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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外国经济制裁的历史、基本经验
和现实路径
陶士贵，高 源

( 南京师范大学 商学院，南京 210023)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就一直不断对我国进行经济制裁。
我国利用西方的矛盾和自身的优势，强有力地反击了他国发起的经济制裁。梳理和总结中国
在不同历史时期应对外来经济制裁的历史经验，彰显了中国在反外国经济制裁过程中的理论
创新与实践魄力。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提出“积极斗争、主动防范、标本兼治、寻求合
作、守住底线”的反外国经济制裁总体思路，为我国应对未来更加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他国发起
的经济制裁提供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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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
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要“发
扬斗争精神”、“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
管辖’机制”。［1］( PP52 54) 经济制裁一直是西方国
家特别是美国推行对外战略、影响其他国家行
为和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之一。事实上，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不断受到外国经济制裁。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制裁和压
迫，中国“不信邪、不怕鬼”，积极提升本国的综
合国力，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在强有力的反击下，中国不仅没有被压迫
和孤立，还赢得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社会地位。
2021 年 6 月，中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外国制裁法》( 以下简称《反外国制裁法》) ，自
此，对于一些外国国家和组织对我国的制裁和
打压的反制具有了法律依据。实践表明，一个
民族对历史的认识决定着未来的发展，只有正
确认识历史，才能开创未来。由历史看前途，从
历史中总结规律，是中国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
历史观与方法论。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新中国
成立以来所遭受的外来制裁和打压，及应对外
来经济金融制裁的策略和举措，旨在为应对未
来更加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他国发起的经济金融
制裁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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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国对华经济制裁的历史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出于对意识形态对立
和对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美西方始终在军事、
经济和科技等领域对我国施压。随着我国国际
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未来外国经济制裁风险将
长期持续。依据时代主题和经济制裁的不同特
征和动因，外国对华经济制裁可划分为三个历
史阶段，即美国的经济制裁和封锁 ( 新中国成
立初期) 、西方国家联合对华经济制裁( 改革开
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 、美国对中国
全方位的经济制裁和打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 。

(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 美国的经济制裁和
封锁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仅没有对共
和国新政府给予外交承认，更是企图用经济制
裁将新政府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颁布《出口
管制法》试图控制对华贸易，限制中国的战略
物资进口，带头孤立、封锁中国; 以其没有承诺
“接受国际义务”为借口，剥夺中国进入联合国
的合法权利;先后从朝鲜、印度、中国台湾地区
三个战略方向对新中国实施军事威胁［2］( P128)。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商务部颁布
《出口管制条例》，禁止一切与中国的贸易。同
年 12 月，美国财政部根据《敌国贸易法》颁布
了《外国资产管制条例》，禁止任何涉及或代表
中国的金融交易( 包括与旅游有关的交易) ，冻
结了受美国管辖的中国居民的资产，控制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美国的所有财产。

1951 年 9 月 1 日，美国颁布《贸易协定扩
展法》，取消包括新中国在内所有社会主义国
家( 南斯拉夫除外) 的最惠国待遇。1952 年 7
月，美国成功劝服其盟国在 1949 年 11 月成立
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协商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委
员会”，长期负责协商对华国际经济制裁，进一
步提高对华禁运程度。1962 年美国仍未改变
对中国的敌视态度，修订《对外援助法》禁止向
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援助; 1964
年，再次修订《对外援助法》禁止进出口银行包
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融资交易。

( 二) 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时
期: 西方国家联合对华经济制裁

20世纪 90年代初，东欧国家政局相继发生
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上陷入低谷。
国际上的局势风云突变，中国国内也出现了新的
问题与挑战: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逐渐滋长蔓
延，改革开放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在
此期间，西方国家利用中国国内出现的暂时矛
盾，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

1989 年 6 月 5 日，美国宣布对中国采取以
下制裁: 暂停中美两国所有政府间和商业的武
器贸易和军事交流;暂停美中军事领导人互访;
对中国留美学生延长逗留时间的要求给予同情
的考虑。7 月 14 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对华
制裁的修正案，要求重新研究是否给予中国最
惠国待遇，重新审查两国间的所有贸易协定，暂
停向中国出口卫星，暂停核合作，要求进出口银
行推迟批准向中国出口申请的资助，要求境外
私人投资公司暂停使用美国资金支持对华贸
易，并与盟友磋商对中国采取集体经济制裁。
同年 7 月，西方七国首脑和欧洲共同体会议紧
跟美国，针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并
宣称将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延缓支付
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措施［3］( P367)。

