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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

两个转变
”

外交思想的

提出历程及其重大意义

董振瑞

［
摘 要 ］进入新时期 以 后

，

在 国
｜

内 外形 势发 生深刻 变化的 时代 背景 下
，

以 邓 小 平 为核 心 的 中共第 二代 中央领
‘

导集体凭借 着丰富 的 政治 经验和敏锐的洞察 力
，
在 继承毛泽 东 、周 恩 来 国际 战略 的基珀上 ，

围 绕着如何认识

国 际形势和 因 时艏势地制定何种对外政 策等 两个重 大问题
，
不仅科 学 分析 了其 时正剧烈演变 的 时代潮豉和

＇

世界大势
，

还藉此形成 了一 系 列 深刻 影响 当 代 中 国 的 重大战略判 断 。 1 9 8 5 年提 出 的
？＂

两 个转变
”

外交思想便

是其 中 的 突 出 代表 。历 史表 明
，

‘‘

两 个转变
”

外交思想 的 》酿提 出 及其发展历程
，

不 仅十 分准确 地 回答 了 当 代

中 国 所处历 史方位和在 国 际政治 中 所居战略地位等
一

系 列 重大 问题
，
还对推 动 中 国 的 现代化建设和 改革 开

放事业产 生 了 巨 大 的推动作用 。 也因 此 ，
它是理解新时期 以 来中共 外交思想发展脉络 的一把关健钥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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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9 8 5 年 6 月 4 日 的 中 央军委扩 大会议上 ，
邓

小平作 了
一

次引人注 目 的发 言 。 他提到
，
粉碎

“

四人荦
”一

■

、
历 史转折的 实现 ：

“

两个转变
”

以 后
’
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 以后

’

通过对世界大外交思想的缘
势 和周围环境 的分析

，
中 国 在对国 际形势的 判断和对

作为辦期 中 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 的 重要指导

争的危险観近隨法
’
改变 了过絲播奉浦

帛ｍ个转变
”

醋餅不是勉 与偶賊
，
而是有

条
着十分复杂 、深＿历史背景 。

”

。

卜 ）
2 0 世纪 7 0 年代中 共在两个重大 问埋上 的基

“

两个转变
”

外交思 想提出 以 来 ， 尽管天下并不太

平
，
但是在此指引下 的 中 国 ’

其榍起的步伐却始终稳步 2讀纪 7 0
．

年代
，

在贿争 霸的背景下
，
随着美苏

向前 。 这说明 ，
这
－

思想 经受住 了 时间与历史的考验 。

双方攻守形势的易势 ，
整个 国 际关系呈现出

－

种剧 烈

正 因为这个細 ’
对这

－

減賺鶴錢麵帕
变郝錢顺 。 其絲之－便是颇太￥洋地 区逐

术界的重视。
以往的研究表 明

’

“

两个转变
＂

不仅是邓 4 、

步形成 了 中美苏战略三角及 由此而来 的各方博弈 。 在

平外交思＿
－

个ａ论结 晶
’
还是 期 中 ｓ共

ｊ ｉｔ顺下
，
这－地 Ｋ先后 出现 了诸如巾 苏边界拜装 冲

产党外交思想发展脉络 的－把关键销起 。

突 、
尼克松访华 、美苏签署 《限制反 弹道导弹系统条约 》

3 0 胃￥ 。 戈
以及新中国第三次建交 高潮等

－

系列重大历史 事件 。

深人研究这
－深刻影响当代 中 国的重要思想

’
笔者力

自
－ 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深刻影响 了整个 7 0 年代 中 共

图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
结合当前 的 国 内外形势 这

对国 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的制定 。 最能反映这－
－

思想 的提出 历程 、 基本 内涵及其深远影 响作进
－

丨
认识的

，
无疑要数 1 9 7 3 年 的 中共十大和 1 9 7 7 年 的 中

的探讨 。

作者
：
董振瑞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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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十一大 。开放历史的 新时期 。 此后 ，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1 9 7 3 年 的 中共十大
，

