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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 
——兼评朝鲜战争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宋继和  [齐鲁师范学院  济南  250001] 

□罗宝成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威海  264209] 

 

[摘  要]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被迫同美国进行的一场正义的自卫战争，其对中国政

治、军事、经济、外交、国家统一以及世界战略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利用朝鲜战争制造了

台湾问题，使新中国失去了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宝贵时机，使得台湾问题成为中美

关系正常化中极为敏感的核心问题。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对台方针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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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迅速

做出反应，宣布武装干预朝鲜内战，组织以美军为

首的“联合国军”侵入朝鲜，并同时出动第七舰队

侵入中国的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

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美国的侵略行径予以了猛烈

地批判和抨击。9月30日，周恩来就朝鲜战局发表重

要演说，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周恩来指出：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

永不害怕反抗侵略的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

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

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是企图把中国近五万万人

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杀和破坏这四分之一

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

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1] 24。

不能“置之不理”，就是明确告诉以美国为首的联合

国军，中国不会任凭朝鲜战局发展而没有动作。同

年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大使潘尼迦，

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请潘尼迦大使向美国方面明确

转达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

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

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1] 25。可见，中国出兵参战，

事先并无任何秘密可言。而美国对中国的一再警告，

却置若罔闻，竟解读成为一种“口头上的威胁”，认

为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姿态，仍然不顾一切地向鸭

绿江推进，终于将建国仅仅一周年的新中国拖入了

战争之中。 

处于危难之际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领袖金日

成，于10月1日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急电求援，并

派副首相兼外相朴宪永到北京求救，请毛泽东、中

共中央火速派遣人民解放军入朝作战。10月7日，美

军不顾中国的严正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向中朝

边境迅速推进。10月8日，毛泽东发出组织志愿军赴

朝作战的命令。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抗美

援朝战争，并于25日取得了入朝后的第一个胜仗。

随后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把美国侵略军从中朝

边境打回了三八线附近。后来，美军多次反扑，也

未能改变战场态势，战线在三八线附近胶着下来。

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义举，为朝鲜战争的最终谈判

解决创造了基础性的条件。 

本来，志愿军出国作战，开始也想从根本上一

举解决朝鲜统一问题。毛泽东当时认为对付现代化

装备的美军，同对付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部队大概

没什么大的区别，国民党军队许多嫡系精锐不也是

全部的美式装备吗？而根据解放战争歼敌的经验，

我们在战争后期，一次消灭国民党部队几个师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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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军，都不过是小菜一碟。因此，毛泽东认为，