1996 年 7 月，以美国为首的 33 个国家签
署《瓦森纳协议》，旨在对高科技出口进行管
制，目前已发展至 42 个国家。而快速崛起的中
国正是该技术管控体系最核心的封锁对象。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美国对中
国全方位的经济制裁和打压

2017 年 12 月 18 日，特朗普政府公布首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中国为其“战略竞
争者”。2019 年 3 月 25 日，美国成立了“应对
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标志着美国遏制中国
崛起进入全面实施阶段［4］( PP69 76)。特朗普政府
陆续出台了针对中国台湾地区相关法案及香港
特区、新疆、西藏所谓的人权法案，表明中美之
间的经贸争端已随着政治打压的升级，持续向
其他领域延伸。美国的制裁法律凌驾于国际法
之上，越来越无底线［5］( PP90 99)。

新任美国总统拜登实施新政的 100 天内，
就陆续发布了包括政治、外交、军事、贸易、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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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的对华政策。2021 年 4 月 8 日，美国参
议院提交《2021 年战略竞争法案》，要求拜登政
府采取与中国“战略竞争”政策，以保护和促进
美国“重要利益和价值观”。美国的目的很明
确就是针对中国，彻底遏制中国崛起，以保住美
国世界霸权地位。美国参议院于 5 月 27 日通
过的《2021 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旨在增强美
国经济特别是技术竞争力及遏制中国的崛起。
据有关资料统计，从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底，共有 611 家中国公司被美国列入制
裁名单，而且大部分是高科技企业。可见，拜登
政府比特朗普政府对华制裁更注重拉拢盟友，
更讲究策略，其所带来的冲击将会更大。

二、中国反外国经济制裁的基本经验

上述不同历史阶段，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
济制裁呈现不同的特点，但总的来看，随着中国
的不断强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的
经济制裁和打压日益变本加厉，且呈现结成盟
友集体抗中的趋势。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针对西方不同阶段实施的制裁手段，积极采
取有效的反制裁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我
国坚决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主动参与全球治
理体系建设和改革，对中国未来和世界反外国
经济制裁积累了宝贵经验。

(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反外国经济制裁
的全面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西方的经济制裁和
封锁，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对外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提
出了“另起炉灶”①、“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②

和“一边倒”③的三条基本外交方针［6］( PP26 27)。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三世界兴起，世界开始呈现多极化的趋势。
为了给国内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
境和周边环境，打破美国对华孤立封锁政策，中

国审时度势，重新审视中美关系，逐步改善了与
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推动中国同资本主义
国家普遍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独立自主的政
策取得重大胜利。

面对西方对华联合制裁和国际上复杂严峻
的形势，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
及时作了深入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
应对措施和方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
位，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对外，冷
静观察、沉着应付，坚决顶住美国为首的西方压
力;对内，埋头苦干、韬光养晦，办好自己的事，
使中国逐渐站稳了脚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总揽对外工作全局，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
事，不断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和国家安全能力
建设，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决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强调中国坚决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反
对冷战思维、双重标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
安全观，特别提出“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
臂管辖’机制”，同时报告中还提及要“发扬斗争
精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信邪、不怕鬼、不
怕压”，全力奋战前进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中国反外国经济制裁具有极其鲜明、极其
强烈的政治属性，更要突出强调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始终与时代同步伐、与
人民共命运、勇于自我革命、不惧风险挑战，团
结带领着肩负复兴使命的中华民族迎难而上、
开拓进取，在革命性锻造中坚定走在时代前列，
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
大风险挑战。

( 二) 坚持针锋相对、毫不动摇实施反制裁
措施，发扬斗争精神

新中国成立不久便面临着美国的疯狂制裁
和打压。即便在当时经济、军事实力远不如美
国的情况下，中国义无反顾地及时采取冻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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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毛泽东 1949 年 3 月 5 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提出。即“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
建立旧的外交关系，不承认当时国外政府驻派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