在对国 际形势的判断上
，＠和现代化建设

，

便成为
“

今后一个 相 当 长的 时期 内 全

基本要 点有 三条 ：

一是 当前国 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人民压 倒
一切 的 中心 任务

＂

和
“

决定 祖 国命运 的千

乱
，

“

山雨欲来风满楼
”

；
二是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安宁 的秫大业

”

。

根源
；

三是美苏既争夺又勾结 。 苏联是声东击西
，
其真那么 ，

如何才能确 保这
一

“

中 心任务
”

和
“

千秋 大

正 的战略重点在 欧洲 ； 而西方则想把祸水引 向 中 国 。 据业
’
’

呢？ 对此
，

中共高层逐步形成了这样
一些共识 ：要加

此
，
在对外政策上中 共十大提 出 ：要加强 同

一切受帝 国快现代化建设的速度 ，
就必须在立足 国 内 的 同时 ，

打开

主义侵略
、
颠覆

、
干涉 、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 团结 ，

以结国 门卑 向 世界 ，
以 引进 国外先进技术 ，扩大 出 口

，
增加

成最广泛的统
一

战线
，
反对帝 国 主义 和新老殖 民主义

，
外汇

，
发展对外经济合作 ，

等等 。
＿共识虽然形成了 ，

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的霸权 主义 。 可要在 千头万绪 的实 际工作 中去落实这些宏 大设想 ，

1 9 7 7 年的 中共十一大
，
在对国 际形势的判断上 ，还需要在理论上 回答上述两个重大问题 。 即 如何看待

其基本要点是 ：

一是在革命因 素继续增 长的 同 时 ，
战争发展变化 了的 国 际形势

，
以及如何因 时顺势地制定新

因 素明显增长 ；

二是苏美是新 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 但时期中 国 的对外政策 。

在苏联取攻势 、美 国居守势 的战略态势 下 ，
苏联具有更就在 中 国实现历史转折的 同 时 ， 整个 国 际关系 、

大的危险性 ；
三是苏美争夺虽遍及世界各个角落 ，

但其国际形势也处在
一

个
“

转折性年代
＂

。
邮 这突出地表

重点仍为欧洲 ；
西方有绥靖思 潮

，
不仅幻想用妥协退让现在 ：进人 2 0 世纪 8 0 年代 以后 ，

一场新科技革命在全

的办法保持和平 ，
还幻想将苏联的矛头引 向 中 国 。 据球范 围 内 蓬勃兴起 。 在这场新科技革命的推 动下 ，

改

此
，
在对外政策上中共十

一大提出
：要对苏美发动新 的革 、调整的浪潮开 始遍布于不同类型 的 国家 ，经济全球

世界大战做好一切准备 ， 要联合
一切受帝 国 主义和社化 的趋势也藉此进

一

步 凸显
；
而且

，

随着经济和科技 因

会帝 国主义侵略 、颠覆 、干涉 、控制和欺负 的国家 ，

以结素在 国 际关系 中 的作用进
一步上升

，
大 国间 的战略重

成最广泛 的统
一 战线

， 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 国 的 霸权点也 日 益从争夺短期和军事优势转 向长远和综合 国力

主义 。

ｐ
ｉ的竞争 。

Ｗ ＊
1

＊＊显 而易见
，
在此形势下

，
原先那种认为

尽管 中共十 大
、
十一大 在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 等

“

战争迫在眉 睫
“

的判断 巳 经不能准确反映发展变化 了

方 面还存在着 明显错误和不足 ，但是这两次重要会议 ，的世界 形势
，
原先那种坚持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也 已

却较为全面 、 集 中地反映出其时中共在对 国 际形势的经不唪科学捍示发展变化 了 的时代潮流 。

判断和对外政策 的制定等两个重 大问题上 的基本认可见
，

“

两个转变
”

