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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从百年对外交往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我党对外交往的三大特点： 人民性、 独立性、 时代性

四位优秀提问者与王健、 张维汉 （右一） 等颁奖人合影

▲且听且记

▲凝神聆听

荩记录历史

今天很高兴来和大家交流中共百

年对外交往史。我们党在一百年的奋斗

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

握历史大势，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

机遇，同时正确处理了中国与世界的关

系。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党的

诞生就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十

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

当时的世界大势。 ”“抗日战争时期，我

们党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

抗日救亡强烈愿望的大势出发，促成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团结带领人

民赢得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也是顺应时代

大潮的产物。”“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

策，也是基于我们党对时代潮流的深刻

洞察。下决心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

转移，一往无前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

大幕。 ”

我党对外交往基本脉络

这一百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

建党到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

革开放、从改革开放至今。

建党到新中国成立

从建党之初到新中国建立，旧中国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我

们党在对外工作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完

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推翻帝国主

义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1922 年二大后成为
共产国际支部， 瑞金苏维
埃政权提出对外主张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 1917 年苏联十

月革命以后，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

产阶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在列宁的倡

导下， 于 1919 年 3 月建立了全世界共

产主义者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俗

称第三国际）。 列宁将东方国家的民族

解放运动纳入世界革命的范畴，制定了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东方战略，中

共诞生过程中，共产国际发挥了一定的

促进和帮助作用。 所以，中共一大除了

13 位国内代表之外， 还有马林和尼克

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

到了中共二大，中共就成为共产国

际的一个支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

后， 中共从国共合作转为独立自主开

展土地革命。 1931 年在瑞金建立了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 并设立了外交人民

委员部， 这是党领导下最早的对外交

往机构。

1936 年斯诺访问延
安，毛泽东表达和英美结
成统一战线愿望

1931 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并占

领东北，1933 年德国希特勒上台，共产

国际号召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并为中共所采纳。为了改变国际社会对

中共和中共领导下抗日的认知 ，1936

年 7 月，经宋庆龄推荐的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到访延安， 历时四月顺利考察

后 ，第二年 《红星照耀中国 》先后在英

国、美国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并轰动了

西方世界。 1937 年 8 月，该书经过地下

党联系在上海翻译出版，中文版书名为

《西行漫记》。毛泽东接见斯诺时特别强

调：“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

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他表达了愿

意和英美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

线的愿望。

斯诺访问延安揭开了中共对外交

流的序幕，有人将此称为“斯诺模式”，

是国际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情形下的一

种有效的 “他塑 ”方式 ，今天仍有借鉴

意义。

1944 年西北参观团
和美军观察团来访，揭开
“半独立”外交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