毛泽东 1949 年 3 月 5 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提出。即“要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之后，再让这些
国家的客人进来”。

毛泽东 1949 年 6 月 30 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即“宣布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而是坚定不移地倒向
社会主义一边”。



国在华的官方和私人资产，有步骤地清除西方
列强在华特权、势力和影响。例如，针对 1950
年 12 月 3 日美国宣布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美国的一切公私财产，12 月 28 日，新中国采取
了相应的反制裁措施，包括管制和清查美国政
府和企业所有在华资产，冻结中国境内所有银
行的美国公司存款。［7］( PP97 101)

改革开放时期，面对巴黎七国首脑会议上
针对中国的制裁，中国据理力争，掌握国际话语
权，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邓小平在会
上说:“世界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
制裁的就是中国。”［8］( PP328 329) 1990 年 7 月 11
日，邓小平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再一次
表达了针对中国制裁的看法: “第一，他们没有
资格制裁中国;第二，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
的能力。中国经济虽然受了一些影响，但影响
不大。事实上制裁正在逐渐消失……我们别的
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不
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8］( PP359 361)

近年来，美西方国家通过实施贸易调查、技
术禁运、加征关税等手段扩大对华经济制裁，中
国及时实施了有理、有节的反制裁措施。2021
年 1 月 9 日，商务部发布 2021 年第 1 号令《阻
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确立
了信息报告、发布禁令、司法救济等阻断机制，
其出台标志着中国开始从法律层面反制外国法
的不当“长臂管辖”，也为受外国法律和制裁措
施影响的中国企业提供了救济渠道。6 月 10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
决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有利于依法反制一
些外国国家和组织对我国的打压，对纳入制裁
名单的外国企业和个人、其在华旅游、投资贸易
等活动受到了限制和约束。这有力打击了境外
反华势力和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有效提升了
我国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法治能力，为我国依
法反制外国歧视性措施提供了有力的法治支撑
和保障。

( 三) 坚持和加强多边合作，规避和分化经
济制裁的负面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优先同苏联等社会
主义国家互助合作，把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苏
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同时也扩大了同其他

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政治、经济、文化
交流，以破解美国对华经济禁运。

1949年 12 月，毛泽东亲自访问莫斯科，签
署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为新中国的经
济建设赢得了大量援助，有力提升了新中国的国
际地位。1950 年，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
仅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32． 4%，1951 年增长
到 52． 9%，1952年达 72%，且在之后几年一直保
持在 70%以上［9］( PP179 195)。同时，中国从苏联和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口了各种精密和大型机械、
有色金属、钢材、电工和通信设备、科学仪器、运
输设备和大量石油。之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
民族主义国家的商人也开始同中国进行贸易。
1952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上，中国
与日本、法国、西德等国商人签订了包括钢铁等
在内的贸易合约;到 50年代后期以后，美国的一
些盟国也逐渐放宽对华禁运［10］( P51)。

结果证明，美国的封锁政策不仅没能遏制
住新中国，反而丧失了自己的在华利益，促使新
中国清除美国在华特权的进程加快。同时通过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争取到的外援，新中国建
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形成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现代国防
力量［11］( PP18 21)。

改革开放后，面对西方对华联合制裁，中国
首先集中精力把国内的事情办好、稳住自己的
阵脚。在此基础上，寻找时机、利用矛盾，在周
边国家中寻找西方对华制裁联合阵线的突破
口，分化瓦解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12］( PP18 22)。

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和中国最大的贸易伙
伴，对华采取的态度相对温和且留有余地，由此
日本成为中国打破西方制裁的突破口［13］( P377)。
1989 年 9 月，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团访华，这也
是制裁实施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议员
代表团。邓小平会见代表团时指出，“中国不
怕威胁，不怕孤立，也不怕制裁。”［14］( P438)“中日
友好不能变，也不会变”［15］( P361)。这使日本成
为西方七国集团中第一个无视制裁中国禁令的
国家，也使得中国不到半年就突破了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联合制裁的防线。