问题 的 缘起
，

从 国 内来看 ，
这 是

识 。 简言之 ，
这就是

：
美苏争霸是世界动荡的根源

；
战争党和圉 家Ｔ作重 离转移后 国 内形势发展的

一种必然要

因 素明显在增长
，
苏联 已经成为引发战争的主要威胁 ；求

；从 国外来看
，
这晕中共对发展变化 了 的世界潮流 的

中 国 需要构建起
一条最为广泛的 国 际反霸统一战线

，
一种思考和适应 。 对此 ，

邓小平曾深刻指 出 ：

“

我们对外

以反对可能到来的世界大战 。政策都是根据我们对 国 际问题 总 的看法和总 的分析得

（
二

）
党和国 家工作重 点的转移 与

“

两个转 变
＂

外出来 的 。

“

我 国对外工作 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和平 ，

交思想 问题的 由来为我 国 的社会主义现代ｆｔ建设服务 。

”卿抑

历史 的发展往往不是
一

条直线 。 2 0 世纪 7 0 年代

末期 以后
，
随着 国 内外形势 的发展变化

，
在上述两个重二

、 ｇ ■ 变 中 的揮■索 ：

“

两 个转变
”

大问题上
，
中共很快便形成了 新的判 断 。 这种变化产生外交思想的 酝酸历程

的根本原 因在于 1 9 7 8 年底中 国所发生 的历史转折 。

1 9 7 8 年 1 2 月 间召开 的 中共十 一届 三 中 全会是如同任何
一种成熟的指导思想

一样
，

“

两个转变
”

中 国 当 代史上
一

个重要转折 点 。 这次全会不仅全面纠的提 出 并不是一蹴而就 的
，
而是经过了一个异常慎 重

正了
“

文化大革命
”

及其以 前的
“

左
”

倾错误
，
还作 出 了的酝酿历程 。

把党 和 国 家的工作重点转 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
（

一

）
2 0 世纪 7 0 年 代末至 8 0 年代 中期 的 国 内 外

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 的战略决策
，
从而实现 了党 和国形势

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的伟 大转折 ，
开启 了 我 国改革 2 0 世纪 7 0 年代末至 8 0 年代 中期

，
是 国 内外形 势

－ 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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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并且经历深刻巨变的
一个历史时期 。以来最好 的 、关键性的时期之

一

”

。

从国 内来看 ，
这一时期

，
中 国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完与此同 时 ，从国外来看 ，

国际政治 、经济及新技术革

成了拨乱反正
，
还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命等领域也正经历着

一场深刻巨变 。 这主要表现在 ：

反正 的重大胜利
，
从而实现了历史性 的伟大转变 。在此基第一

，
国 际政治多极化趋势进

一

步增强 。 首先 ，
经

础上
， 中共十二大明确提 出了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过 2 0 世纪 8 0 年代初期 的激烈争夺之后 ，

到 1 9 8 4 年前

义的科学命题 。十二大 以后
，
改革开放开始在全国范围迅后苏联开始不断收缩力量和战线 。

以此为转折点
，
美 苏

速展开
，
中 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 了极大促进

，
综合国力不关系乃至整个 国际形势开始逐步转向缓和 。 这一趋势在

断增强 。 这主要表现在 ： 1 9 8 5 年戈尔巴 乔夫担任苏联领导人之后更趋明显 。 其

第一 ，
经济领域 。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
党和国次

，
随着西方阵营内部的龃龉不断增长以及东欧各 国对

家把工作重点稳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

一

苏联的离心倾向明显加剧
，
美苏控制和影响 国际事务的

方面坚决清除经济 工作 中长期存在的
“

左
”

倾错误
，
另
一

能力大为削弱 。再次
，
占全世界人 口 3／ 4 的第三世界维护

方面则认真贯彻执行调整 、改革 、整顿 、提高的方针 。 经过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持续发展
，
并 日 益成为

