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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他的战略思维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关键作用，至今

仍有重大现实意义。他善于处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实践中善于未雨绸缪，尽早确定战略目标; 在重大转折关头随机应变，及时转变战略重心; 实施战略时稳扎稳

打，稳步推进战略步骤。毛泽东的决策方法和艺术是从实际出发，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统揽全局，驾驭全局，抓住中

心和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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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思维，从横向上讲，就是要正确处理实践活

动中各方面的关系; 从纵向上来讲，就是要正确处理

实践活动中各个阶段的关系。简单地说战略思维就

是全局性思维、前瞻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发展性思

维，即把现象放到本质关系中来看待，把局部放到整

体来看待，把静态的问题放到运动过程中来看待。

而战略领导者必须以整体性、过程性、开放性、创造

性的思维方式，以清醒理性、不断创新的科学态度，

以民族利益为重、人民本位的价值取向，以居安思危

的忧患意识来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做到

总揽全局，统筹兼顾，深谋远虑，未雨绸缪。

一、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及特点

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为他的战略预见提供了思想

素材和决策基础，因为有了战略思维就可以提出一

系列攸关全局的问题和战略决策，而所谓战略决策

就是要涉及到战略预见，就是着眼事物或时局发展

前景来决策，就是在风起于青苹之末之时预测它的

发展趋势，尽早采取措施。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

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实践

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名论文和演说

中，毛泽东论述了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所必须

具有的战略眼光和战略思想，实践中必须处理好的

全局与局部 的 辩 证 关 系 ( 整 体 与 部 分、过 程 与 阶

段) 、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以及在运用

战略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事

实原则、价值原则和主体性原则，这是他战略思维理

论的主要基础。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可以看出，战略

思维与实践在其思想和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毛

泽东的战略思维体系中，主要有整体性思维、过程性

思维、开放性思维的特点。

1949 年 3 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的

“两个务必”就是具有远见的战略思维，所采取的行

动就带有战略决策的浓厚色彩。一般说来，革命要

成功了，马上要进城了，这是何等值得庆祝的大胜

利! 进城之后要好好摆宴席庆祝一番也是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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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啊。但是，毛泽东同志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

必须认识到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号召全

党同志务必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保持艰

苦朴素的作风。两个“务必”是毛泽东对整个中国

革命整体性和过程性思维的逻辑必然，同时具有开

放性特点。因此就对革命胜利后所可能出现的消极

和懈怠发出清醒的警告: 决不学李自成! 所以在新

中国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的时候，他才那么果

断。刘青山、张子善是新中国第一大腐败案，是干部

队伍出现的第一大案，两个老红军高级干部，天津地

委书记和专员，当时有很多人去说情。毛泽东就说

了两句话，不谓言之不预也，在 1949 年我就讲过这

个事，第二句话就是杀掉刘青山、张子善起码可以管

20 年。这是从战略的高度决策的典型事例。
1956 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把苏联共

产党历史上一些情况给抖了出来，对斯大林进行了

严厉批评，弄得别的国家的党也非常被动。原来我

们都是跟着苏联走，学习苏联的经验，结果苏联党的

历史有这么多问题，斯大林有这么多错误。虽然发

生在苏联，但是毛泽东马上抓住这个苗头，作出了一

个预见性的思考，就是中国要赶快走自己的路，应该

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

起来，探索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是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

出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在指导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战略思

维的如下特点:

第一，未雨绸缪，尽早确定战略目标。任何事情

都是分阶段来进行的，革命和建设无不如此。怎样

制定不同阶段的目标? 到了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党、

我们领导团队应该把事业推向哪一个方向? 这个方

向的目标是什么? 这是领导核心要考虑的事，而毛

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是走在党的其他领导人前面

的。可以说，毛泽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设计师。

毛泽东 1940 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共产党

搞的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 革命以后我们要建立一

个什么样的社会? 都作了非常具体的描述。包括抗

战胜利前夕，对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作了

规划。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

主专政》，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体和政体作了明确

的界定。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

括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这种国体，都是毛泽东

在 1949 年 7 月《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确定的。

第二，随机应变，及时实施战略转变。领导核心

的战略决策，体现在当下思考的主要矛盾，在时局转

变来临前或出现的时候从复杂的局面当中看清主要

矛盾，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这就叫战略转变。从

土地革命到全面抗战的战略转变的标志就是毛泽东

在西安事变以后提出的从反蒋抗日到拥蒋抗日。过

去我们土地革命时期是反对蒋介石，“西安事变”之

后我们提出的是拥护蒋介石抗日。1949 年党的七

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

这就是战略转变。1953 年又提出从新民主主义转

向社会主义过渡，1956 年八大又把工作重点转向经

济建设等等，这都是大的转变。围绕一个工作领域

也有一个战略转变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外交

开始是一边倒向苏联，1954 年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

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回来跟毛泽东汇报，谈到了西方

外交界的一些动向，毛泽东立刻意识到我们的外交

战略要有所变化。毛泽东在 1954 年 7 月 7 日就说

了，现在看来我们要把门关死是不可能了，有一种有

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对我们的外交战略要进

行一些调整。1964 年中国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个举措在党史上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西方世界

