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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标志着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政策的彻底失败。

此后，我国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从而出现

第三次建交高潮。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内，坚定地同广大发展中

国家站在一起，共同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维护

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而不懈努力。

主动融入

上世纪 70 年代末，苏联由于不断向外扩张，战线过长，特

别是陷入阿富汗战争后，内外矛盾加深，国力下降。美国自从

越南“脱身”后，国内外处境有所改善。美苏争霸态势转入均衡、

僵持阶段。西欧、日本崛起，发展中国家壮大，世界多极化的

趋势开始显现。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 

邓小平毅然决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上来。1978 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外交政策也随之调整。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

支持它们一方反对另一方。中国全面贯彻外交工作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

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

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中国外部发展环境大为改善，对

外经济交往转向正常化。1980 年，中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的合法席

位，并陆续加入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区域性金融机构。

1986 年，中国正式向关贸总协定提出“复关”申请，启动

了漫长的“复关”和“入世”谈判进程。

1991 年，中国应邀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开启区域经济合作

进程。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推动建立东盟十国与

中日韩（10+3）机制，以探索区域货币合作并维护区域经济稳

定发展。

家建立联系，推动了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世界各国和平共处

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据此，周恩来于 1953 年底进一步

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次年访问印度和缅甸时，

同上述两国正式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此后不久，毛主席又明确提出：“应把五项原则扩展到所有国

家的关系中去。”他还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

内和平共处。”70 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越来越显示出强大

的生命力，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 

经过这一时期的外交工作，新中国在国际上已经站稳了脚

跟。到 1956 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有 25 个，为中国外交的

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末，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中，苏联走

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中国曾希

望通过谈判缓和同美国和苏联的紧张关系，并为此做出了重大

努力，但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改观。 

我国一方面大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合作，另

一方面则积极发展同西欧、日本的关系。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

关系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坚持反对日本政府敌视

中国的政策的同时，积极发展两国民间关系。我国采取主动步骤，

沟通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协助在华日侨回国，不断加强两国各

类民间组织间的交往。所有这些，在日本引起良好反响。日本

各界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日益强烈，为 70 年代初两国建

交打下了基础。

通过对外援助，中国帮助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与之结成了长期牢固的历史性友谊。

1971 年 10 月，在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

会以压倒多数，通过 2758 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

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

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

2024年 9月，在位于肯尼亚纳库鲁郡的索西安地热电站，中国工程师方文军与当地工友交流。中非合作，成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精彩篇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的首要任务是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恢复国家的独

立和主权。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
三大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