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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外交的变革与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李文 
 

    自 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外交发生深刻变革并取得伟大成就。这 40年间，中国同

世界体系与秩序的关系，经历了由对立者、挑战者、革命者到跟进者、参与者、贡献者的重大变

化；中国外交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总体布局；中国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

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为国与国交往开辟了新路径；中国创造性地提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思想，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指明了新方向。 

    从挑战者到参与者的转变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主动成为国际体系与秩序的跟进者、参与者、贡献者，是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外交完成的一项重要的历史性变革。 

    1978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从 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同时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主题，强调与国际

体系的和平与合作方面，日益重视对国际组织与国际合作机制的参与、完善与创设，以更加积极

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为中国经济社会快速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对二战后国际社会产生的重要经济合作机制和金融机构予以高度重视并要求参与其中。

上世纪 80 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恢复中国的代表权，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恢复了中国的

合法席位。中国于 1991 年 12 月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于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此外，还加入了东亚合作组织（10+3）、G20等多个国际经济组织与地区经济组织。迄

今，几乎全部世界性和地区性的经济组织与合作机制都有中国参加。中国也是国际规则的坚定支

持者与执行者，改革开放 40 年来已加入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和 400 多项国际多边条约，并

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制定方面获得一定影响力与话语权。 

    近年来，中国还同有关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中国东盟执法安全合作

部长级对话”机制，创建“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积极支持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

会议，推动建立“金砖国家峰会”。 

    而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发起创办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了丝路基金，

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都是为世界经济发展增加正能量的新合作机制。截至 2018

年 8月，全球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中国与沿线国

家已建设 80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与沿线 1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并实施了自由贸易协定。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布局 

    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外

交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 

    中国初步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

位的外交格局。中国外交高度重视与世界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断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

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不同单位部门各有侧重，

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使中国对外交往在不同层次都取

得显著成就。截至 2018年 8月，已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达到 178个，其中改革开放（1978年）后

新建交的国家有 60 多个，一些国家则由原来的敌对关系发展为友好关系。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

160多个国家的 4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经常性联络。 

    中国在形成立体化外交格局方面也取得历史性突破。经贸往来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交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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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亮点。截至 2018 年 8月，中国已签订 16 个自贸区协定，涉及 24 个国家或地区。中国与世界

各国在旅游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往来呈现迅猛发展态势。2017年，中国入境外国游客人数

4294 万人次，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 13051万人次。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 60万

大关，达到 60.84万人，同年，共有来自 204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外国留学人员 48.92万在 31个

省（区、市）的 935所高等院校学习。 

    为国与国交往开辟新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开始用“伙伴关系模式”取代冷战时期的“结盟模式”和“不结盟

模式”，为世界范围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使新中国选择了与苏联结盟。上世纪 80 年代，伴

随中美苏关系的变化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确立了不结盟外交政策。1982 年 9 月，邓小平在中

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这

一讲话标志着中国结束了以结盟为目标的“一条线”外交政策。1984年 5月 29日,邓小平在会见

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这一讲话，正式确

立了不结盟的外交原则。不结盟为开展全方位外交和实行全面开放创造了条件。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中国明确提出要与世界其他大国建立不同层面的伙伴关系。1994

年 9月，中俄双方都认为两国关系已达到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水平，1996年 4月正式提升为“平等

信任的、面向 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 11月，中美双方就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

一年后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伙伴外

交”逐渐成为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对中国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积极应对复杂的国

际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 2014年 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

结盟”的重要性，他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

网络。”目前，中国已同 80多个国家和诸多地区组织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平等相待、互

商互谅推动了中国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广泛地参与世界事务,参与国际体系。 

    为不确定增多的世界指明新的发展方向 

    2013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此后 5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国内重要场合 100多次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全球命运休戚与共的发展大势，直面人类社会发展

面临的现实难题，主张国际社会应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强化合作共赢的时代精神，推动建设

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

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各国抓住机遇共同发展、为解决世界向何处去等问题提供了全新选

择，为新形势下全球化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新的历史时期世界发展性质、特征和趋势尤其

是世界格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判断、阐释和预见，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如何建设这个

世界”等重大问题，是对世界各国人民推动和平与发展这一崇高事业所取得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

和理论升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产生，标志着人类对自身历史的把握、对现实世界的认

识、对未来发展的探索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外交理念领域取得的最为

重大的创新性成果。 

    2017年 2月 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55届会议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

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随后，从这年 3 月到 11

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人权理事会决议以及联大两份相关安全决议，频频写入“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表明这一理念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