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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工作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 从时代高度、 发展角

度和世界维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外交工作的领导， 可以得出以下几条基本经验： 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 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准确把握国际社会的时代主题， 迅速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 牢记

中国的身份定位， 创造性地坚持独立自主，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多年来， 正是因为我们党不断深刻总结和正确运用上述历史经验， 中国外交才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程，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形成了全方位、 多层次、 立体化的外交布局。 继续坚持上述

经验原则， 新时代中国外交将变得更加主动、 更加自信、 更加成熟。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外交工作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两个大局　 独立自主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多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外交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经受住

了严峻考验， 走过了波澜壮阔的风雨历程， 有力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为中华民族复兴的

千秋伟业营造了安定和平的外部环境， 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宝贵经验。 以史为

镜， 可以知兴替。 总结党领导外交工作的基本经验， 对中国外交更好地走向未来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 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外交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

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 “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 全

党全国必须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 丝毫不能动摇。”① 在每一个重要关节

点上，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都为中国外交的成功推进提供了政治保障。
新中国成立前夕， 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立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９４·
①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２２ － 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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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倒” “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并将这些原则写入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 《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完成了党的对外政策的法律化过程。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在美军不

断逼近中朝边境之时， 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讨论， 最终作出抗美援朝的历史性决定。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 １ 日， 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 中央政治局决定于 ６ 月上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讨

论中美和解和国际形势等问题， 为中美关系解冻统一党内高层思想。
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的对外政策面临根本性转变。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新

时期的外交方针。 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阐述了新时期我国外交的基本方针， 即独立自主、 不做

附庸、 对外开放， 这一内容后来反映在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 １９８９ 年春到 １９９１ 年底， 国内国

际风云变幻， 中国外交面临严峻挑战。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重申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

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以及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

以何种姿态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将与各国

人民携手努力，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长远目标。 这标志着建设和谐世界正

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战略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

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有力推动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召

开的党的十九大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召开的中央外事

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当前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
当前， 我国外交工作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 对外交往的渠道更加多样， 这就尤其需要加强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不断完善对外工作体制机制， 逐步强化对各领域、 各部门、 各地方对外工

作的统筹协调， 形成对外工作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８ 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
“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 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 “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 政

党、 政府、 人大、 政协、 军队、 地方、 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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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

实处。”①

二、 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领导外交工作的根本宗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仁

人志士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 但他们既没有找到正确的思想， 也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 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成为

·０５·

①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外交工作的历史经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但新中国成立时仍然是一个积

贫积弱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３０ 年， 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就是让新中国 “站起来”， 即保

障国家生存与发展、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使新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 在妥善解决

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迈向民族复兴的新阶段。 为维护国家安全、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 中国进行了抗法援越和抗美援朝战争， 将美法帝国主义驱离中国国境线；
进行了中印、 中苏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捍卫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通过炮击金门粉碎了美国企

图搞 “两个中国” 的阴谋。 在这一阶段， 中国与一大批国家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 并成功恢复

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获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承认。
改革开放是民族复兴之路上的另一座里程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

济建设上来， 外交工作就要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为此，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敏锐捕捉到世界形势的新变化， 对时代主题作出了新的判断， 即由

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 并以此为依据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邓小平外交思想。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马克思列

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观察世界、 分析世界所形成的理论成果。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

外交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创新发展， 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 江泽民依据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

是当今世界的历史大势， 作出了中国发展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 确立了新时期中国外

交工作的总体目标与根本宗旨， 即推进现代化建设， 完成祖国统一， 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

展。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 中国外交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

局面， 有力地服务于民族复兴的需要。 中国与所有大国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 有力促进

了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和平稳定， 推动了大国合作。 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 巩固和

发展了同传统友好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国际事务，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成立博鳌

亚洲论坛。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确立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方针， 深化了对重要战略机遇

