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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对外政策发生一系列变化，对这些政策变化的认识能够有效的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对

于建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意义。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the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has many changes, if we can know and understand it, it’s

useful for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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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六十多年以来我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一
系列变化，主要经历了以下阶段：

一、“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上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
阵营对新中国采取了完全封锁的军事策略，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
审时度势，制定了向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靠拢，以获得更好的
发展自己经济，工业化等各方面的援助。

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制定了以下策略：一、向苏联东
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靠拢，以获得更好的援助。二、积极与周边国家
搞好关系。三、同美国的侵略性外交政策予以正面积极的反击。这
些政策的实施有效的打击了美国扼杀中国政权的野心稳定了国家
政权。

二、反苏反美，同时打击敌人
到了 20 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对外实行霸

权主义，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不安；民族独立运动进入高潮，第三
世界崛起。而当时的中国面对更严峻的局势，一方面苏联试图干涉
中国内政，却被中国当机立断的拒绝，苏联对中国实行了各方面压
力和威胁。另一方面，新中国还要反对美国对新中国的威胁。美国
为扼杀新生的新中国，与逃亡到台湾的国民党进行合作，试图反攻
大陆。新中国并没有被这种严峻的局势所吓倒，有力回击美帝国主
义的对外侵略战略。

三、“一条线”的对外政策
到了 1970s，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美苏争霸中，苏联站于有

利地位，美国为了遏制这种局势发展，不得不调整对外政策，频频
向中国发出和平信号，积极谋求改善美中关系。而毛泽东根据当时
的国际环境以及苏联对新中国的封锁，对于美国的和平信号积极
回应，调整了对外战略：

一是中美关系的缓和。1971 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周恩来同基
辛格进行了会谈。次年 2 月 21 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双方领导人直
接会谈，两国共同发表了《联合公报》。1979 年 1 月，中美正式建
交。1972 年 9 月，中日建交，1978 年两国又签定了《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

中国在此外交政策的指导下获得了良好效果，特别是在 1971
年 10 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以压倒性的票数恢复了在
联合国常所有合法席位有效的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四、“全方位”外交战略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美苏争霸到了“相持阶

段”。同时，西欧日本等第三世界的国家的发展取得了重大的进步，
我国的外交政策为了世界和平的需要也进行的了一些重大调整：

一是提出和确立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的新观念。当时的国
际环境虽然有可能爆发战争，但和平力量的增长可以有效的遏制
大规模的战争的爆发。二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
体制定了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邓小平站在国际视野角度上
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从对外关系来说，就是要进一步

实行开放政策。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
的，发展不起来”。三是提出了“一国两制”，以其来解决中国的港澳
台的问题。

五、和平发展道路
到了 20 世纪末国际局势朝着多极化方面发展，形成了“一超

多强”的国际局面，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据国际局势
提出“伙伴”关系来指导中国的对外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中
国与许多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如 1996 年 4 月，中俄建立
了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 年 5 月，中法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10 月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等。
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更好的提升与巩固。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人，继续实行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外，根据当今的国际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以下对外
政策：

一、创造性的提出“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对外经
济政策，利用当今经济全球化，加大对外开放的水平，努力做到本
国经济结果的转型，加强对外开放的水平和深度，广度，坚持“引进
来”和“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永远不称霸，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
来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和平、开放、合作与和谐的发展。坚持走
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国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应有之义，符合我们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对外
方针，符合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
符合人类进步的时代潮流。要加强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互利合
作，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
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客
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解争端。
目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党的中央集体领导下积极快速的进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政策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但是
我们必须看到：一、这种变化和调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当时的
国际国内背景的变化做出的。二、基本的立足点都不变，都是在维
护国家的利益和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应该坚信在党中
央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取得更好的发展，必将更加
有效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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