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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威慑在军事斗争准备中的运用

口陈 捷[第三军医大学重庆400038]

[摘 要] 威慑是达成两岸和平统一的有效手段，符合当今世界军事战略发展趋势和现代战

争利益原则。从两岸综合实力对比，我军已具备了对台构成威慑的绝对优势。在实施威慑的过程

中，只有遵循威慑在军事斗争准备中的基本原则，灵活运用谋略，才能达到威慑的预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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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党解决台湾问

题的主导方针。如何促使台湾当局尽快回到“和平统

一”的轨道上来，威慑理论与相应的策略必将是该斗

争行动中一种有效的手段。不言而喻，中国政府必然

致力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策略，如果能达到

“和平统一”的政治目的，乃善之善者也。因此，在“台

独”活动日益猖獗的今天，研究威慑在军事斗争准备

中的运用，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威慑的理论内涵及运用依据

(一)威慑的理论内涵

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制约关系，“威慑，是人

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和普遍的自然现象。

有斗争就有威慑，有战争就有威慑。”[11什么是威慑?

《辞海》的解释是“以声势或威力相慑服。”正如孙子

兵法所言：“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

入之兵，善之善者也”12J。

威慑具有三个要素——实力、决心与信号。所谓

实力指实施威慑者有履行所承担义务的实力，是构成

威慑的关键因素。决心要素包含义务明确、意志坚定

和涉及自身重大利益三个层次，三者相互结合紧密程

度不一，决心的有效性便各不相同。信号要素要求威

慑者准确无误地使对手了解自己的决心与实力，使对

手能对己方前两个因素的地位产生正确的判断力。

简而言之，实力是威慑的基石，决心是威慑的利剑，而

可信度是威慑的精髓。这三大要素缺一不可构成有

效的威慑。威慑者必须具有使用威慑显示实力的决

心、意志和艺术。并通过某种途径，使其构成威慑

效应。

威慑的本质是各种力量的综合，包括政治、军事、

外交、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地理等力量的综合。军

事威慑是国家整体威慑中最为直接、最基本、最可靠

的威慑力。也是我国政府推进祖国统一，粉碎台独嚣

张气焰的重要手段。所谓军事威慑是指在军事实力

的基础上，通过作战或非作战行动，对敌方施加压力，

使敌方产生畏惧而不敢贸然发动战争，从而达到抑制

战争目的的一种军事手段。军事威慑是一种特殊的

军事活动，现在已成为一个国家国际战略和军事斗争

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口1可见，威慑的价

值在于以各种手段进行威胁，造成对方心理的恐惧或

知难而退，从而无需实际行动即可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威慑运用于军事斗争准备的理论依据

1．威慑符合世界军事战略的发展趋势

重视威慑力量是当今世界军事战略的显著特征。

千百年来人类的战争史，从总体上说是一部崇尚威慑．

与实战相结合的战史。孙子兵法日：“上兵伐谋，其次

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2】

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把实战战略推向了‘历

史顶峰，给人类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战后，现代威慑

作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之策，开始成为军事斗

争舞台上的主角，成为引导世界各主要国家和战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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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制定防务政策的理论依据。 保障。从感情上讲，我们不想自己人打自己人；从战

过去，由于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常常使用威慑， 略目标上讲，我们希望回到祖国怀抱的是繁荣、稳定、

因此，有人把威慑等同于强权政治的武力讹诈和战争美丽的台湾岛，而不是一片废墟。

恫吓，而对威慑持排斥和否定的态度。其实，这是一 (三)发挥威慑作用的基本要素

种误解。要充分发挥军事威慑的作用，必须摆正威慑 l。威慑必须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应使对方意

的作用。“我国军事战略中的威慑是积极防御战略在识到没有胜利的把握，或者后果损失惨重以致得不偿

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是一种自卫性威慑，其防御性质失，或者两害取其轻。尤其主动进攻性的威慑更需要

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军事战略性质所决定的。这加倍甚至数倍的战备能力，才能发挥震撼的气势使对

同西方霸权威慑者有着本质的区别。”H1对“台独”威方屈服。

慑是为了祖国统一、防止分裂、维护民族与国家利益， 2．威慑必须具有使用武力的决心。特别要使对

完全是正义的，也是符合世界军事战略发展趋势的。 方相信可能使用武力的决心，从而有所顾虑和担心。

2．威慑符合现代战争利益原则 3．威慑的对方决策者必须有理性。对方的决策

(1)威慑避免战争高成本代价支付 者能够意识到使用武力的后果而作出理性的判断和

战争的历史功用，就是为人类社会中各种利益实选择，否则威慑将失去作用。正如老子所说：“民不畏

体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提供暴力裁决的服务。死，奈何以死惧之?””1

以往一般的战争利益标准是，只要能征服对方，己方 4．威慑的效果必须是军事力量和外交手段结

付出的代价再高也是值得的，得不偿失的胜利同样值合。强大的军事力量结合灵活机智的外交手段，从而

得追求。而现代高技术战争的巨大代价，使人类不得发挥最大边际效用的威慑作用，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更多地考虑战争的得失效益问题。因此，任何一方而达到政治目的。