期的认识， 提出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倡导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在以胡锦涛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 中国进一步完善了总体外交布局， 强化了国家发展与外交工作的

紧密联系； 提出外交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 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公民和机构的领事保护和服务

工作。 中国外交形成了多层次、 多领域外交统筹协调、 相辅相成， 双多边结合、 政经文互动的外

交架构， 服务于民族复兴大局的宗旨更加明确。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 明确了中国外

交的根本宗旨是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和平发

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中国已经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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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 新形势下对外工作要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维护和延

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强有力的外部条件支持①。 中国外交在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指引下必须维护世界和

平、 促进共同发展。 维护世界和平， 必须确保中国作为新兴大国避免与守成大国落入 “修昔底

德陷阱”； 必须在世界各国利益交融、 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 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必须始终坚持通过对话与谈判和平解决领土和领海争端， 促进地区和平稳

定； 必须坚持通过以对话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国际热点问题， 反对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唯

一手段； 必须积极开展反恐、 反毒、 维护网络安全等国际合作， 积极参与建设联合国国际维和与

安全保障机制。
实现共同发展， 需要致力于构建互利共赢、 团结合作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新体制。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有在开放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下才能实现。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的实践告

诉我们， 中国只有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与世界各国互利合作、 共享繁荣， 才能实现持续的

发展。 为此， 中国既需要加快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 努力推动对外开放向更高层

次、 更高水平迈进， 又要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发展。

三、 准确把握时代主题

时代主题反映了在某一历史时期内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总体形势。 准确把握时代主题

是科学制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列宁在 ２０ 世纪初准确判断出当时的时代主题是 “战争与革

命”②， 这一判断构成了十月革命、 中国革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

基础。
在这一时代主题和时代背景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民族独

立、 人民解放， 成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不仅成功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残余势力

的进攻， 维护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 还进行了援越抗法斗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有力维护了远东

地区的和平， 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 中国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力支持， 有

力推动了这些地区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 ２０ 世纪世界各国尤其是亚非拉国家轰轰烈烈的民族解

放运动， 有力证明了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判断的科学性。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 国际形势发生了新变化。 邓小平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逐步

形成了关于时代问题的新判断。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

·２５·

①
②

参见习近平：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列宁选集》 第 ２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６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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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问题。 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 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概括起来， 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南北

问题是核心问题。”① 党的十二大以来， 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 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 成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全球发展的中坚力量。 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

政治， 致力于与所有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 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国际争端。 中国呼吁世界各国尊重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 大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与

法治化， 积极参与并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 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 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与

繁荣。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潮流不可逆转， 各

国间的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 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与此同时，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霸权主

义、 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上升， 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升温。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就是从根本上回答如何应对这一大变局、
如何构建一个美好的世界的问题，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深刻把握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

严肃思考。

四、 迅速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

迅速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党制定外交政策的国际依据。 影响外交政策制定的最重要因素之

一是国际环境的变化。 所谓与时俱进的 “时”， 其主要内容就是国际环境的变化。 因此， 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科学研判国际环境的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 是党中央、 有关部门

和专业机构的重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多年来， 中国一直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的国际环境当中。 我们党坚持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科

学把握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规律， 科学总结历史上国际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经

验， 全面客观地分析国家发展与国际环境的互动关系， 对不断出现的关系全局、 影响重大的新情

况新问题作出及时正确的判断， 制定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外交政策。
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断定美国必将与新中国为敌， 从而下定向苏联 “一边倒” 的决心，

并写出 《别了， 司徒雷登》 一文， 以示与美国的彻底决裂。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毛泽东根据亚非拉

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西欧形势的变化， 阐述了著名的 “中间地带” 理论， 为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

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 党中央认真分析了美苏争霸形势以及中国面临的安全威

胁， 果断将苏联判定为中国主要的安全威胁， 从而为中美关系解冻以及 “一条线、 一大片” 战

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３５·
① 《邓小平文选》 第 ３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第 １０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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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断定世界大战在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 并提