打开日本这一突破口后，中国继续与其他西
方国家合作，呼吁他们放弃对中国的制裁。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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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不懈努力，除美国外其他西方国家对华制
裁逐渐松动。1990 年 10 月 22 日，欧共体 12 国
外长宣布恢复欧共体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
领域的关系。到 1992 年，中国已与 154 个国家
建交，与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贸易、科技、
文化交流与合作。就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对华制裁最终“破产”，它们没有达到使中国
屈服和孤立的目的，相反，使中国赢得了更加有
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12］( P279)

( 四) 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展开。［1］( P60) 一方面，世界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
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
增强。中国与世界互动的频率加快、力度增强，
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对外依存度和影响力也
越来越大，与之而来的风险和挑战也越来越大，
面临外国对华经济制裁的风险愈来愈高。另一
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
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单边主
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所上升，大国博弈加
剧，局部动荡频繁发生; 各种思想、思潮交融交
锋，恐怖主义肆虐，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等全球
性问题更加突出。

2014 年 4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国
内外安全面临的挑战，提出“总体国家安全
观”［16］，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对此进
行阐述。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
源和风险点增多，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中
国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统筹好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
点、又统揽全局，既要从长远、全局、战略的角度
去谋划，又要根据形势发展的变化，突出重点，
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有效防范经济制裁风险连
锁联动，科学防范，精准化解。

( 五) 坚持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 2013年 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
系学院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年 9月在联合国向国际社会全面阐述人类
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内涵、呼吁构建以合

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2017 年 10 月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2020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再次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
民前途所在。这一理论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
政策的总目标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成为
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这是新时代针对新形势
新环境，中国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为应对国外
的制裁打压提供了方向指导和理论依据。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
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大倡议。截至 2021 年 1 月，我国已与 140 个
国家、31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5 份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文件，真正致力于解决当前有关国
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实现共同发展为
目标，构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
作架构，为建立新型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新实
践和新思路。

中国是世界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有
着巨大的国内市场，也一直坚持技术和标准全
球性的互联互通和秉持互利共赢的合作姿态。
通过多边路径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
权，以建立和平稳定、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为目
标，争取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主导成立
新的国际标准。这些为打破外国的制裁和打压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制度和政策基础。

三、中国构建反外国经济制裁体系的路径

二战结束后，大国博弈从传统的军事对抗、
外交谈判转变为倾向于使用经济金融等领域的
聪明制裁手段来实现本国的政治目标。美西方
为遏制中国崛起，以维护人权、反核扩散、保护
知识产权等借口频繁对我国施加经济制裁，严
重危害我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同样强调“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其中
要“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
“发扬斗争精神”。

鉴于美西方对我国经济制裁有增无减的大
背景，我国亟须采取反制裁措施来减轻、规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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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制裁风险。但目前来看，我国采取的反制裁
措施在具体执行上表现为相关法律法规体系需
进一步健全;实施细则、配套措施和相关保障体
系未能及时出台; 现有的反制措施多为被动应
付的短期治标措施，难以应对美西方实施的灵
活多变、多层次多领域的经济制裁措施;缺乏主
动实施对外经济制裁的预案和手段。因此，本
文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提出我国构建反外
国经济制裁的总体思路和实施路径。

( 一) 积极斗争: 积极应对经济制裁，健全
中国反制裁法律体系和研判反制裁措施

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
科技、军事实力大大增强。面对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欲联合起来在贸易、科技、金融、意识形态
等领域对中国实施全面的制裁和打压，一方面
要以史为鉴，发扬斗争精神，坚决给予还击，进
行相应的反制裁措施; 管理和监控被纳入我国
制裁名单的主体，冻结和没收相关制裁主体在
华资产，禁止其在华旅游、投融资等活动。另一
方面，应参考欧盟的阻断法模式和俄罗斯反制
裁法模式，并借鉴美国实施制裁的经验做法，健
全中国反经济制裁体系和研判反制裁措施，争
取更多的主动权，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正当利益。
在出台《反外国制裁法》的基础上，及时制定和
落实相应的实施细则，讲求实效，保障我国金融
机构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 二) 主动防范:构建经济制裁风险防控机
制，制定相应的应对预案

