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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条线”构想的形成及战略意图 *

20 世纪 70 年代初， 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

“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

略态势。 中国领导人抓住时机，从缓和中美关

系入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并在此基础上

形成并实施 “一条线”的战略构想，改变了中国

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使中国获得了超出自己

实力的国际地位，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

响全局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由此开创了中国

外交的新格局。

一、 调整对外战略的

宏观思考与中美关系解冻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 美国由于深陷越战

泥潭，实力受损，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开始

处于守势；而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奉行

霸权主义的政策，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从而

对中国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此外，日本、西欧经

济地位日益上升，第三世界逐渐兴起，中国的潜

力开始为国际社会所瞩目。 这种国际关系的巨

大变革，为中国摆脱当时所面临的不利局面，改

善日渐严峻的外部环境提供了历史契机。
在这种背景下， 毛泽东高度警觉地注视着

国家的安全。此时此刻，除了中国外交陷入困境

需要打开局面这样的严重问题之外， 还有两方

面的重要因素促使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认

真思考全面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问题。
首先是苏联威胁的增强使其成为中国领

导人心目中的头号敌人。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
中苏两党关系中断、国家关系恶化，而且苏联

不断扩充的庞大的军事力量及其全球性进攻

战略态势， 对中国形成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
1968 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提出了富

于侵略性的“有限主权论”。 1969 年，苏联又在

中苏边境制造了珍宝岛事件等一系列武装冲

突事件，引起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关

切。1969 年 3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

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时说： 大敌当前，
动员准备一下有利。 我们是后发制人。 3 月 21
日， 周恩来召集黄永胜等军队领导人开会，针

对苏军可能强占中国珍宝岛的态势， 商定加强

中方江岸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

制人。同时，就苏联总理柯西金通过载波电话要

同毛泽东、周恩来通话一事，召集姬鹏飞等外交

部官员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驻华临时代

办：“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 通过电话的方

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 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

要说， 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

宫 力

* 本文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课题（2011-2012 年度）“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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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一条线”的战略构想，扭转了中国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使中国获得了超出自己实力的国

际地位，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响全局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使中国外交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

展时期，由此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格局。 在新的形势下，认真分析与研究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掌握其分

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的策略思想，对于指导中国目前的外交工作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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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p.286)3 月 22 日，毛泽东提出在处理珍宝岛

事件问题上，要“坚决反击，准备谈判”。①同年 4
月 28 日， 他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上提

出：“我们要准备打仗”，并且强调“主要的，是

要有精神上的准备”。 ②在这之后，中国的战备

工作一度进入临战状态。 由于苏联逐渐取代美

国成为中国的主要威胁，这就促使中国领导人

考虑怎样调整政策，才能集中主要力量，以对

付主要之敌的问题。
其次是美国的战略收缩，使中国有可能在

“两霸”中争取“一霸”。 当时美国的情况日益引

起了毛泽东的注意。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美

国在越南的侵略和干涉达到了顶点，美国的能

力也达到了极限，其到处伸手的全球战略已难

以为继，因此，收缩过度伸展的力量逐步成为

美国统治阶层的共识。 美国的这一战略动向，
减少了从西南方向对中国的威胁，由此成为中

国领导人全盘考虑调整对外战略的另一个重

要因素。
这时，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尼克松审时度

势，及时提出：“越南战争是我就任总统后必须

立即处理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 ”[2](p.448)而美国

要实现这一点，同坚决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

的主要国家中国打交道已是势在必行。 用尼克

松的话说就是：“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

京和莫斯科。 ”[2](p.384)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松在准

备解决越南战争这一难题时，把北京的位置摆

在了莫斯科之前。 而且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
新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已在国际

社会的惊涛骇浪中牢牢站稳了脚跟，美国政府

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 正

如尼克松说：“中国的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

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 ”基辛格

也说：“不管我们打算做什么和采取什么公开

宣布的政策， 他们都会给国际事务以影响，他

们是一个现实。 ” [3](p.250)另外，在同苏联的角逐

中，美国也认识到自身力量的不足，越来越感

到中国是一个可借重的“资本”。 尼克松曾说：

“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时，我也

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

的有利地位。 ”[4](p.13)这样，在美国第 37 任总统尼

克松上台前后，美国开始向中国发出某种改善

关系的信号，从而使中美接近具有了可能性。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 改善同美国的关系，

