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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

结中国外交的发展规律，历史、辩证地认识国情、世情，科学、理性地分析中

国和世界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系列反映不同时代特点、体现中国特色的外交

思想和外交理论，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中国外交建构了以内外一体的利益观、与时俱进的时代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体

系观等为核心理念的总体思想，发展了以基本定位、战略主攻方向和善用机遇

等为主要内涵的战略思维。中国外交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属性、发展中国家地

位和“结伴不结盟”的战略原则；在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方面，中国共产党

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上形成和发展了“战略机遇论”。中国外交注重坚持基本原

则和弹性灵活处理，维护核心利益和实现互谅互让，强调通盘考虑和主张分步

实施外交目标；外交政策的国际对接注重原则对接、讨论对接、内涵对接。中

国外交理论坚持实事求是和唯物史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后将继续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展，指引中国外交取得更大胜利，推动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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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和实践本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

立场，历史、辩证地认识国情、世情，科学、理性地分析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并以此指导中国的独立自主和

平外交不断取得胜利，进而将向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

继续前进。 

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在于如何推翻旧世界和创建新中

国，其关于外交的思想主要是以革命求生存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外交以毛泽东外交思想为指导，在外交理论中

强调以斗争求承认，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

外交思想以准确判断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重点，使中国外交在苏东剧变

和冷战结束的时代变革中把握住了正确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外

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外交进入了理念创新和体系建设的活跃期，并进一步

提升了中国外交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一、总体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外交的百年理论建设进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始终贯穿其中，不仅建立了总体外交思想，而且形成了利益观、时代观和

体系观等核心理念。在这些思想和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完成了历史使命

并将继续前进。 

（一）内外一体的利益观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和压迫的环境中诞生的，并在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处理内外利益互动的过

程中不断发展与成熟，在此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从而确立了自

身的利益观。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家利益日益丧失，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举反帝、反殖、反封建大

旗，经过 28 年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新中国在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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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有力维护和发展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共产党也非常重视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国内革命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广大被压迫民族求解放斗争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二战后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成为

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公平正义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增进国际

社会福祉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且，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高举国际主义旗帜，不惜牺牲巨大国家利益，全力进行抗美援朝和抗美援

越斗争，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斗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

断加强与世界的联系，两者的利益紧密相连。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国

改革开放 40 年经验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

也需要中国。”① 

党的十八大以后，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理念之一。“正

确义利观是指在国际交往中，特别是在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与合作中，坚持

义利相兼、先义后利。它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尊重、维护和有益补充，也是

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狭隘国家利益观的超越，更是对见利忘义、损

人利己的霸权行为的反对和鞭挞。”② 

（二）与时俱进的时代观 

“时代观是指人们对时代总的观点和看法，是反映时代发展总趋势和逻

辑演进规律的根本观点。”③ 中国共产党把“时代观”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

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以此认识世界总体形势和指导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 

在建党后的相当长时期，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认同列宁提出的

“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列宁将马克思关于时代的相关论述和具体时代背景相结合，首创了

“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的斗争必然导致帝国

主义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因此战争与革命成为这

① 《习近平集体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现任和候任理事》，新华网，2018 年 4 月 11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11/c_1122666235.htm。 
② 尚伟：《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求是》2018 年第 10 期，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8-05/14/c_1122826868.htm。 
③ 徐涛：《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观》，《学习时报》2018 年 6 月 20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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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的时代主题。① 

毛泽东长期坚持“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积极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主的

革命运动，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驱逐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

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指导中国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实

践，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但是，毛泽东后期在时

代观上也发生过重大偏差，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

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外交的理论建设和实践进程。 

中国共产党于 1978 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

新征程，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有了里程碑式的新发展。1985 年 3

月 4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大

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

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

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② 在邓小平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党的

十三大进一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一时代判断经受住

了此后的历史考验，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基本判断之

一。2018 年 9 月 3 日，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

话中强调：“我们坚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

需要国际社会以团结、智慧、勇气，扛起历史责任，解答时代命题，展现时

代担当。”③ 

（三）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观 

如果说，利益观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立足点、时代观是其使命方向，

那么国际体系观则是其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总纲。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体系