使用两个兵团以上的优势兵力，在20天左右歼灭10

多个师的美英军（主要是美军，因为英军入朝参战

的还不足一个师）以及部分南朝鲜部队，应该是可

以做到的。而如果做到了这一步，朝鲜问题就可以

彻底解决了。朝鲜问题解决后，中国的台湾问题也

就迎刃而解了。但战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志愿军与

美军装备差距太大，且美军的战斗意志和作战训练，

不知要比国民党部队高出多少倍，尤其是现代化的

后勤保障以及战场救护和支援能力，更是国民党部

队不可比拟的，也是我军当时无法想像的。在朝鲜

战场上，志愿军不仅集中人数绝对优势的兵力，一

次消灭美军一个师做不到，而且一次歼灭一个团的

战斗也只有在第二次战役中出现过仅有的一次（对

这一次是否全歼也还说法不一），一次消灭美军一个

营都是相当困难的。当然成建制的消灭南朝鲜部队

的战斗打过不少，但是志愿军在朝鲜的主要对手毕

竟是美军。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后来提出的持久

战的战略和零敲牛皮糖的战术才真正符合了两军装

备上的差距和朝鲜战争的实际。最终志愿军在付出

了巨大代价的前提下，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

胜利。 

同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较量，一方面充分体现

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惧强敌、不怕威胁、敢

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壮志豪情，显示了真正站立起

来的中国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使人民解放军及

其领袖，从感性和理性上真正认识和把握了什么是

现代化战争，还有我们军队离完全打赢现代化战争

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等问题。这对于人民解放军的现

代化、正规化建设，无疑是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和借鉴。 

本文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中美生死搏杀，中

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牺牲以及美军的严重伤亡，给

中美两国的教训都非常深刻。后来，毛泽东、周恩

来在处理台湾海峡危机问题时，多次命令部队只打

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及其舰艇，而不打美军，甚至

美军开炮，没有命令也不准还击，就是为了防止中

美两军擦枪走火，力避同美军再次大打起来。因为

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短期内是无法弥补的，而且在

海军、空军的装备上，我军与美军相比，比在陆军

装备上的差距更是大得惊人。当然，美军于1950年

在台湾海峡采取的军事冒险行动，屡屡实行的战争

边缘政策，也是色厉内荏、自欺欺人的。当其看到

解放军真要动武时，却不敢发一枪一炮，赶紧掉头

撤出危险地域，应该说也是接受了朝鲜战争的教训，

尽最大可能不再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 

二 

必须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是迫

不得已的，绝不是没事找事。因为美国武装部队以

朝鲜战争为借口已占领了中国台湾，在东南方向对

新中国构成了巨大威胁，并且支持法国军队在越南

作战，在南方也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如果再听任其

大军压在鸭绿江边，那么中国的东北边境就绝无宁

日了。毛泽东后来与好友周士钊谈话时曾说到：“现

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

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

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

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

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

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

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

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

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

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2] 18。正是为了解除对国家安全的巨

大威胁，中国只能出兵朝鲜，打一场保家卫国的战

争，因此，我们进行这场战争从实质上可以说是被

逼无奈之举，完全是正义的行动。 

美国对中国的侵略，不仅表现在侵占台湾上，

还表现在美国作战飞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管辖的领空的多次侵犯和对中国船舶的多次拦截。

美国的这些行动已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侵略行为。

因此，志愿军的行动首先是国际法赋予一个主权国

家政府的正义的自卫行动。正如毛泽东在1951年10

月在政协会议上所讲的：“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

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

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

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

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

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

性”[3] 483。周恩来也指出：“朝鲜问题对我们来说，

不单是朝鲜问题，连带的是台湾问题，美帝国主义

与我为敌，它的国防线放到了台湾海峡，嘴里还说

不侵略不干涉。它侵略朝鲜，我们出兵去管，从我

国安全来看，从和平阵营的安全来看，我们是有理

的，它是无理的”[4] (87)。 

杜鲁门6月27日发表声明，表明美国已经从朝鲜

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3条战线摆出了威胁新中

国的战略态势。在当时国际政治背景和美国顽固敌

视新中国的情况下，中美之间进行一场武装较量具

有某种必然性。而如果要进行同美国的军事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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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3条战线中，朝鲜战线对中国是最有利的战