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 为改革开放初期外交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使世

界进入一个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 邓小平没有为国际形势一时的复杂变动所惑， 继续坚持和

平与发展的时代观， 提出冷静观察、 稳住阵脚、 沉着应付、 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 绝不当头的

２４ 字外交方针。
冷战结束后， 和平发展、 合作进步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期待和追求， 成为时代发展的潮

流。 江泽民科学分析世纪之交世界的主要矛盾， 进一步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但也

承认威胁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并且持续增加。 总体和平、 局部战乱， 总体缓和、 局部紧

张， 总体稳定、 局部动荡， 是中国外交所必须面对的国际局势基本状态①。 这一论述抓住了世界

的主要矛盾， 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外交提供了理论指导。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胡锦涛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 强调中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但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出现了新变化。 为此， 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 科学评估与充分预计国家发

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 切实提高机遇把握能力、 风险化解能力和复杂局面应对能力，
努力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由此推动世界格局正在经历 “东升

西降” 的重大变化。 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中国将以什么样的身份、 发挥怎样的作用，
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 习近平外交思想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 习近平外交

思想提出的一系列理念、 原则和主张， 包括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打造全球伙伴关系， 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 引领全球治理体

系改革等， 都是着眼于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结合起来， 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

民的长远利益统一起来， 把实现中国梦与实现世界梦联系起来， 努力实现中国与世界的良性

互动。

五、 牢记中国的身份定位

牢记中国的身份定位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外交政策的政治依据。 一个国家在同一时期可以有多

种身份， 比如， 冷战时期的苏联既是超级大国， 也是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既是第三世界国家， 也

是社会主义国家。 一国的外交政策唯有与其国际身份和国际地位基本相匹配， 才不会出现大的政

策失误。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多年来， 中国始终在准确把握自身身份定位基础上科学制定对外政策。 新中

国成立之初， 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和打压遏制，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加入以苏联为首的

社会主义阵营无疑是一种现实选择。 作为摆脱了西方列强压迫而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 中国积极

·４５·
① 参见 《江泽民文选》 第 ３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３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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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是应有的政策立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

改革开放政策的决定， 这是与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分不开的。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中国提

出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致力于打造 “朋友圈” 而不是 “盟友圈”， 这是与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分

不开的。 近年来， 中国强调自身发展中大国的身份， 积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国际

事务中， 坚持多边协商政策立场。
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一贯强调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互利合作关系。 习近平主席

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 强调 “无论发展到哪一步，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中国

都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过去、 现在、 将来都

不会改变。”① 中国和非洲历来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在就任中国国家领导人后的首

次出访就选择了非洲， 并在访问过程中提出了 “真实亲诚” 的对非政策理念。 他在解释 “真
实亲诚” 四个字时表示： “对待非洲朋友， 我们讲一个 ‘真’ 字”； “开展对非合作， 我们讲一

个 ‘实’ 字”； “加强中非友好， 我们讲一个 ‘亲’ 字”； “解决合作中的问题， 我们讲一个

‘诚’ 字”②。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第七届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 ５４ 个非洲国家代表团与会， 包

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 ２６ 个非洲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出席， 成为迄今中国举办的规模最

大、 规格最高的主场外交活动。 ２０２０ 年以来，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非洲大陆因医疗卫生

基础薄弱， 抗疫形势异常严峻。 中国挺身而出， 无私帮助非洲国家抗击疫情， 得到非方的高

度评价。
中国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大国。 中国历来强调大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责

任。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发挥负责任大国建设性作用， 向世界展现了一个

大国应有的国际担当。 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在世界和平与安全领域发挥的主要作用， 积极参与联

合国框架内的维和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支持提升广大发展中

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 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 太空治理等 “国际公域” 治理问

