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

用新时代强军梦捍卫中国梦
采访： 本报记者 李念 摄影： 本报记者 邢千里

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从新中国成立时的军种不全发展到如今的海军
总吨位居世界第二？70 年来，我们如何通过“以打促和”赢得和平发展的环
境？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下，将如何对待未来的世界安全局势？ 日
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徐焰少将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对以
上问题做了系统梳理，详尽阐释。

◆ 正确判断世界形势，确定适当的国防战略目标，处理好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对大国和强敌的斗争有理、有
力、有节，是中国 70年国防建设的主要经验

◆ 中国花 10多年时间取得了“两弹一星”研制的突破，它和政治上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经济上拥有世
界上最完备的制造业和庞大的新兴市场一起，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 政治建军确保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有力保障

◆ 1990 年代，中国抓住了世界军事改革潮流———信息化建设；2014 年，中国特色军改，又确保了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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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械化走向信息化 ， 确
定适当的国防战略目标

文汇报： 您 1969 年就在东北边境参军，

50 年中感受了我们国家国防建设从机械化走

向信息化的巨大变化。 2009 年， 您参加了央

视的国庆 60 周年阅兵讲解， 今年， 您又讲解

了国庆 70 周年阅兵。 近 70 年来尤其是新世

纪后， 中国国防建设经历了哪些变化， 取得

了哪些成绩？

徐焰： 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的三军不

全到如今的海军总吨位居世界第二， 我军国

防建设共经历了三个关键步骤 。 大体说来 ，

第一是解放初期的从无到有的国防基础建设；

第二是成功试验了 “两弹一星”； 第三是海湾

战争掀开了信息化战争新篇章后， 我们奋力

直追发展国防信息化。

从无到有阶段。 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取决

于国家工业建设。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工业

化建设重点是接受苏联援华的 156 个大项目，

苏联派 1.08 万名专家来华传授技术， 从无到

有， 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基础。 其中， 国防企

业占了 44 项， 在援助下， 中国完成了陆海空

三军全部配套。 1990 年代后， 中国常规装备

生产发展仍以引进俄罗斯技术和自我创新相

结合， 终于走到了目前的超越阶段。

“两弹一星 ” 阶段 。 1955 年钱学森从美

国顶着压力回国， 他建议要搞尖端国防技术，

而导弹和核弹国外也处于刚起步阶段。 在举

国财力极为有限的情况下， 国家领导人果断

英明地启动了 “两弹 ” 研制工作 ， 钱学森 、

邓稼先 、 钱三强等归国科学家成为领头人 。

1957 年 10 月 15 日， 中国与苏联签订 《中苏

国防新技术协定 》， 其中有 102 项重要工程

援助。

1959 年 6 月， 苏联停止对华提供原子弹

样品后， 中国科研人员着手独立研制， 1964

年 ， 中国的原子弹成功试爆 ， 震惊了世界 。

1966 年， 又实现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的成

功试验。 1967 年 6 月， 氢弹试爆成功。 1970

年东风导弹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 。

由此， “两弹一星” 的成功共花了 10 多年时

间， 这是世界上花费最少、 时间最快的 “两

弹一星” 研制。 因为拥有了核技术， 保障了

中国 50 多年的国家安全， 同时培养了宝贵的

“两弹一星” 精神。

“两弹一星” 的科学定义是中国的战略

核力量。 进入新世纪后， 我们在世界上大国

地位主要靠三个支柱支撑： 即政治上成为联

合国常任理事国， 军事上有 “两弹一星”， 经

济上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制造业和庞大的新

兴市场。 如果没有 “两弹一星” 就没有中国

的大国地位， 现在我们还在享受着当年奋斗

的红利。

推进信息化建设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后， 国家把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 。 1981 年中国外汇储备只有 27 亿美元 ，