可以改变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为抗衡苏联的

威胁而营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 值得指

出的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国与

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是新中国的一贯立场，这一

点对美国并无例外，过去主要是由于美国方面

的原因才导致了两国之间 20 余年的隔绝与对

抗。 当时毛泽东看出美国方面有进行战略收缩

和改善中美关系的迹象，因此也希望与美国缓

和关系，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其中包括

解决像台湾和越南战争这样的敏感问题。 此

外， 与西方的领头国家———美国改善关系，有

助于中国更好地扫除障碍， 以此带动一片，改

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摆脱当时中国对外关系

方面的被动局面。 因此，这是当时中国国家利

益的迫切需要。
上述中美苏三方关系及相互力量消长的

变化， 以及苏联对中国边境军事压力的增大，
改变了中美苏关系的基础。 这样，缓和中美关

系，就成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最佳选择。 关

键是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这时的毛泽东越来越注重对国际局势的

观察，他最先注意到，正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

尼克松发表了一篇微妙的文章。 尼克松当时除

了表达美国应尽早从越南脱身的意向之外，还

试探性地发出某种信号：“从长远来看，我们简

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

助长它的狂热，增进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国。
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

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③虽然尼克

松的文章重复了中国对非共产党国家的所谓

“威胁”这样的陈词滥调，但有价值的是，他看

到并且指出了打开通向中国之路的重要性。 毛

① 参见《毛泽东对关于中苏边境冲突报告的批示》，1969年3月22日。
② 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③参见Foreign Affair,Vol.46,October 1967,p.121. 尼克松当选后，于1969年1月20日，在其就职演说中再次透露其要与中国接触

的意向。 他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 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 对思想开放，
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 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后来尼克松透露，他当时在说这

些话的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他的思想中 “占很大地位”。 详见Richard M.Nixon, First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U. 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February 18,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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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在研究了这篇文章后认为，尼克松如果上

台，美国有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并嘱咐周恩

来阅读了这篇文章。 ①周恩来领会了毛泽东的

意图，指示外交部门注意对美国战略动向的观

察与研究。 在此之后，经毛泽东批准，中方于

1968 年 11 月 25 日通知美方，同意恢复已中断

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 ②

在此之后，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国际局势

作进一步的分析，因此他提议由几位军队老帅

研究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防战略，并将意见上

报中央供决策参考。1969 年 2 月 19 日，毛泽东

在一次会上说：“国际问题有些怪，美英报纸经

常吹苏联要出问题。 苏联在远东搞演习，又不

声张。 ”他当场提出，由陈毅挂帅，叶剑英、徐向

前、聂荣臻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 [5]珍宝岛

事件发生后， 毛泽东认为：“中苏发生交战了，
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 好做文章了。 ”[6](p.313)

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及有关

部门将文电和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及时分送

军队四位老帅，并由陈毅主持，每月讨论两三

次。 陈毅等四人从 1969 年 6 月至 10 月进行多

次讨论，先后向中央提出了 《对战争形势的初

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 等报告及口头

意见，认为：“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 它对

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 在讨论中，四位老

帅还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

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 ”叶剑英说：
“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

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毅说：“ 当

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也可

以参考。 ”最后，在历经数月的研讨行将结束

时， 陈毅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 尼克松出于

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 我们要

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

系。 ”[7](pp.173-204)

陈毅等人这些新颖的战略性分析意见，以

及打开中美关系的具体建议，对毛泽东作出战

略调整的决策起了促进的作用。1969 年 12 月，
中美两国在华沙恢复接触；1971 年春， 毛泽东

发动乒乓外交；1971 年 7 月， 周恩来与美国总

统特使基辛格在北京举行秘密会谈，中美关系

解冻。

二、 中国外交新格局与

“一条线”战略构想

中美关系走向缓和，在世界上引起了连锁

反应。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第 26 届

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 2758 号决议， 决定恢复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在 联 合 国 的 一 切 合 法 权 利。
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发表

了含有反霸条款的中美上海公报。 中国联美遏

苏的外交战略初露端倪。 1972 年 9 月，日本首

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

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与欧洲、北美、大洋洲国

家的关系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同西方国

家出现了一个建交高潮。 此外，中国同第三世

界国家建交的数目大大增加，同东欧各社会主

义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改善。
随着中国对外关系逐渐打开局面，中国领

导人对如何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思考也日渐

成熟。1973 年 2 月 17 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

统特使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的构想。
中美两国是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但

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战略格局中又存在共同的

利益，因此，毛泽东用赞赏的语气提起一年以

前尼克松对中美相互接近所作出的解释。 毛泽

东说：我们也需要嘛。 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

的（手指基辛格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
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
HAND（手携手）。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

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

法，但目标相同。 毛泽东说：这就好。 只要目标

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
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

用如此坦率的语言来阐明两国关系的实

质，这在外交史上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 它既

反映了毛泽东特有的风格和魄力，也表明苏联

① 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1974年12月12日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时曾说：“现在我把我们方面的事情告诉你。
打开中美关系是毛主席的决策，他很早就读了尼克松1968年当选以前写的一篇论文。 当时我们都未读过，只有毛主席注意到了，
他告诉了我们，我们才读了。 ”
② 但在此后不久，由于美国给予在荷兰叛逃的一名中国外交人员廖和叔以政治避难权，中国方面于1969年2月19日发表声明，