线。中朝之间有1000多公里的陆上边界，交通运输

条件较好，朝鲜半岛靠近我国重工业基地东北，便

于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供应，尤其是朝鲜靠近苏联，

便于取得苏联的间接援助。中国与苏联订有友好同

盟互助条约，苏联军队还未从中国东北完全撤离，

美国想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时会有更大的顾虑。

因而在朝鲜与美国较量，中国取胜的把握比较大。

而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会大大有利于在其他

两条战线上与美国进行的较量。有人说，美国打到

鸭绿江后，未必会继续进攻中国，因而中国出兵朝

鲜是得不偿失。对于这个问题，当时中国领导人已

想得很透彻了。彭德怀的想法是：如果不出兵，“美

国即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

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他要发动侵华战争，

随时都可以找借口”[5] 257。毛泽东更是从战略的高

度深刻指出：“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

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

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

将被控制。”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

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6] 103-104。毛泽东

把东北及其南部的电力供应，作为一个问题专门提

出来绝不是偶然的。当时中国重工业集中在东北南

部，军事工业也几乎都在离中朝边境不远的沈阳、

长春、哈尔滨、佳木斯一线附近。这些重工业和军

事工业都对鸭绿江有着直接的依赖。一旦美军兵陈

鸭绿江边，对其影响将是灾难性的，这就等于把一

张决定中国命运的王牌交到美国人手里，什么时候

打这张牌，完全取决于美国政府决策人的愿望和动

机，而我们只能盘马弯弓、枕戈待旦，随时处于临

战或紧张备战的状态。 

在当时两大阵营处于严酷冷战，彼此在政治、

经济、价值取向等方面尖锐对立的大背景下，美国

极端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正如周恩

来所分析的那样：即使我们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

那也是不行的，“消极防御也要花许多钱，例如改装

一个飞机场就要一亿斤小米，东北修八个，关内修

三个，就要十多亿斤小米，飞机场外还有许多设施，

所费甚大。再有工厂搬家，许多工厂无法按计划生

产下去。军事上，除装备之外，还有兵力问题，鸭

绿江一千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

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

产建设”[1] P30？所以让美国军队打到鸭绿江边，再

指望他们遵守那根本靠不住的“就此止步”的许诺，

还不如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

该出手时就出手，派兵入朝，以战止战，把美国打

回到三八线以南去。这样既有力帮助了朝鲜人民反

抗外来侵略干涉，又可以保证中国东北边疆有一个

安全屏障。在毛泽东、周恩来出兵援朝的战略决策

中，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是高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字准确地概括了出

兵朝鲜决策的全部意义。当然，就我们的本意来说，

中国人民是很不愿意打这一仗的，实在是美国霸权

主义欺人太甚所致。实际上从中国出兵的时机上来

看，美军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才出动对我们也是很

不利的，因为等敌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才出兵御敌，

显然是太晚了些。假如中国出兵是主动的话，那么，

在朝鲜内战爆发初期或朝鲜人民军刚打到釜山时，

我们就出兵，则很快就可以帮助北朝鲜夺取战争的

全胜。晚出兵非常准确地说明了我国参战完全是被

迫的，是不得不做出的艰难选择。胡乔木同志在回

忆毛泽东的文章里曾经讲到，毛泽东一生最艰难的

决策共有两次，其中一次就是关于出兵抗美援朝的

决策。可见这个决策不是轻易就可以做出的。抗美

援朝的目的是为了保家卫国、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其现实主义原则始终是第一位的。 

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在做出出

兵决策时，毫无疑问也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

识形态以及崇尚和平公理的道义的动机。新中国和

苏联以及北朝鲜，同属社会主义阵营（虽然中国当

时还没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

是确定不移的，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也是确定不移

的），斯大林和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毛泽东、

周恩来不可能不考虑；北朝鲜在历史上就和中国有

着千年以上的友好关系，一直是中国的友好邻邦，

而且朝鲜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解放的历

程中，有着长期相互合作与支持的历史。金日成就

长期生活在中国，抗日战争时也曾是中国东北抗日

联军的一名战将，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有着很深

的个人友谊。邻居与朋友有难，中国共产党人决不

能隔岸观火。由此，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与道义目

的又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 

而且，支援朝鲜打败美国侵略者、巩固朝鲜北

方的社会主义政权，还可以使当时新中国有一个好

邻居、好伙伴、好兄弟，从而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安

全。周恩来后来对中国投入这场反侵略战争的原因

作了明确的说明：第一，援助朝鲜抗击美国的侵略

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朝鲜问题是一个国

际问题，它同国际上的其他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朝

鲜人民的长期抵抗，将更增加问题的国际性。同时，

朝鲜要胜利，也必须得到国际的援助。尤其是在困

难的时候，更需要国际的援助。我们应该发扬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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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义。只有朝鲜胜利了，和平阵营才不会被打开