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制定相关规则规定， 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建设性作用。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世界经济持续低迷， 增长缓慢， 而中国多年来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３０％ ， 成为推动世界繁荣稳定的中坚力量。 ２０１３ 年， 中国提出 “一带一

路” 倡议， 力图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实现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 在国际秩序遭到

破坏的关键时刻为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 近年来， 中国成功举办多场主场外交活

动， 包括 ＡＰＥＣ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等一系列重大会议， 向世界发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

国声音。

·５５·

①
②

习近平： 《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习近平： 《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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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是党领导外交工作的活的灵魂。 在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上， 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即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前提下， 坚持共产党在思想上、 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 壮大武

装， 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进行抗日战争。 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国共产党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

主原则运用到外交领域， 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独立自主， 就是要从中国人民和世

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政策立场。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们

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 坚定维护国家独立、 主权、 尊严， 同时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 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 与帝国主义、 霸权主义、 殖民主义展开了坚决

斗争。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并不是僵硬地、 无条件地自我孤立， 拒绝一切外来的帮助和援助， 而是

要把坚持独立自主与现实情况结合起来， 形成切实可行的具体政策。 中国在不同时期赋予独立自

主原则以不同的内容和含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实行向苏联 “一边倒” 的政策， 表面上似

乎背离了独立自主原则， 其实是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创造性运用。 当时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十分

险恶， 维护新生社会主义政权是重中之重。 能够帮助中国的只有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

种情况下， 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是唯一的选择。 事实证明， 与苏联结盟并不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

性。 中国在阵营中虽是较弱的一方， 但在事关主权和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毫不妥协， 坚持自身立

场， 有力维护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独立自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中国在反思新中国成立前 ３０ 年对外政策的经验教训基础上， 对新时期如

何坚持独立自主逐步形成了新的思考。 新时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 是指中国坚持在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 在国际政治、 经济、 文化和科技交往中坚持独立自

主， 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既不依附于任何超级大国， 也不同任何超级大国结盟或建立

战略关系； 主张世界上的事应由有关国家协商解决，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当时中国强调独

立自主主要是侧重于 “不结盟”， 具体来说就是 “四不一全”， 即不结盟、 不孤立、 不对抗， 不

针对第三国， 全方位开展外交活动。 中国不打别国牌， 也决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 任何大国或

国家集团不要指望中国的屈从或依附， 不要指望中国吞下损害国家利益的苦果。

七、 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是党领导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 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进入 ２１ 世

纪以来， 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努力争取和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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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定的内外环境。
从国内大局来看， 当前中国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 涉及经济、 社会

和生态等方面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和矛盾增多， 内部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

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维护国家安全， 必须做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
做好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工作， 从制度、 机制、 政策、 工作上积极推动社会矛盾预防化解工作。”
“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加大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力度，
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① 具体而言， 在政治安全方面， “我们一定要增强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矢志不渝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

进”②。 在经济安全方面， 我们要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定推进改革， 妥善应对风险挑战， 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 经济社会保持平

稳健康发展。 在社会安全方面， 我们要增强发展的全面性、 协调性、 可持续性， 加强保障和改善

民生工作， 从源头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
从国际大局来看， 虽然目前世界总体和平态势可以延续， 但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

出， 世界经济缺乏持续增长的动能， 全球贫富差距日益加剧， 部分地区冲突不断， 气候变化、 重

大传染性疾病、 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国际社会面临许多共同挑战③。 基于此，
中国着力从三方面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 一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走出了一条

“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 的国与国交往的新路， 较好地处理了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

间的矛盾。 二是维护稳定的周边环境。 中国积极在周边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推动构建新

型区域安全机制， 维护周边安全稳定大局。 三是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中国呼吁加强国际社会

共同应对资源匮乏、 粮食短缺、 网络安全、 气候变化、 打击恐怖主义、 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

球性挑战的能力， 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推进全球治理规则的民主化、 法治化， 推

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八、 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党领导外交工作的操作原则。 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和利益需求