有些人希望到国外购买先进武器， 但是要给

全军购买再加上维修， 需要的经费是数以百

亿美元。 当年， 中国军事代表团出国 “只看

不买 ”， 或者买一门舰炮为的是拆了研究 。

所以， 国家下定决心要边引进技术， 边自我

研发， “买” 始终受制于人。 1986 年， 国家

出台了 863 计划， 寓军于民， 加强国防科技

力量。

1990 年代初， 苏东剧变， 邓小平同志提

出 “韬光养晦” “决不当头” 的方针， 赢得

长期的国家发展机遇期。 中国国防也及时抓

住了世界军事变革大潮———信息化建设 。

1991 年， 美国发动海湾战争掀开了信息化战

争的新篇章， 我们受到极大震动。 军队建设

实现两个革命转变， 一是国防建设增加投入，

重点在科技研发； 二是坚持和平发展， 在挑

战中抓机遇。 1999 年发生了美国轰炸我驻南

使馆事件， 此时， 中国并没有走结盟的道路，

仍然坚持和平发展。 2001 年后， 美国进行了

十年反恐， 需要中国的配合， 同年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很好地抓住了战略机遇

期， 国力跃升， 国防信息化建设得以发展。

1990年代初期， 中国的主力战机是歼-6、

歼-7，是苏联1950年代的水平；2016 年珠海航

展上， 歼-20 首次亮相； 2017 年是建军 90 周

年， 朱日和沙场阅兵中歼-20 进行了编队飞

行。 目前， 中国是除了美国之外第二个能生

产四代战斗机的国家。 海军总吨位数居世界

第二。

从 1998 年开始国家两年公布一次 《中国

国防白皮书》， 2004 年公布的白皮书明确中

国国防建设以信息化为中心。 2014 年中国特

色军改后重新整编为五大军种， 战略任务都

有所变动， 其中海军从近海防御到远海防御，

中国海军护航已经到达非洲海面； 空军从过

去的国土防空转为攻防兼备， 不仅要国土防

卫， 也要具备远距离攻击能力； 火箭军， 核

常兼备 ， 既能打核反击战 ， 也能打常规战 ；

武警负责内卫。 另外网络既是意识形态的主

战场也是保密与窃密斗争的主战场， 网络空

间也是战场。 过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海外是

维和 、 医疗 、 基建 ， 维和部队已经进入非

洲， 如今又增加了为共建 “一带一路” 保驾

护航的任务。

所以， 看近 70 年的国防建设历程， 有四

条经验。

第一， 正确判断世界形势， 确定适当的

国防战略目标。

第二 ， 建立科学化 、 民主化的决策机

制 。

第三， 处理好目标与能力的平衡， 对大

国和强敌的斗争有理、 有力、 有节。

第四， 树立科学发展观， 国防建设也要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以 打 促 和 ” 赢 得 和 平
发展环境是参与局部战争
的目的