几年努力
，
到 1 9 8 5 年中 国经济 已经渡过最 困难 的时期

，
国际政治中

一

支不容忽视的重要 力量 。 此外
，
改革开放

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 。极大地激活了 中 国的活力
，
中 国 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的

第二
，
政治领域 。 结束了

“

文化大革命
”

以后长时期一支重要力量 。

的社会动乱
，
实现 了安定团结

、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
中第二

，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人 民普遍关注的

共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班子逐步得到了调整 、整顿和加强 ；中心问题 。这
一

时期
，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进

一

步显现的背

民主和法制建设逐步健全
；
各 民族的平等团结关系重新景下

，
发达国家的再发展问题与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

获得加强
；
爱 国统

一

战线进一步扩大
；
教育科学文化工作问题

，

以及由此衍生 的南北矛盾
，

日益成为制约全球经济

逐步走上正轨并呈现出初步的繁荣景象 ；等等 。这样 的政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在此背景下
，
世界各 国都为各式各样

治局面
，
被认为

“

是建国 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

。

＿的经济问题所 困扰 。为解决 自身的发展问题
，
各国不仅迫

第三
，
思想领域和中共的 自身建设 。 过去盛行的个切需要

一

个和平环境
，
也迫切需要加强相互之间 的经济

人崇拜和教条主义被打破
，
社会上下思想活跃 ，

出 现了交流 ，
求和平 、谋发展 、促合作已经成为时代潮流。

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 。 此外 ，
为了 正第三

，
科学技术 日益成为新的社会生产力 中最活跃

确贯彻解放思想 的方针
，
中共及时重 申 了 四项基本原和决定性的 因素 。 这一时期

，
随着美国 的

＂

高边疆
＂

、西欧

则
，
并为端正党风作 了大量工作 。 而且

，
从中 央到地方的的

“

尤里卡计划
”

、苏东国家的
“

科学技术进步综合纲要
”

，

党政军各级领导岗 位
，
都补充了

一

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以及 日本的
“

人类科学新领域研究计划
”

等高科技战略的

的优秀干部
，
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干部年轻化得 到 了相继提出

，
到 2 0 世纪 8 0 年代 中期

，
发达国家抢占科技制

显著推进 。
＿高点的角逐已呈白热化的趋势 ，

以经济为基础 、科技为先

第四
，军事领域 。 人 民解放军在加强军事训练和思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

，
也 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特别是大国

想政治工作方面
，

在改进军政军 民关系方面
，
在守卫边竞争最重要的内容 。

＿

境 、保卫祖国安全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
，都取得了显第四 ，

2 0 世纪 8 0 年代东亚地区的经济崛起 。 继 7 0

著成就
，
军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年代

“

亚洲 四小龙
”

的快速发展之后
，

8 0 年代后 ，

以 中 国

有了 新的提高 。
＿和东南亚各 国 为代表的东亚地 区又出现 了 经济快速增

第五
，外交领域 。 中 国政府积极调整同美国 、

日本及长 。东亚地区整体性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全球所矚 目
，
亦被

苏联等国的关系 ，

“

打开 了国际斗争 的新局 面
”

，
国际地位称为

“

亚洲经济奇迹
”

。许多人都相信
，
这是二战后世界历

不断提升
，
国际处境和国家安全形势有了很大改善 。 而史上发生的最为引人瞩 目的重大事件 ，

并认为亚洲 的现

且
，

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
，
中 国逐步突破资金 、技术 、人才代化将成为 2 0 世纪 9 0 年代到 2 1 世纪初最重要的世界

和管理方面的束缚 ，
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 日 益紧密和发展方向 。

频繁
，
同各国的经济依存度 日 益加深。

＿（
二

）
2 0 世纪 8 0 年代中 期 ，

中 共在几个貢大问题

总之
，
到 2 0 世纪 8 0 年代中期 ，

中 国
“

巳经开始找到上的认识突破

了
一条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

，
处于

“

建国正是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 ， 围绕着 如何看待发展变

－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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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了的 国际形势 和制定与之相适应 的对外政策
，