后，中缅印战区成立，由美国史迪威将

军担任参谋长。 在统一战线思想指导

下，中共利用一切机会和渠道，积极开

展与盟国、特别是美国的交往。 到 1944

年冲破国民党阻挠取得了两个突破。

第一 ，6 月成功邀请了 20 多位中

外记者组成西北参观团。其中有六位外

国记者，除了苏联塔斯社记者普罗岑柯

外， 其余都是如 《纽约时报》《时代》杂

志、《泰晤士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

样的西方主流媒体。毛泽东在向美国记

者斯坦因阐述中共的外交方针时主张

中国与美苏都应当保持友谊的关系。之

后， 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访问延安，美

国还提供了部分军事物资。

第二，7 月至 8 月美军观察组到达

延安， 至 1947 年 3 月胡宗南进攻延安

前才完全离开。美军观察组是美国政府

委派而来，希望能够充分了解中国共产

党这支抗日力量，并与之合作，增强东

方战场的力量。 8 月 15 日延安《解放日

报》上，毛泽东发表了社论《欢迎美军观

察组的战友们》，标题里称其为“战友”，

足见用心和重视。这打开了世界正确认

识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扇门。西北参观团

和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是我党“半独

立”外交工作的开始。 所谓“半独立”是

指当时中共开展的外交活动还需要国

民党政府的允许。

我党第一份外交工
作文件、 第一个对外机
构、第一批外事人才

通过接待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诞

生了我党第一份外交工作文件、 第一个

对外联络机构，积累了第一批外事人才。

1944 年的 8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

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这是我党第一份关于外交的正式文件，

进一步强调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大意

义。它明确提出：“我们的外交工作已经

开始。”接待美军观察组，中共中央专门

设立了军委外事处，负责对美军观察组

的联络和接待任务。这是我党最早建立

的专职对外联络机构。 1947 年 5 月 1

日，周总理未雨绸缪，果断地以这些富

有外事经验的干部为主体，成立了中共

中央外事组，主任叶剑英，与其他部门

并称中央八大机构。其下编译处主要编

撰国外欧美报纸信息，并将毛泽东和中

央文件翻译并传播出去，为新中国外交

储备了人才。

1945 年 12 月，军委外事组接待了

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负责调解国共军事

冲突的马歇尔将军。

1949 年米高扬密访
西柏坡，毛泽东提出“一
边倒”政策

抗战胜利后， 我党曾希望国共合

作，和平建国。但由于国民党坚持反共，

特别是美国最后完全支持蒋介石政权，

使得战后和平建国的时机被错失。在内

战爆发之前，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理

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

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

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美

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

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这一认识标志着

我党在国际斗争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主

体意识，也指明了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

敌友关系。

1949 年新中国即将建立之前 ，苏

联派米高扬密访西柏坡。在接见米高扬

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提到了国际关系

问题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

即所谓脏屋子问题，清扫干净再请客。6

月 30 日， 为纪念中共建党 28 周年，毛

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非常明

确地指出 “一边倒 ”理论 ，并进一步明

确：“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

的反对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 ”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党高度重视外

交工作，外交部长长期由总理周恩来兼

任。 作为执政党，中共将其外交思想作

为全面推动新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外

交任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捍卫

民族独立，冲破西方的封锁。二是在“一

边倒”的同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发展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三是

在世界上坚持公平正义，支持发展中国

家的解放、独立和发展。

抗美援朝赢得国际
地位，万隆会议肯定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国和苏联签

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来苏

联援助我国改建新建了 156 项重点工

程，大大推进了我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的发展，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 朝

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从国际主义和中

国根本利益出发，毅然决定出兵。 他指

出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抗美援

朝，就是保家卫国。

这场战争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

上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

首次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了日内瓦会

议。 1954 年中国尚未返回联合国，却第

一次作为世界大国登上了国际舞台。第

二，与西方大国关系有所发展，中国政

府同意派遣代办驻英，双方保持“半建

交”关系。会后，与美国开始了领事级谈

判，次年升格为大使级，这个谈判一直

持续到 1970 年 2 月，累计 136 次，达成

了一项协议———1955 年中美签订的

“双方平民回国协定”， 依据该协定，钱

学森等 120 多名留美学生返回祖国。第

三 ，1953 年底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1955 年万隆亚非会议通过的《十项

原则》 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

神，得到了亚非国家的充分肯定。 万隆

会议后，我们与亚非国家取得了很大的

进展。

“两个中间地带”被
提出，1972 年中美关系
突破

1950 年代后半期至 1960 年代，中

国的整个外交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第

一，1965 年 3 月以后，苏联开始向中苏

边境不断增兵，双方进入敌对状态。 第

二，1964 年美国借口 “北部湾事件”轰

炸北越，不断扩大战争规模。为此，毛泽

东提出了美苏争霸之间存在“两个中间

地带”———亚非拉国家与美国之外的资

本主义国家。 1974 年，毛泽东又在这一

基础上形成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

期间， 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关系取得进

展， 但同时于 1964 年与法国建交，实

现与西方大国建交的历史性突破。 中

日关系也“以民促官”，不断推进。 “两

个中间地带” 理论是中共国际统一战

线的成功运用。

珍宝岛冲突后 ，1969 年 5 月 ，陈

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四位老帅

受邀提交了《对战争形势初步估计》，分

析了两对主要矛盾：中苏矛盾大于中美

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毛泽东

决定改善中美关系。 此后，整个外交局

面就打开了 。 中国也重返联合国 ，到

1976 年底，我们已与 110 个国家建交。

后来邓小平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

际环境中着手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

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

改革开放后至今

改革开放以后， 中共的对外交往，

一是邓小平确立了“和平与发展”的时

代主题，提出真正的“不结盟”独立自主

和平外交政策；二是冷战后，我们倡导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化、建设和谐世界；三

是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世界正

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确

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 同时提出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型国际关系、 共建

