的三年多

时间，经过大量海试后，1974 年 8 月 1 日中央军

委发布了将核潜艇正式编入海军的命令。
导弹核潜艇的研制更为复杂。美国利用二战

后俘获的德国导弹专家，在德国研发的导弹水下

发射技术的基础上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才研发成

功。在所有西方国家和苏联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

的条件下，工业和科技能力本就薄弱的中国解决

导弹的水下发射技术，困难是巨大的。经费的短

缺，中国的科学家只能用土办法完成复杂的试

验。水下发射的试验是在水井中进行的，数以千

计的厂家参与协作，数以万计的难题逐个解决。
1982 年 10 月 12 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核潜艇

运载火箭的水下发射试验。这一成功，使中国成

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弹道导弹核潜艇、具有水下

核反击能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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