主动防范就是要加强经济制裁风险防控的
顶层设计，系统规划、稳步推进，制定系统的防
范经济制裁的实施方案。经济制裁不仅仅是国
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外交博弈，更关系到微观层
面的企业和个人。无论是政府、企业、个人都应
加强对经济制裁的认知，警惕和防范他国发起
的经济制裁，重视其带来的严重影响。

从国家政府层面来看，应构建国家制裁应
急管理体系和风险预警系统，组织专家团队建
立经济制裁数据库，通过对历史上经济制裁事
件案例的梳理，总结归纳经济制裁传导机制、经
济后果、应对和方案经验等，制定我国相应的应
对预案。同时，构建经济制裁风险预警系统，制
定和评估经济制裁风险等级划分标准，为微观

主体提供预警服务，并出台相应的风险预防指
导意见。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应及时关注国
际经济制裁动态和制裁清单，结合自身特征评
估经济制裁风险等级，建立经济制裁风险管理
框架，加强企业的合规建设;个人要重视自身海
外资产的安全。

( 三) 标本兼治:提升人民币的货币权力，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积极应对和主动防范经济制裁主要是针对
迫在眉睫的当前问题，大多为短期措施，属于治
标性质，更重要的是基于我国实际情况和国外
复杂局势及长远趋势，从根本上化解外国经济
制裁的风险。

着眼于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充分发挥经济
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从广度和深度上扩大
对外开放，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
开放格局，努力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效益，增强
国际竞争力。开拓国内消费市场，进一步拉动
内需，挖掘民众的消费需求和潜力。积极开拓
国际市场的同时建立国内应急供应链，特别是
保障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确保在
经济制裁切断贸易渠道时能迅速发掘替代市
场。并且国内市场能做到基本的“自给自足”，
降低对国际贸易关系的依赖。与此同时，提升
人民币的货币权力，更多地向国际市场开放人
民币投融资主体，推行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来
绕开美元霸权。大力发展数字人民币，借助技
术创新重塑全球跨境支付体系格局，以降低对
美元支付体系的依赖。

( 四) 寻求合作: 加强多边合作，分化外国
经济制裁企图

出于政治、国际关系等目的的对华经济金
融制裁，往往也会导致制裁发起方自身经济利
益的严重受损。面对美国日益加大的经济金融
制裁，中国充分利用西方各国利益分歧和自身
市场的规模、产业优势，加强政府间协调与合
作，签署双边及多边协议以防范美国的单边制
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经济发展，分化外
来制裁的企图，尽量减少制裁对中国可能造成
的不利影响。

( 五) 守住底线:问题导向，底线思维
既要敢于面对经济制裁，敢于斗争、善于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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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勇于承担可能出现的负面冲击。中国“不
惹事，也不怕事”，中国坚决反对单边主义、霸
权主义、强权政治、双重标准，但面对外部讹诈、
遏制、封锁、极限施压，中国“不信邪、不怕鬼、
不怕压”，敢于斗争和面对可能出现的负面冲
击，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

又要保持清醒头脑，冷静分析，避免出现最
坏的情况，守住底线。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
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坚定维护国际
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致力于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单边制裁、极限施压、
零和博弈等霸道霸凌行径只会逆全球化发展，
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危害，中国应始终推动和
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
坚持对话协商，提倡在平等交流对话中共同解
决国际争端，推动构建持久和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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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Basic Experience，and Ｒealistic Path of China's

Countermeasures for Foreign Economic Sanctions
TAO Shi-gui ＆ GAO Yuan

( Business School，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Western anti-China forc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constantly imposing economic sanctions on China． However，China has taken advantage of the contradictions be-
tween the west forces and China's own advantages，and forcefully countered the economic sanctions initiated by foreign
countries． This article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China's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responding to foreign economic sanctio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demonstrating China'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courage in the process of countering
foreign economic sanctions． Finall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this article suggests the
general idea of countering foreign economic sanctions featuring“active struggle，preemptive prevention，treatment of both
symptoms and root causes，seeking cooperation，and guarding the bottom line”，which provides guidance for China to cope
with the more complex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future and potential economic sanctions initiated by foreig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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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