不尽相同， 因此国家之间发生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 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

一， 积极寻求妥善解决国家间矛盾与冲突的有效途径。
在 １９５４ 年日内瓦会议期间， 周恩来总理在坚持根本原则立场的同时， 数次采取灵活变通的

·７５·

①
②

③

习近平： 《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　 为实现奋斗目标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７ 日。
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６９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６ － １７ 页。
参见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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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提出合理折中方案， 为会议最终达成相关协议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 １９５５ 年亚非会议期间，
当有国家攻击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时， 周恩来没有僵硬地坚持原则立场， 与对方展开无谓的辩

论， 而是强调 “求同存异”， 即允许各方保留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 不就这些不同点展开辩

论， 努力寻找双方的共同点。 正是这一原则和立场保证了亚非会议的成功举行， 最终形成了名存

史册的 “万隆精神”。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 中国相继与缅甸等国成功划定了边界。 在划界谈判前， 中国制定了解

决陆地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 在与具体国家进行谈判时， 中国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本着

互谅互让的精神妥善解决了分歧。 但是， 当双方立场严重对立， 且对方先行挑起冲突时， 中国也

坚持底线原则， 在必要时进行自卫反击，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中， 中国既要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大局， 也要维护本国利益不受

侵害， 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 我们一贯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中方绝不允许美方以

任何借口和方式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在处理具体问题过程中则视情况而采取灵活

措施。
在 “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 中方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就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

一。 一个项目， 无论是事前协商、 事中建设还是事后分利， 双方都会有各自的利益和考虑。 应允

许双方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前提下， 通过谈判找到利益共同点和均衡点， 本着互谅互让、 合作共赢

的精神达成共识， 这中间就展现了合作的灵活性。
正确义利观也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坚持义利统一， 这是我们的原则。 但在某些情

况下， 中方可以多予少取， 甚至舍利取义， 这就体现了必要的灵活性。 比如， 当债务国遭到严重

自然灾害或者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时， 中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施缓债计划或减免其债务。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风云变幻， 危机与良机相互交织。 与此同时，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面对大变局与新时代， 我们要不断深入总结和科学运用党领导外交工作的基本经验， 把

思想认识统一到习近平外交思想上来， 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在大变局与新时代的相互激

荡中奋发有为，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

局面！

（徐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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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ｄｅｅｐｌｙ ｇｒａｓｐ ｉｔｓ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ｌｏｇｉｃ，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ｕｔ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ｔｏｐ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ｉ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ｉｎｓｉ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 ｔｈｅ “ ｔｗｏ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 ；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ｕｒｎ ｔｈｅ “ ｔｗ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 ｔｈｅ “ ｔｗｏ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ｓ” ．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ａｉ Ｗｅｎｃｈｅｎｇ （３８）…………………………………………………………………………………………………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ｏｆ ｉｔ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ｉｒ ｇｏａｌ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ｓ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ｗｅ ｍｕｓｔ ｕｐｈｏｌ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ｐｐｅａｌ ｉ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ＰＣ ｉｎ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Ｗｏｒｋ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Ｃ Ｘｕ Ｊｉｎ （４９）……………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ＰＣ） ｏｖｅ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ｗｏｒｋ ｉｓ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ｊ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ＣＰＣ'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ｗｏｒｋ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ｂａｓ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ｒａｗｎ：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ｖｅ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ｗｏｒｋ，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ｇｒａｓ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ｉｎ ｍｉ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ｌｙ 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ｖｅｒ ７０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ｔ ｉｓ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ｈａｓ

ｋｅｐｔ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ｈａｓ ｗｉｔｈｓｔｏｏｄ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ｇ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ｄｅ ｗｏｒｌｄ⁃ｒｅｎｏｗｎｅ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ｅｄ ａｎ 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ｌａｙｏｕ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ｔｏ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ｌｌ ｂ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ｍ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６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