孤立我们，我们跟法国建交就意味着我们在西方的

封锁圈里撕开了一道裂口。在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

依然孤立我们，中苏关系又闹僵了。毛泽东又作出

了一个战略转变，就是特别重视亚非拉穷朋友，并且

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到了 70 年代初期美

苏争霸，苏联取攻势，美国取守势，而这个时候我们

的主要威胁又是苏联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

作出了一个战略转变———联美抗苏，打开了中美关

系的大门，为新中国外交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从

外交一边倒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一步一步都是

根据形势的需要实现战略性的转变，这是毛泽东的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三，稳扎稳打，稳步实施战略步骤。战略转变

后如何用具体的战略步骤去实现它就是战略步骤。

这就是毛泽东经常说的: 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饭要一

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反对毕其功于一

役。这是毛泽东作战略决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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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战略叫“持久战”，

但是光一个持久战战略还不能够很好地去实现这个

战略，还要对这个战略的步骤作出分解。毛泽东作

的步骤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战略防御，第二

阶段叫战略相持，第三阶段叫战略反攻。这就是毛

泽东战略步骤的决策方式。后来邓小平深得毛泽东

的精髓，搞现代化建设的时候，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

说搞现代化无非就是三个步骤，第一步基本解决温

饱，第二步实现小康，第三步在下个世纪中叶，也就

是 21 世纪中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

第四，以小搏大，决策定下来以后善于采取一些

具体的小步骤、小措施去推动。用毛泽东的话说叫

下毛毛雨，心里有个大主意，要推动这个大主意的实

施就要慢慢地在一些场合下点毛毛雨。1970 年底

毛泽东说要打开中美之间的大门，中美双方都有这

个愿望，通过互相试探，通过华沙谈判，通过巴基斯

坦总统传话，中国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都有了互相

接触的愿望，但是怎么才能见面? 尼克松唯一能够

着手的是利用巴基斯坦总统到美国访问，在欢迎巴

基斯坦总统的宴会上说了一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美国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他承认

的是台湾，但是在欢迎巴基斯坦总统的宴会上尼克

松用了一个概念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这是放个气

球，但是当时由于国内比较左，这个方式没有起到效

果。毛泽东开始也放了一个气球，也采取了一个小

步骤，在 1970 年 12 月毛泽东单独接见美国记者斯

诺，还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愿意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

去游泳，作为政治家去不方便，作为一个旅游者去也

可以，我还可以和美国的总统边游泳边聊天。他通

过斯诺传这个话，但斯诺这个话也没有传过去。这

时尼克松和毛泽东作为战略家，作为要打开中美大

门的战略家都苦于找不到时机。后来尼克回忆说这

个消息使他又惊又喜，说从未料到对华的行动会以

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接受了邀

请，中方作出的响应是发给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

队的访问来回应。后来为什么把毛泽东这个决策叫

做小球推着大球转，就是一个小步骤推动了一个大

战略的变化。

二、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方法和艺术

毛泽东把战略思维运用得挥洒自如与他独特的

战略决策的方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战略

思维和大局观也为他作出战略决策提供了思想基

础。他注重调查研究，善于从事物的全局考虑问题

以及他过人的胆识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第一，从实际出发，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

曾说: “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

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

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1］171

也就是说，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一切从实际出发。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进

行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在《反对

本本主义》中，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109

的名言。在 1931 年 4 月 2 日他以总政治部主任名

义发出的关于进行社会调查的指示中，他又进一步

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

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

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对湖南、江西两省的农村作

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说关于农村各阶级的区别和

土地革命的很多政策，就是经过调查研究才弄清楚

的。在《〈兴国调查〉前言》中，他深有体会地说，实

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

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

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

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

域弄出了很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

合的原故。所以必须作详细科学的实际调查。

第二，统揽全局，驾驭全局。毛泽东在《中国革

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指出: “指挥全局的人，最

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

面。”“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

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

问题或动作上。”［1］176 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

下一着好棋子的。毛泽东在看问题时，就总是首先

从全局着眼。在辽沈战役中，首先是打锦州还是打

长春，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毛

泽东从东北战争的全局出发，认为应该先打锦州。

打下了锦州，就可以关起门来打狗，东北的敌人就跑

不掉。当然，先打锦州是有风险和困难的。林彪正

是看到了这种风险和困难，才不愿意先打锦州，而主

张先打长春，因为长春比较好打。作为东北地区的

军事长官，他有这种想法是自然的。但从全局来看，

却不是高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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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毛泽东曾