观经历了革命反抗、参与建设、改革引领等历史性转变和创新。 

一般认为，近代国际体系始于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国对该

① 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

版社 1990 年版，第 323—43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5 页。 
③ 《习近平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新华网，2018 年

9 月 3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9/03/c_11233738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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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先是游离于外，后又深受其害，处于被支配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建党时

期就强烈批判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揭露英、法、美等列强通过国联和华盛

顿会议的《九国公约》等扩大自身利益、损害被压迫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

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虽然受制于

美、苏主导的雅尔塔体系，但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二战后的国际体系。中

国于 1971 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经过 30 年的努力，以 2001 年正

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基本完成了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正常化。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

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① 

随着世情和国情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承

认现有国际体系的前提下，也从思想理论上对改革国际体系进行了积极探索

和创新。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胡锦涛认为，“这场国际金融危

机，使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主张“推动二十国集

团机制从国际金融危机应急机制向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转型”②。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理论体系化方面又有了重要的发展。

习近平强调：“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

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情，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

动承担国际责任，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③ 这不仅对于中国参与和

改革国际体系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为今后国际体系的理论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战略思维的系统建设方向和任务 

 

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

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

① 习近平：《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也是受益者》，央广

网，2015 年 9 月 25 日，http://news.cnr.cn/native/gd/20150925/t20150925_519980548.shtml。 
②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71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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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① 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以战略家的眼光前瞻性地判断世界发展和中

国内政外交的趋势。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特别需要在习近平

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加强外交思想理论的战略性思考和建设。 

（一）外交战略定位的演变和发展 

在中国的外交战略思维中，国家定位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1949 年以

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处于被支配的

地位，难以自主地进行国家和国际定位。新中国建立后，在独立自立的外交

路线指引下，根据内外形势的变化确立和发展了以下国家和国际定位。 

第一，保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属性。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始

终保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属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

和世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形成了以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道路为首要特征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针对苏东剧变，邓小平指出：“中国

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也不行。”②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使中国成功挫败了西方试图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属性的种种图谋。“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

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

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③ 

第二，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接受了列宁关于

民族和殖民地的理论并加以实践。④ 1949 年以后，中国和一些受到殖民压

迫的国家共同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和国家独立运动。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国

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重要一员。改革开放开始后，中国根据形势变化逐步

以“发展中国家”这一名词替代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表述，并沿用至今。

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

际地位没有变”⑤。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1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6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8—9 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8 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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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坚持“结伴不结盟”的战略方向。1949 年以来，中国逐步实现

了从“结盟”到“结伴”的思想转变。中国在 1950 年正式与苏联结盟，但

中苏关系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破裂。在 70 年代，中国根据当时的国际

形势确立了“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从 80 年代开始，中国的“不结盟”

思想逐步明确和完整。邓小平在 1984 年 5 月 29 日会见外宾时指出：“中国

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

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① 1986 年 3 月 25 日的政府工作报告首

次明确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

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② 1992 年 10 月 12 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

中指出，“中国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③ 2014

年 11 月 28 日，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

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④ 迄今为止，中国已

同 1/3 的建交国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还同东南亚、欧洲、非洲、中

东等主要地区组织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二）决定外交的主攻战略方向 

在中国的外交思想理论体系中，总体思想通过战略部署和运筹而得以体

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国际战略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

侵略和压迫。在大革命时期（1923—1927 年），中国共产党通过推翻军阀

统治而打击其背后的西方列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 年），

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内的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同时，还把矛头直

指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并坚决主张与苏共领导下的苏联发展关系。在全

民族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年），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标是打败日本

侵略者和世界法西斯力量。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 年），中国

共产党的战略目标是在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中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战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57 页。 
② 《1986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政府网，2006 年 2 月 16 日，http://www.gov.cn 

/premier/2006-02/16/content_200850.htm。 
③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2 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4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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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主攻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主要是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应

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华政策，从而逐步维护和巩固新生政权。1956

年 9 月 15 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指出，“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

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

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

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

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① 为

此，中国在国际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积极联合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思想指导下集中力量

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外交战略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展开，

积极开展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但同时与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