如果甘心承受巨大的战争利益损耗，他必定是基于这 5．威慑的有效发挥条件。威慑策略的有效发挥

样的判断：得将大于失。 需要依靠决策者的智慧、能力和魄力，善于审时度势、

(2)威慑是促进祖国统一的重要手段 创造条件、抓住时机，运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综

祖国统一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手段是合因素平衡互补，使威慑力量达到最大的限度。

“战”是“和”应该说取决于台方的选择，更确切地说，

是取决于其对战争利益的权衡。对台方来说，只要超 二、军事斗争准备中运用威慑的可行性
越了“三个如果”(如果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研究

割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

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的 威慑能否奏效，关键在于我军是否具有对对方构

界限，则意味着对大陆宣战。在这之前，现代高技术成威慑的综合实力。从另一个角度讲，是看一旦台海
战争的巨大消耗和战争的巨大破坏力是台湾当局所 战争爆发，我军是否有必胜的把握。在战争潜力上，

必须考虑的，只有在确认参战利益损耗将小于不参战 我军已具备了对台构成威慑的绝对优势。

利益损耗的情况下，才会下决心顽固坚持“台独”。否 (一)战争的正义性是“敢打必胜”的深厚政治

则，和平统一只能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对我方来说， 基础

打赢一场战争比遏制一场战争爆发所付出的代价高 1．“一个中国原则”具有不可动摇的事实基础

昂，威慑战略将是我们的最佳选择。这是因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

第一，高技术战争的经济物质资料消耗巨大 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这是被国际社

例如南联盟在科索沃战争中损失超过3000亿美会普遍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正是对历史和现实

元，2000多人丧生，经济倒退20年。如果台海战争爆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在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

发，两岸必将蒙受巨大经济财产损失。这是我们最不土完整的正义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不可动摇的事实

愿意看到的，也是海峡两岸人民所不能接受的。 基础。

第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海峡两岸同宗同祖 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平统一，一国

中国政府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两制”，但绝不放弃使用武力。c61在2004年“对台两办

同胞的，而是针对制造“台湾独立”的图谋和干涉中国公室”的“五一七”声明中，提出“五个决不”、“七项前

统一的外国势力，是为争取实现和平统一提供必要的景”、“两条道路”的政策性宣告。其中特别指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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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祖国和平统一