说，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

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

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

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

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

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毛泽东在处理问

题时，就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敢于牺牲局部

的利益，去换取全局的胜利。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

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为了发展革命力量，为以

后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准备，必须实行第二次国

共合作。而要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就必须作出让

步，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把陕甘宁根据地政府改名为

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

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并停止武力推翻国

民党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明显地是对

局部利益的牺牲，甚至是对奋斗目标的暂时改变，当

时很多人都想不通。但毛泽东指出: 这些让步是必

需的和许可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让步

是完全正确的，没有这种让步，就没有第二次国共合

作，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没

有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第四，抓住中心和关键，学会“弹钢琴”。毛泽

东认为，在众多矛盾之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的; 在很

多工作之中，必有一个是中心。因此，在工作中首先

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中心工作，以带动其他。他

说:“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

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

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

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2］901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就非常善于抓

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在建国初期，革命和建设的

任务都很多，可以说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首先应该

抓什么? 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为国家的

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并明确地提

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当时，有的人认为民族

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应当尽快地加以消灭。毛

泽东认为这是错误的，现在还不能敲响资产阶级的

丧钟。他说: “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

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

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

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

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

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

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

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

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

是这样。”［3］75－76现在，我们在工作中也要紧紧抓住

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不要“四面出击”。

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的同时，毛泽东还提

出“弹钢琴”的工作方法，就是说在集中精力抓主要

矛盾和中心工作的时候，还要兼顾其他工作，以其他

工作配合中心工作。因此，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

作方法》中强调，“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正是因为毛泽东善于“弹钢琴”，所以在各个时期，

都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三、毛泽东战略思维的核心价值及当代意义

贯穿在毛泽东战略思维中的价值原则以及他富

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乐观精神是我们必须汲取和

弘扬的思想和精神财富。

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

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一切从实际

出发，从国情、党情和民意出发，是实事求是思想路

线的前提和基础; 理论联系实际，是贯彻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第二，独立自主的原则。毛泽东一直坚持认为，

民族、国家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希

望有外援，但又不主要依靠外援。必须破除迷信，彻

底打倒依赖别人的奴隶思想，应该独立自主地搞农

业、工业以及技术革命。他认为，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争取外援的前

提和归宿; 而外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但毛泽东决不会拿原则作交易去换取外援。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点，正因为

毛泽东有这样的观点，才使中国的革命建设事业永

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善于从矛盾论角度看问题。毛泽东认为

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但矛盾无处不在，无处

不有。毛泽东认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

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

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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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毛

泽东认为只要抓住主要矛盾，这样才能顺利地解决

矛盾，从而使得社会得到发展。

第四，一以贯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是

一位深具幽默感的革命导师，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甚

至在危急关头，都能够谈笑风生，笑傲强敌，无惧无

畏，迅速定下排危解难的决心，拿出转危为安的办法。

晚年为捍卫中国国家主权与独立自主，他镇定自若，

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帝国主义是纸老

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在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这

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与自信。

毛泽东被公认为 20 世纪杰出的战略家，在领导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他凭借高超的战略

思维能力，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纵横驰骋，导演了一

幕幕威武雄壮、构思新奇的活剧。所谓战略思维是

一种总揽和驾驭全局、照顾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和阶

段、从事物的整体和过程出发思考和认识问题，以追

求整体最优的思维方法。“善弈者，谋势，不善弈

者，谋子”。战略思维是一个出色领导者必备的素

质和能力，是领导者进行战略决策的主要思维方式，

领导的决策水平和领导艺术往往取决于战略思维能

力水平的高低。作为一位领袖，毛泽东的思维大多

数是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毛泽东思维艺术中的精

华，在毛泽东的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对于我们更深刻理解毛泽东

思想，优化思维品质，提高战略思维水平，对于我们

全面实现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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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o Zedong was a great strategist． His strategic mentality and superb art of leadership played a vi-
tal role for the vic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till have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day． He was an expert to
handle the dialec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hole and the parts，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initiatives
and objective laws． In guiding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he excelled in preparing for the rainy day and
determined strategic target early． He reacted adaptively to contingencies in critical junctures and timely switched
strategic focuses． He advanced steadily to implement strategies and strategic steps． Mao Zedong’s methods and art
for decision－making are to proceed from reality，to seriously carry out investigation，to master and harness the over-
all situation，and to grasp the central and key 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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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te autonomy theory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field in Western countri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domestic scholars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study this issue． There have been three stages such as
the stage of introduction via translation，the stage of parallel advancement of normative study and empirical study，
and the stage of comprehensive study． Three major areas have formed including the Marxist lineage，the Weberian
lineage，and studies of state autonomy in contemporary China．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of each stage and each ar-
ea，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achievements and insufficiencies of domestic studies to provide a frame of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udies of state autonomy theory and of state autonomy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state autonomy; introduction via translation; normative study; empirical study; comprehensive
study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