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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波澜壮阔的30年

口邓淑华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610054]

[摘 要] 中国外交走过了渡澜壮阔的30年，中国共产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形成了新时

期的外交理论，并指导中国外交不断开拓新局面，取得了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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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科学把握世

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

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审时度势，运筹帷幄。

妥善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领导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

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国外交高举“和平、发展、合作”

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不断创新外交理念，不断开拓外交新局面，取得了

辉煌成就，书写出壮丽的历史篇章。

一、运筹帷幄。不断开拓外交新局面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世界变化最快的时期。

两极格局终结、经济全球化深入进行、多极化曲折发

展、大国关系错综复杂。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科学地把

握了世界的深刻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新的

观点，领导和指引着中国外交发展。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开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航程之际，以相当大的精力关注世界，面

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作出了重大而科学的判断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牢牢把握了当今时

代的大趋势，指明了中国外交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基本

方向。同时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外

交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取向。当面对东欧剧变、苏联

解体的国际压力时，邓小平坚定沉着，提出了“韬光养

晦，有所作为”，确定了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思路。

这一时期，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加入了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一系

列国际组织；中国缔结和加入了一系列国际条约；中

国与大国关系得到重大改善和发展，中美建交、中苏

关系正常化、中日关系四项原则确定等等；中国改善

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

的国际环境。

这一时期，是中国开拓外交新局面的重要时期，

是外交新理念的奠基时期，是中国外交的基本方向的

确立时期。是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最重要、

最有决定性意义的开局之篇。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多

极化曲折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风险与危机交织。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中国从一段特

殊的艰难区域带向充满生机的地段。

这一时期，中国改善和稳固了一度风雨飘摇、危

机四伏的主要大国的关系；倡导了世界发展的多样性

理念以及在不同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建

立新合作观和新安全观思想；中国积极推进国际新秩

序的建设，构建磋商对话和增进共识的新平台；中国

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承担责任，信守诺言，向世人展示

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周边关系出现新局面，中

国与东盟确立了对话伙伴关系，进而“10+3”机制得

以创建；中国与俄、哈、吉、塔五国签订了相关条约。

这一时期，是中国外交站稳脚跟、大力发展时期，

是30年波澜壮阔历史画卷中最跌宕起伏的精彩

之篇。

进入新世纪，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领导人

的领导下，中国外交在全球范围内高歌猛进，影响日

增。中国与大国间的战略对话与协调迅速发展，成效

显著；中国全方位的外交向世界展示了“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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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发展模式；中国向国际

社会郑重地提出了“推动建设持续和平、共同繁荣的

和谐世界”的倡议，这一重要理念，既是指导中国外交

政策的战略原则和框架，也表明了中国愿同国际社会

一道，努力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中国外交建立了一

系列新机制，对民生的关注更加细腻、深入；中国成功

地举办了奥运会，向全世界唱响了“和平、发展、合作”

的主旋律。

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更加成熟、更加自信，更加平

和、更加从容镇定，显示了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

心和信心，书写出既高歌猛进又轻风细雨，既浓墨重

彩又清新秀丽的华章。

二、全方位外交。走和平发展道路

新时期我国外交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全方位外交，

我们在处理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以

及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多边机制的关系方面，努

力保持着协调统筹、并重共进的状态，始终不偏废任

何一个方面，既不为其中一方的诱惑所打动，也不对

某方面的压力感到惧怕，更不为其中某处的乱象

所惑。

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反映了中国并不拘泥于单一

的身份定位及意识形态标准，而是在国际间各种“力

量圈”和集团之间纵横捭阖，灵活参与，既恪守原则立

场，又展示东方智慧，从而为自身赢得了战略主动和

广阔的腾挪空间，也使世界对中国有了新的认同。在

大国关系方面，我们较好地处理和把握中美、中俄、中

欧、中日等主要大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进程，在经济上

与他们增强了相互依存关系；我们没有忘记第三世界

众多的兄弟，不背信弃义，坚持对现有国际秩序中不

合理不公正成分的批评和抵制。

新时期的外交，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取得成

就最为显著。从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搁置争

议，共同开发”的思路，到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制定

了“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战略决策，再到新世纪中

国更为明确提出“睦邻、富邻、安邻”的外交政策，表明

中国和平、发展与合作愿望及行动。在20世纪80年

代中后期，中国同韩国、前苏联、越南、印度的关系都

实现了正常化。中国选择了立足当前领土现状，以实

际控制线为基础，通过谈判解决领土纠纷。截止

2006年底，中国与14个陆地接壤中的12个国家签订

了边界条约或协定。中国不但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

解决领土纠纷，而且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同他国的总体

关系，例如同中亚国家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与东盟

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动宣言》，强调在《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的框架内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其领土和管辖权