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93 年 4 月，江泽民对中美关系提出了“增

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十六字方针”。② 与此同时，

中国还逐步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

重要舞台”的战略布局，不断打造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历了许多风险考

验，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③ 中

国在百年巨变的机遇和挑战中，有效应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坚持国际合作共

赢的正道，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抓手，以全球治理为主要平台，有力推动

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三）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 

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面坚持历史进步、发展的世界观，坚持

全面、综合的分析方法，坚持积极转化条件的主观能动性。在百年的实践和

理论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上形成和发展了“战略机遇论”，

① 《毛泽东作八大开幕词》（195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0/65452/4442004.html。 
② 钟之成：《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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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用好建党初期的被压迫民族反压迫和求解放的战略机遇、抗战时期的世

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战略机遇、建国初期的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运动大发展的

战略机遇以及在世纪更替时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战略机遇等。江泽民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综观全局，21 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

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① 在当前世界

充满不确定不稳定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又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② 

 
三、区别对待的政策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历来强调外交政策不能一刀切，需要因时、因事、

因地采取不同的政策来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各种问题，从而保障总体外交思想

和战略思想贯穿于中国外交的始终。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敌友思想 

《毛泽东选集》的首篇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

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③ 可见区分敌我友和团结大多数在中

国共产党内政、外交政策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虽然还不是执政党，但在对外关系上十分重视区

别对待的政策思想，根据国情、世情的变化来确定依靠、团结和斗争的对象，

这一思想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解放战争的胜利作

出了重要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中国共

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就注意区分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主导国家和从属

国家，争取与一批西欧国家建立了外交或半外交关系，努力打破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堵和封锁。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一方面努力与法国

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又与罗马尼亚、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和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42 页。 
②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0 年 10 月 30 日，第 1 版。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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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了关系。此后，毛泽东又根据“三个世界”思想和“中美苏大三角”战

略思想，巩固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争取与第二世界国家关系的正常

化，并在美苏两大霸权中集中打击苏联。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全球化和地区化进程中加强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美、

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邓小平始终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和“一个

中心”“两个基本点”，提出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邓小平又对经济所有制、市场经济、竞争精神等进行了重新阐述和

分析。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了一条新路，实现了

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 

（二）中国外交政策的务实思想 

中国在与世界各国互动的过程中既有坚定的原则性，也有应变的灵活

性，通过务实合作实现外交的总体目标。 

第一，坚持基本原则与弹性、灵活处理。在同外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上，

中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在具体处理方式上也尽可能弹性处理。

例如，1964 年 1 月 27 日中法建交公报全文只有两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

月内任命大使。”① 但事实上却达到了法国与台湾当局“断交”的目的。又

如，中国国家奥委会 1979 年在恢复与国际奥委会联系时，采取了“奥运模

式”，即设在台北的奥委会称为“中国台北奥委会”，使用不同于当时的旗、

歌、徽（指所谓的“中华民国”旗、歌、徽）。② 

第二，维护核心利益与实现互谅互让。中国是当今世界邻国最多、陆海

边界问题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面临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复杂历史和现实

问题。但是，中国在坚持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同绝大多数陆地接

壤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做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尊重历史”和

“照顾现实”、“尊重国际惯例”和“兼顾当事国国情”相结合，通过互谅

① 《中法建交公报》（1964 年 1 月 27 日），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 
/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134/1207_679146/t7274.shtml。 

② 《中国同国际奥委会关系》（2020 年 10 月更新），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 
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gjawh_695725/zghgzz_69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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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让实现公正合理与互利共赢。 

第三，强调通盘考虑与主张分步实施。当前，中国在处理纷繁复杂的国

际关系时，把重大使命分解为阶段性任务加以逐步解决，这样就把解决当前

问题同实现国家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体现了大国外交的气派和风格。例如，

邓小平在中美建交遇到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干扰时，作出了先建交、再谈判

的战略决断，为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外部条件。又如，习

近平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根据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与