以邓展 的背景下
，
围绕 着上述几个重大问题

，

我们党相继 实

小平为核心的 中共第二代 中 央领导集体进行 了异 常慎现 了认识上的关键突破 。 无疑
，
这些关键突破将会促发

重的探索 。 这种探索首先体现在对诸如如何看待
“

战争新的重要思想的产生 。

与和平
”

、

“

时代主题
”

及
“

结盟
＂

等
一系列长期 困扰人们

ＳＩ想的重 大问题有 了认识上的关键突破 。 具体来说 ：三
、外 交新局 面 的 开创 ：

“

两个转

第一
，
关于战争 与和平 。 基于对这

一时期 国际形变
”

夕卜交思想的＃ 出 ；＾重 大意义
势的深刻 洞察

，
邓小平认为

：
在冷战背景 下 ，

美 苏两极

独 大
，
要发辦者有能力 发动战争 的

， 只能是美苏 ； 而紐这－翻认社触破之后
，作为新时期 中

除美苏之外 的其他 国际力量
，

包括西 欧 、东欧 、 日本 、 中ｆｔ对待国 际形势 和处理对外政策 的理论总结
，

“

两个转

国 以 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反对战争的
，

这就使
变

”

外交 1 1想便呼之欲出 了 。 其时间节点 ，最终被定格
“

和平 的力量和制约 战争 的力量有可喜 的发展
”

，
也使

美苏
“

不敢轻易地发动 战争
”

。 据此 ，
到 1 9 8 4 年前（

一

）

1 9 8 5 ：

“

两个转变
”

外交思想的最终提 出

后
，
中 共高层便逐 步改变 了

‘ ‘

战争迫 在眉 睫
”

、

“

世 界大如前文所述
，
邓小平在 1 9 8 5 年 6 月 4 日 的 中央

战不可避免
”

的认识
，

并进而得出 了
一个新 的重大判军委扩大会议上 最终 明 确提 出 了

“

两个转 变
“

的重要

断 。 即
“

在较长时 间 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

■
， 捕话 中

，
料平 系 统麵了 中 共对 Ｓ际形势判

第二
，

关于 主题 。 和平 重大＿細对外政賴定方确认识历程
，
瓶结性地指 出 ：

的判断 日翻朗之后
，
邓小平关于时代主翻战＿ｌ ？ｆ“

根据对雌大浦越分析
，
隠職綱围环境的

也开始渐趋成熟 。 通过深刻分析同时期所发生的 国内外分析
，
我 们改变 了 原来认为战争 的危 险很 迫近 的看

巨变
，
他认为

“

和平问题
”

与
“

发展问题
”

已经越来越成为法 。

’’
［办吻“

我们 中 国不打别人的牌
，
也不允许任何人打

当今世界上
“

两个 比较突出
”

和
“

最根本的 问题
”

，
并有＃巾 国牌 ，

这个我们翻做到 。

”
［

1謂此外 ，
他还充分肯定

“

失賴
’了

“

两个转变
”

的重大意义 。 他强调 ，
这

“

两个大变化
”

是

1 9 8 4 、 1 9 8 5 年间
，他的这

一

思想不断发展 、完善
，

并最终正确 的
，

‘ ‘

増强 了 中 国在 国际上的地位
’
增强了 中 国 在

提 出
“

和平 与发ｍ代■两大 问题
’’

的重要论 麵随上 的发討ｒ
，
对

“

飾搞开練策 加 速我

断 。 他 循发展
”以 及

“

糊 Ｂ師平环觀多職收对我 们

问题
，

－个是和平 （

Ｓ
Ｊ
题

，

－个是娜陋或者说发卵 冑麵細
”

錢有益 的 。 擁 ，聽心十足地提 出 ：

题 。 “

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 和这样 的政策
，
我们 就能放胆 地

第三
，
关于

“

结盟
”

