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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30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交化。
    中国的发展是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自然与整个国际环境密不可分
。
    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良好机遇，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妥善应对各种复杂挑战，在社会
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
在历史的长河中，30年不过是一瞬间，就在这样短短的时间里，中国在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人民生活普遍提高，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中国发展之好、之快，使世人惊叹不已，被视为近半个世纪人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中国的崛起，内、因是根本，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正确决策，归功于中华各族
人民振兴祖国的坚强决心和辛勤劳动，归功于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和始终不渝坚
持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的发展，也毫无疑义借助外部的适宜条件，得益于总体缓和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得益于世界新一
轮经济发展周期契机以及各国谋发展、求合作大势而形成的良好经济环境。
“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因素曲有利形势，造就了中国发展的成功；而中国发展的成果，又促进了
三大因素积极效应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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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外交30年的伟大变革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举世瞩目。
外交是内政的反映，又服务于内政。
中国的发展为外交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外交则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创造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需的和平国际环境做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中国外交经历了具有深刻意义的伟大变革，开创了生机勃勃、波澜壮阔的
新局面。
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制定的。
这包括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在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关系，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三个世
界的思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和永不称霸等一系列重大方针和政策。
二战以后，“冷战”寒流席卷全球，美苏争霸全面展开，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
境严峻复杂。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毛泽东以其战略家的深邃思维和宏大气魄，娴熟地把握国际形势的变迁，规划了
中国外交的战略、策略和政策。
在毛泽东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国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成功地打破了西方对华封锁和孤立
。
外交上取得一个个丰硕成果。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苏联陷入阿富汗困境，国力衰落，而美国在医治越战创伤后力量增强，两“超”争霸态势发生了此消
彼长的变化。
我国则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历史阶段，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
这种情况要求外交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进行重大的调整和变革。
邓小平洞察国际风云变幻，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既继承又创新，确定了我国新时期的国际战略、外交
路线和政策方针。
邓小平外交思想为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与实践的光辉指南。
第一，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冷静判断和重大调整。
对于新的世界战争问题，毛泽东历来坚持既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防止的两点论，且多次论述过战争有
可能被制止或推迟。
但随着我国周边环境日趋复杂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不断加剧，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更多强调战
争的危险，甚至认为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世界性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提出要立足于早打、大
打、打核战争的准备，并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做出一系列相应的决策和部署。
对世界战争爆发可能性的判断对我国影响甚大，如一切都置于“备战”的基础上，就无法安心进行经
济建设。
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冷静观察并深入研究和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大局，逐渐形成世界
大战可以避免的新判断，。
他强调，“从全局看，在本世纪和下一世纪相当一段时间里仗打不起来。
我们不要丧失这个时机，而要利用这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和平时间好好发展自己”。
这一新的判断，不仅为中国集中精力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为中国外交的调
整和改革开辟了道路，对正处于历史转折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二，重新认识和界定所处的时代。
确定时代的特征是制定国内外政策的客观依据。
20世纪初期，斯大林把列宁对时代的判断归纳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这一提法长期被各国共产党奉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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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
”自那以后，世界局势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其一，二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其二，资本主义世界经过二战的损伤，力
量和影响都遭到削弱，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其三，美苏两超争夺世界霸权延续
了四十余年，导致苏衰美伤的结果，短期内发生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四，世界范围内民族
独立斗争基本告一段落，发展经济成为各国赢得政治独立后最迫切的需要，面临严峻考验和挑战；其
五，苏联和东欧国家体制僵化，政治和经济弊端日现，致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严重下降
，而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调整，不仅没出现“垂死”和“灭亡”征兆，反在经济上表现出一定活力。
事实表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结论已不能准确反映时代的特点，难以适应发展的
要求。
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透彻分析世界各种矛盾的态势和相互关系，洞察国际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做
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
他明确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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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他还辩证地论述了和平与发展的关系，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同时提
出“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辩证的统一，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时代的主题由“革命和战争”转为“和平与发展”，是对当今世界的本质性认识和界定。
这既是理论上的重大发展，更是国冢内外战略指导理念上的伟大革命，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极大
的现实意义。
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和平、发展、合作”三大战略目标以及推动建立和谐世界理念的核心
思想都源于此。
第三，发展和充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首
先提出来的，1954年经与印度和缅甸分别共同倡导，成为指导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
毛泽东后来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新时期，邓小平总结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历史经验，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伟大现实意义，并根
据新形势对五项原则的内涵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与充实。
主要有五大方面：一是把五项原则从处理国家政治关系的准则，推广为也是处理国家经济关系的准则
；二是把五项原则扩大为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指导方针，使其涵盖的领域更加广泛，
更具时代特色；三是根据五项原则的精神，提出党与党之间建立新型关系的主张，并按照他的思想确
定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发展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
四是提出妥善处理国家间意识形态差别的战略思想，主张“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
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
形态的差别”。
五是提出用新思想和新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系列原则和方针，主要包括：用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消
除危机爆发，点；彼此尊重，相互照顾，双方都让点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加强友好，等等。
在我国调整、改善和发展与各国关系的实践过程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邓小平对其的充实与发
展，起到关键的指导作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第四，丰富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新中国从建立的第一天起，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方
针，始终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外交的出发点和归宿。
邓小平创造性地继承并更加鲜明地坚持了这一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其新的内容。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有一段振聋发聩的声明：“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
，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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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中国人民珍视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
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这段话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根本和内涵，是字字珠玑。
如何在外交中贯彻独立自主的精神，邓小平有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并身体力行，在各个方面树立了光
辉的典范。
首先，“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到第一位”，决不容忍中国的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受到侵害。
在维护自己的核心与重大利益中，中国不信邪。
不怕鬼，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和压力。
第二，不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结盟，不依附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不支持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反对
另一国或集团。
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但“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我们“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战略”。
第三，在国际事务中，从中国人民租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务的是非曲直决定中国立场和
政策。
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社会制度的异同决定关系，不受一时一事左右。
第四，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完全由中国人民自主决定，认真学习和借鉴别国的优秀经验，但决
不照搬照抄；第五，在发展中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政策，实行
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上互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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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中国国际环境和对外关系的演变与展望:2008年国际形势研讨会论文集》由世界知识出
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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