取消了这次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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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在中美关系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谈起欧洲和日本，毛泽东从遏制苏联扩张

的角度出发， 劝美国要加强同它们的团结，不

要因为细微末节的问题纠缠不休，而忽略了根

本的苏联威胁。 毛泽东说：我们希望你们跟欧

洲、跟日本合作。 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

根本上要合作啊。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仅在一

年之前，中国还曾指责“美帝国主义”蓄意复活

日本军国主义，而在尼克松访华后的短短一年

的时间里，随着中美在反霸问题上的意见日趋

一致，随着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逐步实现，中国

方面对日本的看法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并

在实际上已把日本视为反霸斗争中的一支重

要力量。 正因如此，中国敦促美国加强与保持

同日本的密切联系，而不要因小失大。
毛泽东告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应当抵

制“祸水东引”的诱惑，这是要不得的害人害己

的战略。 毛泽东指出，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
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 对

此，基辛格解释说：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

的政策。 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

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毛泽东

接着发问：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

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 我怀疑整个西方

有这么一条路线。 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

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

辛格回答说：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 我们

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

这个政策。
由于来自苏联的威胁与日俱增，毛泽东认

为有必要在国际上孤立苏联。 毛泽东对基辛格

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

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

朗、土耳其、欧洲。 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联合

抗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 基辛格对中

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方面的坚定立场表示

钦佩，他说：我曾告诉过总理，你们的行动方式

要比我们直截了当和英勇一些。 我们有时要采

用复杂的方法， 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

的。 基辛格接着说：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

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 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

来，那么真正的危险会发展。 不管哪里有这种

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 总统曾对主席说

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

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毛泽东认为基

辛格讲的是“老实话”。 ①

1974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又在会见日本外

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提出了 “一大片”的

构想，即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 其目的要团

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包括美

国、 日本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

“一条线”的构想提出之后，在国际斗争中

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已成为中国的主要目

标。1973 年 2 月 25 日，中共中央转发的外交部

《外交通报》第 12 期认为，在坚持原则的基础

上，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同苏修的斗

争”。 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和美国就能够形成

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新型关系。 《外交通报》对

中国在未彻底解决台湾问题之前，就同意中美

互设联络处作了必要的说明。 认为这不会影响

中方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 因为“目前形势

已与两年前大不相同”， 中国已在外交上取得

了进入联合国、尼克松访华以及中日、中国西

德建交等一系列重大胜利，而“蒋邦却已反转

过来处于被孤立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

在华盛顿设立联络处，将“有助于扩大我在美

国人民中的影响”。 ②

在上述背景下，中美两国已从恢复历史性

的联系，努力消除两国间障碍的阶段，进入到

力争加强战略协作的阶段，这种战略调整的实

质，是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反对

苏联称霸世界，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

三、表面强硬，实质“务实”构成了

当时中国外交的显著特征

这一时期，尽管中国在公开场合使用的外

交语言仍旧充满了激烈的革命色彩，但在实际

上，中国的外交战略越来越着眼于现实性和国

家的最高利益。 毛泽东“一条线”的战略构想，

① 参见外交部[73]办文特1号：《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节录），1973年2月17日。
② 参见外交部：《外交通报》第12期，1973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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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制定和调整对外政策的一种指导思

想，顺应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为中国外

交增添了活力，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为

了集中力量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美国就成为一

支可以加以利用乃至联合的力量。 虽然对它还

将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对它的某些霸权

主义做法还将加以反对，但实际上，由于美国

处于战略收缩态势，因而对它的斗争锋芒毕竟

大大减弱了。 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后来曾对美

国总统卡特明确指出：“这一反霸统一战线，坦

率地讲是包括美国在内的。 对付苏联称霸世

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个主要力量，但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美国在尽自己的责任方面有某些

不足”。 ①而这对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

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对第二世界的积极评

价，扩大了中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

系，增进了相互了解，为后来中国实行对外开

放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由此可以看出，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

国在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方面，越来越

体现出灵活性。 有意思的是，当时中国对外方

面的公开言论充满了激进的革命高调，既便在

中美关系有了缓解甚至改善的情况下，这一情

况也没有改变多少（例如，在基辛格第二次访

华期间，北京的报刊仍然充斥着“反帝”宣传，
甚至在基辛格一行下榻的房间里，都发现了印

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

其一切走狗”字样的小册子）；但另一方面，中

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却正是在这种革

命高调中（毛泽东把这叫作：“放空炮”），在不

被人注意的潜流下，逐渐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形成这一奇特现象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既

要维护自身外在的革命形象， 又要从现实出

发，顾及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 关于这一点，毛

泽 东 在 1973 年 2 月 同 基 辛 格 的 谈 话 中 曾 指

出：“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

批我们一回。 你们总统说是叫 ‘思想力量’的

‘影响’。 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 共产主义

去你的吧！ ’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 ’
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②表面强

