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后 年世界战争打不起来

从横向, 面临的安全问题仍较多

积极防御是首耍的安全战略原则
。

黔雌后的中国农盆巍忿

自冷战结束以来
,

国际安全形势和中国的安全形

势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

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要求中

国重新认识安全问题
,

同时制定出相应的安全战略
。

对世界安全形势的认识

中国的人 口和地域都决定了中国是一个世界大

国
,

如果发生世界战争
,

中国就难免被卷入其中
。

两次

世界大战的经验都表明
,

无论中国是否愿意
,

世界战争

一旦发生都可能被强加在中国头上
。

历史经验使毛泽

东以来的中国领导人都把世界战争的危险作为第一安

全问题考虑
。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中国一直警惕世

界大战爆发的危险
,

因此长期执行了全民备战的安全

战略
。

年
,

邓小平对世界战争的危险性进行了重

新评估
,

认为大战 年打不起来
。

冷战后
,

中国第三代

领导人进一步认为
,

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有利于遏止世

界战争的发生
, “

今后 年争取一个相对稳定
、

和平的

国际环境是可以做到的
” 。

因此
,

中国在 年制定的
“

九五
”

规划和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
,

提出了
“

国

际和平环境可继续保持
”

的判断
。

也就是说
,

中国认为

今后 年不会发生世界战争
。

世界战争可以避免
,

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上没有

战争
。

冷战后
,

内战
、

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没有止息
,

相反
,

其发生频率大为增高
,

由 年代的年均
,

起

增至 起左右
,

甚至高于 年代的 起 局部战争

和武装冲突在 年代下半期有下降的可能
,

但不可能

降到很 低的水平
。

导致地区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如政局 不稳
、

民族矛盾
、

宗教矛盾
、

领土纠纷
、

资源争

夺
、

贸易摩擦
、

政治经济利益之争
、

强权政治和霸权主

义
,

等等
。

世界充满矛盾并复杂多变
,

利益冲突和斗争不可

避免
,

但是强权政治是导致矛盾激化为战争或武装冲

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

中国领导人认为
“

不管多么复杂

口阎学通

的问题
,

只要有关各方坚持从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大局

出发
,

着眼于 自己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

总是可

以通过耐心的友好协商
,

找到公正合理
、

切实可行的解

决办法
。 ”

问题是仍有人不能改变冷战思维模式
,

经常

使用武力和强制手段
,

从而导致局部战争与武装冲突

不绝
。

对中国安全环境的认识

冷战后
,

中国的安全环境是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最好时期 对此
,

中国战略问题专家们的看法并不完

全一致
,

但他们对中国安全形势的分析并没有太大的

差别
。

首先
,

他们认为中国 目前遭受外部大规模入侵的

危险是不存在的
,

而且这种安全可以保持一个较长的

时期
。

自新中国成立起
,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
,

中国人

都生活在外部军事入侵的危险之中
。

先是美国的军事

威胁
,

而后是苏联的军事威胁
。

直到 年代后期
,

中苏关系正常化
,

中国才免除苏联军事入侵的危险
。

冷战后
,

中国总的安全状况有了进一步改善
。

目前具

有军事能力人侵中国的国家只有美国和俄罗斯
,

而俄

罗斯是中国战略协商伙伴
,

美国也不愿与中国进行全

面军事对抗
。

其次
,

冷战后中国 的周边安全状 况好于 冷战时

期
。

近几年
,

中国同邻国的边界分歧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解决 与老挝解决了边界问题
,

与俄罗斯的边界问题

有 已经解决
,

与俄罗斯
、

哈萨克斯坦
、

吉尔吉斯斯

坦
、

塔吉克斯坦 四 国签署了边界协定
,

与印度达成了减

少边界驻军的协定
。

中国同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得到

了较大的改善 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

与印尼恢复了

外交关系
,

与越南实现 了关系正常化
,

与印度开始了国

际政治合作
,

与蒙古发展合作关系
。

年
,

中共十四

大就提出
“

我们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

以来的最好时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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