文汇报 ： 新中国的安全环境是 “以打促

和” 换来的， 您认为， 新中国后的几场局部战

争有怎样的意义， 从中又能得出哪些有规律性

的经验？ 对现在的周边局势如何看待？

徐焰： 战争是政治的延伸。 全国解放后，

军事斗争的目标是争取一个和平有利的外部

环境， 能否保障建设现代化强国是标准。 目

前而言就是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 4 个月

后 ， 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抗美援朝战争 。

朝鲜战争以从三八线开始又回到三八线而打

了个平局， 但 “不能不打” 的抗美援朝战争

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周恩来总理曾讲过出兵

朝鲜的三个最有利： 最有利于发挥我国的陆

军优势， 最有利于后勤供应， 也最有利于得

到苏联的支援。

当年中美武器装备极为悬殊 。 毛泽东 、

彭德怀等领导人指导艺术高超， 发挥主观能

动性， 变整体力量的劣势为局部战场的相对

均势 ， 达成了四个平衡 ， 国际战略格局平

衡———敌人打联合国旗号， 我们和苏联结盟

并发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 牵制了美国主要

力量； 作战时间平衡， “白天敌人控制， 夜

间是我们的天下 ”； 作战空间平衡 ， 敌人有

海空优势 ， 我有地面地下优势 ； 战斗力平

衡， 敌人有装备技术优势， 我有人的精神优

势 。 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 ， 艺术家梅兰

芳、 常香玉都去前线慰问演出。 战争的结果

是， 新中国不仅在社会主义阵营树立了极高

的威信， 也在全世界令人刮目相看。

中印边界问题 ， 中国原想和平解决 ，

1960 年 4 月， 周恩来总理到印度去和印度总

理尼赫鲁交换和平解决边界的意见， 但印度

当时继续挑衅， 目的为了得到更多的美国援

助， 因此 ， 1962 年 10 月 ， 中国被迫进行边

境自卫反击战。 毛主席讲这是一场政治军事

仗、 军事政治仗， 目标是求得十年的边境安

定， 他提出了 “快打快撤” 的正确方针。 战

后西藏军区有四句总结： 打是为了和， 不打

不能和， 打不赢不能和， 打过头了还影响和。

打的目的干什么？ 创造和平建设的环境。 此

后发生的边境局部战争， 也秉持了 “以打促

和” 的这一理念。

当前， 中国的安全环境在世界各大国中

最复杂， 不安全因素众多。 世界上 10 个人口

最多的国家， 6 个在中国周边 ， 宣布有核武

器的 8 个国家中 4 个是中国的邻国， 国际上

五大冲突热点除中东外， 其余四个即南亚次

大陆、 朝鲜半岛、 中国台湾岛、 中亚均在周

边。 我们周边的安全危机热点问题是 “四岛

一边”， 即南海诸岛、 朝鲜半岛、 钓鱼岛、 中

国台湾岛， 中印也存在着 10 万多平方公里的

边境争议区， 要对这几个方向的危机应对做

好预案。 实现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也是中华民

族根本利益。

习近平主席这几年在国际场合反复强调

两个关键词———合作共赢 ， 人类命运共同

体， 新时代中国国防建设要为实现这些理念

做保障。

中国梦也是强军梦 ， 中国
特色军改是不忘初心政治
建军的体现

文汇报： 党的领导始终是国防建设的成

功保障 ， 从 1927 年建军到 2014 年的军改 ，

您认为她起了怎样关键作用？

徐焰 ： 从 1927 年南昌起义建军 ， 90 多

年历经曲折和沧桑，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

践主体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是中国共产

党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和国家现代化的伟大

成就。

首先， 在关键的历史十字路口， 都是党

的正确领导赢得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前景。 土

地革命解决中国革命力量的生存问题， 抗日

战争是革命力量的大发展， 解放战争决定了

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决战并取得全胜。 1945 年

7 月， 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大总结： 土地革命、

农民战争、 共产党的领导三者相加构成了中

国革命的全部内容， 这指明了当年政治建军

的成效。 听党的话， 是中国军队的关键所在，

这个传统延续至今。 2016 年习近平主席在建

党 95 周年讲话后特别强调 “不忘初心”， 共

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二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中国梦也是强军梦。

第二， 为人民谋幸福体现在始终不忘国

家的经济建设。 1950 年代， 国家就压缩军费

挤出资金来搞建设 ， 抗美援朝局势稳定后 ，

1952 年军委确定国防费用不能超过财政支出

的 30%， 实际上 1956 年为 20%， 1958 年压

缩至 11%。 1970 年代后，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

代主题后， 国防开支处于低投入和维持性状

态。 抗美援朝结束后， 400 多万部队在 1959

年减到 237 万。 新中国历史上军队数量最多

是 1975 年的 640 万人， 2015 年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 70 周年的 “九三阅兵 ” 又宣布裁员 30

万， 目前仅为 200 万。 即便在 “两弹” 研制

中， 领导人也本着 “够用就行” 的指导思想。

1978 年 ， 邓小平提出 “军民 ” “平战 ”

融合， 让军工企业以生产民用品为主， 及时

助推了国民经济， 一直延续至今， 军民融合

也符合世界军工事业发展的大趋势。

第三， 2014 年的中国特色军改， 果断地

解决现存矛盾。 在强调政治信仰上， 一方面

要发扬奋斗精神， 工作方法与时俱进， 突出

政治性、 知识性和生动性， 另一方面通过我们

取得的建设成就， 进一步坚定政治信仰。 在

“四个自信” 下， 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个千载

难逢的机遇， 在促进产业大变革的前提下促进

国防事业。 军改也让人民军队面貌焕然一新。

因此，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中国军队通

过维护世界和平为自身发展赢得条件， 反过

来再促进世界和平。 中国梦也是强军梦， 也

是全民、 全军为之奋斗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