争议。90年代以来，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日

益加深，先后参加了亚太地区几乎所有的民间和官方

合作机制。从地域范围来看，中国与东亚国家建构了

多种合作圈；从参与合作机制来看，中国是东亚领导

人会议、各种部长级会议、高官会议和司局长会议的

成员。2005年，中国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南亚区域合

作联盟”活动。中国已经在自己周边建立了多环的区

域合作圈。

在参与国际制度方面，中国经历了从“一般参与

者”到“重要建设者”直至“负责任的大国”的角色转

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数量增长很

快，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参与程度达到了

美国的90％。对于中国军事力量起一定限制的军备

控制条约，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加入或签署的

此类条约占其可参加数量的10％一20％，到90年代，

这一比例上升到85％。90％。统计表明，截止2004

年底，中国缔结、加入的多边国际性条约为267件。

2005年增加12件，2006年又增加14件。这说明，中

国是在国际现状的框架范围内谋求国家利益的，中国

接受国际制度的广度和深度同中国的发展是正相关

的，中国实实在在地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

三、继承创新．形成新时期外交理论体系

理论创新是推动中国和平发展的核心因素。新

时期外交理论体系的形成，是新中国外交又一伟大成

就。新时期外交理论体系中，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是基础；和平、发展、合作是旗帜；推动建设持久和

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长远目标；和平发展是道

路，互利共赢是实现中国自身和平发展、推动实现和

谐世界目标的基本途径。这一理论体系以和平发展

为主线，始终贯穿着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合作、和谐的

哲学理念，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和思想精

髓，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对世界发展趋势、对国际社会的认识、分析和

判断方面，三代领导集体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科学的世

界观。一是时代主题观。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

初首先作出了和平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判

断，90年代初强调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

没有解决。这一科学论断高屋建瓴把握了当今世界

的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奠定了新时期外交理论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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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石。二是世界格局观。邓小平在冷战结束前指

出，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揭示了世界发展的基本趋

势。尽管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

但这一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党的十七大仍然认为“世

界多极化不可逆转”，并强调指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对世界格局的理性认识和

科学把握，是新时期外交理论的重要内容。三是国际

秩序观，邓小平于1988年9月首先提出在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任务，后来党

中央不断丰富国际新秩序的内容，主张国家不分大

小、强弱、贫富，主权一律平等，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

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

胁。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一系列主张，反映了

世界各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四是新安全观。

1997年，江泽民指出，“完全不同于冷战思维的一种

新安全观，对于增进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与信任、维护

地区和世界和平，将会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开辟新的途

径”。⋯1999年，江泽民明确提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

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新安全观的提出，开

辟了合作安全的新途径，为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

了突出贡献。

维护国家利益与对人类作贡献，是贯穿新时期外

交理论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指出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几代领导人将这

理念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和目标，从来都是把中国自

身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随着中国国内

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为国际社会、国际事务承担了

越来越多的责任。

新时期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

全面、系统和科学的理论体系，包含了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以及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学说和理论。新时

期外交理论是三代领导集体外交思想的总结和概括，

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又是中国共

产党外交思想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

观念、理论是一种软实力。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

的中国有这样一种历史惯性：特定时期出现的重大变

革往往以观念变革为先导。新时期外交理论的发展

与创新，是推进中国波澜壮阔30年外交的引擎，同时

也反映了中国软实力的上升。

四、站在历史新起点。为世界和谐作贡献

今天，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清楚地看到，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仍没有

得到根本解决。中国把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建设一个

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为自己的崇高目

标。啦!为此，中国向世界承诺和倡导：

政治上，坚持民主平等，实现协调合作。各国应

在《联合国宪章》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

对话、交流与合作，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各国内部

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

国平等协商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理应享有

平等参与权与决策权。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应坚持从

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努力扩大利益的交汇点，

在沟通中增强了解，在了解中加强合作，在合作中实

现共赢。中国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公正合

理的方向发展，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安全上，坚持和睦互信，实现共同安全。各国应

该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摒弃冷战思

维，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

通过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

争，通过合作尽可能消除或降低恐怖主义活动、金融

风险、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维护世界

和平、安全与稳定。应坚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平等协

商和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共同反对侵略别国主

权的行径，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

以武力相威胁。

经济上，坚持公正互利，实现共同发展。应推动

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发达国

家应为实现全球普遍、协调、均衡发展承担更多责任，

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推动发展。应积极

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消除各种贸易壁垒，

进一步开放市场，放开技术出口限制，建立一个公开、

公正、合理、透明、开放、非歧视的国际多边贸易体制，

为世界经济有序发展构建良好的贸易环境。

文化上，坚持包容开放，实现文明对话。各国应

尊重彼此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

借鉴，取长补短，使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

展。应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努力消除相互的

疑虑和隔阂，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使人类更加和

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和发

展模式的多样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

世界。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当代中国

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

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不管国际

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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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

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

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

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

的战略抉择。这个战略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

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中

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

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

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

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我们支持国际

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改善民生，

缩小南北差距。中国致力于推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

增长，坚持按照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扩大市场准入。

依法保护合作者权益。我们支持完善国际贸易和金

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各国共

同防范金融风险、维护能源安全，坚持通过磋商协作

妥善处理经贸摩擦。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

的事情。

中国将始终不渝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

和谐世界。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

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

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继续

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积极参与反恐、防扩散、气候变

化、环境保护、流行性疾病防治等领域国际合作，推动

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

国。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伟大道

路走下去，中国人民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实现

人类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I】王选舟．中国外交十特色[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5)：6—18．

[2]门洪华．中国观念变革的战略路径[J]．世界经济与政

治，2007，(7)：13—20．

[3]杨洁篪．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J】．世界知识，2008。

(2)：14一16．

China’s Diplomacy：Magnificent Picture of 30 Years

DENG Shll一hna

(Univ．of Elee．Sei．&Teeh．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With China’S diplomacy entering the magnificent 30 year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sists on f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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