的前景。但是，如果台湾当权者铤而走险，胆敢制造

‘台独’重大事变，中国人民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彻

底地粉碎‘台独’分裂图谋”。

2．维护祖国统一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战争

正义战争必胜，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丽进行的战争是

正义战争。战争的正义性使我们在国际上能“得道多

助”，在国内能激发起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战斗热情。

台湾当局为分裂国家而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台湾

老百姓没有几个愿意为“台独”而送命，相反，他们对

台湾当局的分裂活动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危害台湾安

全深恶痛绝。在军队中，愿意为“台独”捐躯的人也很

少。陈水扁当选“总统”后，台军中已经有30多名将

领要求退役，提出退伍申请的中下级军官则更多。对

于这一点，“台独”精英们很清楚，他们中的许多人口

袋里已经揣好了美国绿卡，如果台海战争爆发，就作

鸟兽散。因此，一旦台海战争爆发，台湾当局根本不

可能得到岛内广大民众的支持，其所谓“玉石俱焚”战

略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二)军事力量雄厚是“敢打必胜”的强大实力

后冶

1．综合实力对比，我军拥有对台作战的绝对威

慑优势

(1)我军不仅保持着数量优势，也拥有着质量

优势

我军已经拥有世界一流的常规及特种装备。以

我军的装备研制、生产能力和引进消化能力，将来高

技术装备的种类和数量必将成倍增加。

近年来，我军加强了针对台湾军事演习，包括征

用民船和商船作为运输和后勤之用。譬如在1995年

和1996年对台湾地区以进行导弹试射的三军联合军

事演习进行威慑。

(2)从台湾军队的武器装备现状来看，明显劣于

我军

自90年代以来，经过从西方国家大量引进，台湾

军队的武器装备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体系，拥有

了第三代战机、新型护卫舰等国际上最先进的武器装

备。但由于台湾缺乏军事工业基础，大部分只能依赖

进口，从而导致了其致命的两个弱点：一是武器装备

品种多、产地杂、缺乏兼容配套。各军兵种之间、各武

器装备系统之间乃至系统内部的兼容和融合出现出

了许多矛盾和问题，不容易形成整体合力，难以支撑

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联合作战；二是对外依赖性大，

受制约因素多。如果“台独”势力执意要分裂祖国而

引发战争，台湾军队的武器装备储备根本经不起消

耗，能否及时补充还得另当别论。

2．战争状态持续性对比，我军明显优于台湾

现代高技术战争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耗的态势，

表面看来参战的是少量部队，是速战速决，但背后却

是长时间的谋划和战争准备，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台

湾是典型的海岛型经济，自然资源奇缺，90％以上的

物质依赖进口，经济基础极为脆弱。岛内由于人口越

来越多，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序越来越高，对物资的需

求日益增多，对海洋运输、海洋贸易和外部经济的依

赖也就越来越大。联外海上航道是台湾的生命线，只

要对其武力封锁，必将导致台湾经济瘫痪、社会混乱、

政局动荡，根本经不起一场战争或高强度的军事

打击。

祖国大陆幅员广阔，资源丰富，战争潜力大，持续

战争能力强。由于台湾军事地理方面存在劣势，例如

距离大陆太近，四面环海，战场空间狭小，没有回旋余

地，从而导致其在防御上有先天的缺陷：预警短——

战机来袭，时问短促；纵深浅——容易被贯穿分割；决

战快——短时间可解决问题；外援难——以弱击强。

在实战条件下，只要我战略战术运用得当，台湾防御

上的弱点将暴露无遗，根本无法长期对抗。

三、军事斗争准备中运用威慑的基本原则

(一)壮大军事威慑

1．继续完善有限核威慑力量

核威慑是指以核力量的非核使用为手段，迫使敌

人放弃发动核进攻，从而达到国家的政治、军事目标

安全的方略。为了对抗美苏(俄)的核威慑，中国被迫

独立自主地发展了有限的核武力量，以最大边际效用

核威慑进行自卫。我国正是靠着“两弹一星”才奠定

了今天的国际背景地位。实质上，核威慑战略是一种

“攻心术”，它给敌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由此遏止

核战争的爆发。当然，核威慑战略不是万能的、永恒

的，它不能保证永远奏效，永远不发生核战争。但在

今天“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均势下，核威慑战略还是行

之有效的。所以，在现实核战略的国际政治环境下，

中国必须接受并实行核威慑理论，以发挥有效的核威

慑力量。

2．重点建设常规威慑

常规威慑是指国家发展以全面信息优势和精确

制导武器为核心，以联合作战为主要形式的高技术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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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作战力量，用来遏制常规局部战争的现实威胁。核

武器难以在实践中随意使用，面对局部战争和武装冲

突日趋激化的现实，单靠核力量难以遏制战争。常规

军事力量不仅可以用于威慑，也可用于实战，它既能

作为核威慑的补充，更能增强应付局部战争的威慑可

信度。以全面信息优势和精确制导武器为核心，以联

合作战为主要形式的高技术常规作战能力，将是常规

威慑力量建设的重点所在。

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内部的矛盾，在对待“台独”

问题上，显然只能进行常规威慑，而不是核威慑。从

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我们也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对台

常规威慑能力，不需要使用核威慑。

3．适度发展太空威慑

谁控制了太空，谁就能控制地球。随着科学技术

在军事领域内的广泛运用，作战领域正逐步由传统的

陆、海、空三维空间向陆、海、空、天、电(磁)五维空间

扩展。自从1957年10月14日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

人造卫星以来，航天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太空中已有

3000多件航天器，其中70％是为军事目的服务的。

我国神州5号、6号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极大地

增强了我国的军事威慑力。

(二)贯彻灵活威慑

一般来说，根据“台独”分裂活动的威胁性与我军

事力量使用的层次性来划分。对台威慑可分为4种

类型，强度由低到高分别是低强度威慑、中低强度威

慑、中高强度威慑和高强度威慑。在使用过程中必须

贯彻“灵活适度”原则，力争用较低的等级达到遏制目

的，不能奏效时则逐步提高威慑强度，直至实现目标

为止。

(三)重视威慑谋略

军事威慑与军事实践不同。军事实践是把军事

实力转化为暴力并向对方实施，战而胜之。而军事威

慑则主要把军事实力和使用这种实力转化为各种信

息，传递给对方，同过影响对方的心理来遏制对方的

行为。威慑不仅是物质力量的竞赛，而且也是指挥艺

术的较量。要有效地实施威慑，必须统筹全局，运用

国家和军队的整体力量，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

领域，采取灵活的斗争形式。

四、结束语

威慑充满了辩证的哲学观，是掌握“战争与和平”

艺术的最高阶段。战争与和平体现事物两面性，能战

才能言和，才有和平统一的前景。军事威慑是综合威

慑中最为突出的方面，更是威慑理论最后的阶段。在

实现中国统一大业的过程中，必须具备“战略上藐视

敌人”的辩证观；表现“破釜沉舟”决心的辩证观；施展

“兵临城下、和平统一”的辩证观；认识“统一时间表”

的辩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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