硬，实质“务实”构成了当时中国外交，特别是

对美外交的显著特征。 这一点值得后人在观察

这段历史时给予足够的注意。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特别是中国还处

在“文化大革命”的氛围之下，毛泽东指导下的

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不可能完全摆脱“左”的

干扰和影响。 不管怎样，在 70 年代那样一个特

殊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战略调整扭转了中国两

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并使中国获得了超出自己

实力的国际地位，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

响全局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使中国外交迎来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这就为中国以

一支独树一帜的重要力量全面参与国际事务

开辟了道路。
值得指出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局

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两极争霸的格局已被打

破，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但是，
天下并不太平，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未消

失，人类所面临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还没

有完全解决。 在新的形势下，认真分析与研究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掌握其分析错综复杂

的国际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

战线的策略思想，对于指导中国的外交工作继

续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进一步

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

合作，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

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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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Wealth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the establishment of wealth
economics opened up a new discipline in the theory economics field and enriched the vision of theory research field. At the same time,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value judgment of wealth economics have deep connotations, not only open to new ideas to solve social justice, but
provided theory support and reality guidance for the social economic policies.(SHEN Kai-yan)
To Grasp the Different Laws of Wealth Creation and Wealth Distribution:Wealth creation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are governed by
different laws, the high efficiency of the creation of wealth is not equal to high approval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the process of
wealth creation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the gover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especially the way government distribute wealth will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society. Wealth creation mainly resolves the problem of efficiency,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ainly solves the
problem of fairness. Through the use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mastery of the wealth, the government is capable of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wealth distribution and resolving conflicts and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harmony and social
equity.(GU Yu-min)
Wealth Gini Coefficient and Wealth Adjustment: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Wealth Creation and Share Study : Wealth share relates
to social fairness, gini coefficient reflects the national income gap and social justice, wealth gini coefficient reflects the degree of social
wealth share and social justice. The current China’s wealth gini coefficient has outpaced income gini coefficient,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bring hidden trouble to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whole society is the long-term social
development goal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y goal.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we need to regulate the wealth relationship on the
basis of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e tax policy, industrial policy, social security, economic ethics means to gradually reduce excessive
wealth gap,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HE Yu-chang)
Wealth Economics is Also Sociology:The concept of wealth creation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is that we always say that “We should make
a big cake and divide the cake well.” When we discuss these problems, neither should we stare at capital wealth effect, winning the whole
cake, nor could we spare attention to populist and solve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of man by robing the rich and assisting the poor. How to
balance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and how to establish the value of wealth economics are also more and more connected with sociological
method.(XIAO Wei)
Discussion on the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of Our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equal opportuniti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problems, we did a reinterpretation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erty possession inequali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of
classic Marxism and believe that the congruent relationship of property distribu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only exist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when property occupation is comparatively equal or unequal, unequal opportunities may cause unfair or
fair income distribution, thus making the occupation system and the property distribution show the nonlinear changing relationship.(MA
Yan ZHANG Jian-xun)
Why do People Fee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s Unfair:In recent years, many causes lead to unfair distribution and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making people’s feeling of unfai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re intense. The factors that cause people’s feeling of
unfair are complex. Through finding by hard and thorough search, the anomie of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mess of wealth accumulation
are the root causes of inequality of social wealth. If we want to bring down the people’s feeling of unfair distribution of societ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realize the rightness of distribution of wealth, the key is to reveal labor value in the first distribution, and the most
important is to eradicate ways of obtaining vast wealth through the rent-seeking using power and illegal violations.(WU Hai-jiang)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Theory of Marx’s Labor Value Theory:Marx established scientific labor value theory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value. In this respect, Marx made ten big innovations, mainly including: research on value theory from merchandis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use value and value, the dual character of labor theory, the theory of value form and its development, the theory of
commodity fetishism properties and secrecy, the value of commodities and how the decision was made, the theory of the constitution of
value, the use value and value theory of labor commodity , value transformation (production price) theory, the international value theory
and so on.(YANG Sheng-min)
The Formation and Strategic Intent of Mao Zedong’s “One Line” Idea: The concept of “One Line” strategy of Mao Zedong reversed
the negative situation of China being attacked on two sides, and won China international status far beyond his strength, and formed the
triangle rel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Chinese foreign ushered in a period of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which
started the new pattern of China’s diplomacy. In the new situation, careful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Mao Zedong’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thought and grasp the stand, viewpoint and method of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ricac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has very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unite all the forces that can be united to form the most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united front strategy thoughts for guiding China’s current diplomatic work.(GONG Li)
Industrial Upgrading, Improvement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Changes of Demand Structur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he
spindle patter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re set up in the positiv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mong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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