“一带一路”等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

1970 年代末， 整个世界的外部环

境从独立转向了谋求发展。邓小平提出

了“和平与发展”主题的重要战略判断。

1985 年 3 月 4 日， 他会见日本外宾时

用“东南西北”四个字概括了世界大问

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

南北问题”。

2013 年 3 月， 习近平担任国家主

席后首站出访俄罗斯，创造性地提出了

“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

际关系”的新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进一步强调，新型国际关系包含了政治

上结伴不结盟、经济上包容发展、安全

上合作共享、文化上交流互鉴四方面内

涵。 这是对传统国家关系理论的重大

突破。

2013 年 3 月，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

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倡导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2017 年 1 月，习近平在联合

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对五大路径

的行动方略进行了全面充实和升级，提

出“五个世界”论述，形成了支撑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大架构、大方向、大主张，且

规范了终极性的目标，构成人类命运共

同体基本体系或思想。

在“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实践中，习近平还形成了一系列

新的外交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

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

观；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情义为重的正

确义利观等等。

我党对外交往三大特点

回顾我党百年对外交往发展史，有

三个显著特点：人民性、独立性、时代性。

坚持人民性
是中国共产党对外

交往的宗旨与价值追求

一方面，外交的人民性体现在一切

为了人民。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

福，从世界范围而言，就是为了争取人

类的解放和幸福而维护世界进步事业。

对外来说， 我们承担了自己的责

任。 仅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国已

向 150 个国家和 4 个国际组织提供了

紧急救助， 向 80 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

了疫苗援助， 向 50 多个国家出口了疫

苗。 对国内来说，现在非常关注外交为

民，特别是海外领事保护和海外中国侨

民的安全。 2011 年利比亚撤侨，在利比

亚的中国公民能够脱身于战乱是极为

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另一方面，人民性还体现在外交依

靠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首先提出

了人民外交的崭新理念。 人民外交、民

间外交有力地配合了政府外交。中美关

系得到突破，就起于 50 年前的“小球推

动了大球”。

坚持独立性
是中国共产党对外

交往的基石和灵魂

新中国成立以后，“另起炉灶”“打

扫屋子干净再请客”这两条政策坚定捍

卫了新中国的外交独立，即使在“一边

倒”中，周恩来也强调“中华民族独立的

立场”。 1957 年，毛泽东在出席莫斯科

大会讨论《宣言》稿时提出要加上一条，

“各国的事由他们自己决定”。

改革开放后我们坚持 “真正不结

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一切从中国

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

的是非曲折作出自己独立判断。邓小平

说： “我们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

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

坚持独立性，还体现在尊重他国的

独立。 2017 年 12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

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议上，习近平

主旨讲话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不“输入”

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

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

坚持时代性
是中国共产党对外

交往的活力和生命力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共产

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

创新、抓住机遇。 抗战爆发后我们抓住

机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壮大

了自己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一边

倒”巩固了新中国，通过同盟关系解决

了安全和经济援助问题；1970 年代初，

根据美苏关系的变化，实现中美关系正

常化，大大改善了中国战略环境；改革

开放后， 准确判断了 “和平与发展”主

题， 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本

世纪初，我们抓住“911”后美国大幅调

整对外政策的契机，通过加入 WTO，利

用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迅速发展自己。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又根据形势变化，对外交工作

作出了顶层设计， 指明了前进方向，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发展

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当下，世界正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仍处在战

略机遇期， 但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

如何认识并把握新的机遇，这就需要从

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过程中汲取

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