一个缺口。如果朝鲜这个缺口被打开，则其他方面

要相继被打开”[1] 29。第二，抗美援朝是保卫祖国安

全的需要。“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

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

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

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况且敌人如果将朝

鲜侵占了，也不会就此罢手。所以，从朝鲜在东方

的地位和前途的展望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

齿相依的关系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1] 29-30。因

此，对美国侵略者不抵抗，敌人就会得寸进尺，走

日本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

鲜的老路。就美国侵略朝鲜而言，从中国的安全和

世界和平阵营的安全来看，都需要我们出兵，这是

确定无疑的。 

三 

朝鲜战争和新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

朝鲜、甚至整个远东和世界的影响都是多方面的。

仅就中国的完全统一来看，朝鲜战争对中国共产党

彻底解决台湾问题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根本上阻

碍了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实现，为中美两国关系可

能的正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美国利用朝鲜战争制造了台湾问题。随着新中

国成立蒋介石政权逃亡台湾后，美国政府曾表示无

意介入中国的内战，暗示美国不会阻止中国人民解

放台湾。然而朝鲜战争突然爆发后，美国政府却出

尔反尔、自念其言，对台湾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

就发表公开声明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共产党

的部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

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任务的美国部队”，并说

“我已经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

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

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7] 233-234。这

一声明是美国公开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的宣言，

而且以此为契机，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又同台湾

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对台湾给予了全面支持，开始

直接以武力阻挠中国统一。 

美国政府对台政策之所以会有如此根本的变

化，是因为美国政府把朝鲜战争的爆发同新中国的

成立联系起来了，荒谬地认为是苏联和中国共同策

划了北朝鲜对南朝鲜的进攻，而且更错误地认为朝

鲜战争是苏联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先声。这一奇

怪的思维方式最终导致美国政府决定对新中国进行

遏制和打压。而台湾又是近邻中国大陆腹部的大型

岛屿，败退到此地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又与大陆共产

党政权“不共戴天”。因而，美国政府决定将台湾划

入其战略防御圈之内，采取援蒋保台政策，以与大

陆的共产党政权相抗衡，最终达到遏制远东甚至整

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 

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变化，为当时以及日后两

国关系可能的正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从

根本上阻碍了中国统一大业的实现。从此，台湾问

题就成为中美关系能否正常化的核心问题，也成为

中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对外关系最敏感的问题。 

中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对台方针和政策。本来，

在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中

共中央、毛泽东估计到国民党有可能把最后的落脚

点放在台湾，于是做出了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并

明确提出了“解放台湾”的口号。随着南京、上海

的解放，中共中央军委开始着手进行解放台湾的军

事部署。蒋介石退守到台湾以后，随着1949年底全

国大陆全部解放（西藏除外），中共中央明确将解放

台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却

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转移战略重心，暂缓武力解

决台湾问题的步伐，对台湾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

御，祖国完全统一大业功败垂成。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注

意力重新转向台湾海峡。毛泽东指出：“朝鲜停战

了，我们身上的担子一下轻了很多……我们现在已

经可以腾出手了，我看该集中力量去解决台湾问题

了。从现在起，就应该就此着手准备，要长治久安，

不解放台湾不行”[8] 51。1954年7月，中共中央做出

“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并强调必须向全国、

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于是，祖国大陆

掀起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高潮。但是，随着国

内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越来越

变得与东亚乃至世界的大趋势不相适宜。为了中华

民族的长远利益，从最终祖国统一的根本大计着想，

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探索其他解决办法，

并由周恩来在外交方面寻找机会，争取和平解放台

湾的可能。1955年4月，周恩来在出席万隆会议期间

首次向外界表达了中国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

湾的信息。周恩来指出：台湾问题，“如果美军撤退，

我们是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如蒋介石接受，

我们欢迎他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只要蒋介石同意

中国的和平和统一，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并且派代

表来北京谈判，我们相信即使蒋介石本人，中国人

民也可以宽恕他”[9] 34。这一立场在国际社会引起强

烈反响，得到各国代表的普遍赞誉。此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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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很多场合多

次谈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表明，由于朝鲜战争

和抗美援朝战争带来的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中

国共产党逐渐改变了对台政策，由原来的“武力解

放”逐渐过渡到“和平方式解决”，从而使国共两党

由战争状态走向了长期隔海对峙的局面。 

同时，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

也给困守台湾、孤立无助的蒋介石政权提供了一个

绝处逢生的最佳时机。偏居几个海岛的蒋介石国民

党政权利用朝鲜战争得以在台湾苟延残喘，整顿内

部，稳定民心，借着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逐渐恢

复了经济活力，走上了一条正常发展的道路，使得

偏居一隅的“中华民国”也得以维持至今。这可以

算作他一生的一次巨大成功吧。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后来多次顶住了美国分裂中国

搞“台湾独立”的图谋，表现出了应有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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