。 新 中 国成立以来 ，
在冷 战的特 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 的 四个现代化建设 。

’

殊背景下
，
基于社会制度 、意识形态 ，

以及 国家安全
、
战（

二
）

＊ ？

两个转变
”

外交 思想对 当代中 国的 深远影响

作为新时期 中共在对外政策 和 国 家战略 上 的
－

“
一

条线
”

等战 略方针 。 在 国际政治中
，
对于中 国这样

一

个重要思想
，

“

两个转变
”

外交思想的提 出
，
对 当代 中 国

个相对
“

弱小
”

的 大国 而言 ， 这种
“

结盟
”

或者
“

准结盟
＂

产生 了 §远影＿ 。

的战略方针
，
无疑是一种 代价较小 、成本较 低 、风 险较第

一

，
在这

一

思想指 导下
，
中 国政府作 出 了 裁军

聰＿力 。 入 工 1 0 0 万 的重大决策 。 以
“

两个转变
”

外交思想提出 为标

作重心 的转移和国 内 经济建设的蓬勃兴起
，

以 及随着志
，
以 邓小平为核心的 中共第二代 中央领导集体更加

国 际政治＿是 巾美苏
“

＿ 1
’’

6 5发＿变
，
＿坚定 了世界 大战在较长 时馳打不起絲重 要判 断 。

外政策 上奉行
“

结盟
”

或
“

准结盟
”

的弊端便开始凸 显 。 正是 依据这
－

判 断
，
中 国 政府作 出 了裁军 1 0 0 万的重

对此
，
邓 小平认识得十分深刻 。 就此 ，

他 曾－针见血Ｍ力决策 。 此后的 实践也证明
，

百万大裁军不 仅是新时期

指 出 ：

‘
‘

谁愿与我们 友好
，
我们也愿与谁友好

，
但决不卷中 国军 队建设的重要 战略决策

，
还为 中 国在 国际上贏

入任何集 团
，
不同它们结盟 。

‘‘

中 国的对外政策得 了广泛 的 良好反响 。

自 ＩＩ 。 第 二
，
在 这－思 想指导下

，
中 国政府 完成 了 新时

总之
，
在 2 0 世纪 8 0 年代 巾期＿ 外形—

ｆｆｌ外交方针賴整
，

开创 了新咖 中 国外交工作的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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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 。在
“

两个转变
”

外交思想的指导下
，

1 9 8 6 年召开的所蕴含的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 ，
还藉此形成了 一系列

六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从十个方面全 面阐述 了新 时期深刻影响 当代 中 国 的重要战略判断 。 毋庸置疑 ，
这一历

中 国所奉行的独立 自 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 。 这表明 ，中 国史进程充分诠释 了 以邓小平为核心 的 中共第二代 中 央

已基本完成 了新时期外交方针 的调整 。 此后 ，
按照上述领导集体

“

谋大势 、讲战略 、重运筹
”

的战略智慧和决断

对外政策
，
中 国政府果断调 整

“
一条线

＂

、

“
一大片

”

战能力 。对此 ，习 近平 曾给予髙度评价 。 他说 ：
改革开放是

略
，
不断改善和发展 同各大 国 的关系 ，

并在和平共处五怎么搞起来 的 ？ 很关键的
一条是我们党正确判断世界

项原则 的基础上同 世界上
一切国 家建立 和发展外交关大势 。 由于对世界大势作 出了 正确判断

，
我们党 确立 了

系
，
中 国 的 国 际地位和国 际声誉越来越高 ，

朋友越来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
，
才有 了党和 国家工作

多
，
从而开创 了新时期 中 国外交 的新局面 。

Ｍ中心 的转移 ，
才有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开启 。

第 三 ，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
中 共关于 战略机 遇期

的概念得 以孕育并且不断发展、成熟 。 沿着
“

两个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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