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印度尼西亚的“海

上强国战略”等战略对接，使“一带一路”的前进道路越走越宽广。 

（三）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对接 

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时需要立足国内，但也需要对接国际，从而

在更大的范围内达到预期目标。中国在从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和全球强国

的历史进程中，外交政策的国际对接不断向纵深发展。 

第一，外交政策的原则对接。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不仅服务于本国的国

家利益，而且也服务于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的外交

政策原则需要并能够走向世界，与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原则进行对接，并

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作用、产生影响。例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主张的独

立自主外交政策原则，其既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体现在中缅、中印

关系中，并在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中得到延伸。 

第二，外交政策的讨论对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参与了重大外交政策

方面的国际性讨论和辩论，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主要是在共产国际范围内进

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数时间内，中国始终重视外交的国际交流、交汇

和交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政策交流的经常化和机制化步伐加快。

当前，中国积极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博

鳌亚洲论坛以及中国与主要发展中地区对话机制等重要平台上宣示和讨论

中国外交政策，增加了外交决策的透明度，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外交政策的内涵对接。百年来，国际关系的内涵不断深化、拓展，

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深度和广度也发生相应变化。中国外交政策目前包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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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全、经济、文化、教育、环境、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并通过双边、

多边、地区和全球机制与世界各国互动对接。例如，中国的经济外交、金融

外交、环境外交等政策通过国际对接而产生聚合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各

国的合作共赢。 

 
四、外交思想守正创新的新任务 

 

在当代世界各国中，中国外交以其伸张正义、重视辩证法和战略思维而

著称。在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思想建设任务更加艰巨、繁重，也需要进一步

提高和完善。 

（一）坚持实事求是与反对急于求成 

在世界飞速发展和急剧变化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正在继续发扬实事求是

的精神，在内政外交中坚持实践本原论，始终把实践作为思想理论的出发点

和归宿点。 

第一，客观分析内外环境和保持谦虚谨慎的心态。与内政不同的是，外

交受到更多的国际制约，因而需要多维思考和综合分析。在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上，有过脱离实际的失败实践，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全面出击帝

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中国当前已经成为世界大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但仍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谦虚谨慎，冷静观察世

界，沉着应对各种严峻挑战。 

第二，建构总体战略思维和分步实现阶段性目标。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

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最终目标，但是中国的外交思想、方法又是现

实和客观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两个构建”（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总体战略思维。而且，还

要根据未来 30 年两步走的国内战略目标提出相应的外交战略目标。为此，

中国外交将继续坚持实事求是，通过量变实现质变的历史性飞跃。 

第三，坚持战略定力和反对急于求成。当前，中国在外交上面临日趋严

峻的挑战和困难，急躁情绪和极端思想抬头。我们一定要牢记习近平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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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战略定力和沉着应对各种挑战，摒弃“十全十美”的理想主义，克服“毕

其功于一役”的急躁情绪，积小胜和多胜为大胜和全胜，通过“多步”而实

现“到位”。 

（二）坚持唯物史观与反对唯心史观 

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为中国外交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外交思想源泉，

中国共产党强调从历史发展中认识国家兴亡的规律，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和

进行外交上的自我定位和相互定位。 

第一，坚持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定位。习近平在十八届政治局第十一次集

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

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① 中国外交

都要以此为基本出发点，加强相关的思想、理论、战略和政策建设。历史反

复证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每代人需要重点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

是，当代的使命又必须与未来的使命相结合，这样才能在某些可能和需要的

条件下提前介入并承担起未来的历史使命。 

第二，中国外交思想中的“人民至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共产

党的“初心”，体现了中国外交“人民至上”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毛泽东就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

合起来。② 邓小平指出，在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正当权益，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等重大问题上，要努力作出我们的贡献。③ 习近平指出，人类

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④。在当

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更是把“人民至上”的思想推上了一个

新的高度。 

第三，中国外交思想的世界意义。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指出，“习近平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

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新华网， 2013 年 12 月 4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04/c_118421164.htm。 
② 钱其琛：《毛泽东在开创新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上的伟大贡献》，新浪网，2003

年 12 月 12 日，http://news.sina.com.cn/c/2003-12-12/15252357696.shtml。 
③ 刘华秋：《邓小平外交思想：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的典范》，《求是》2014 年

第 16 期，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815/c85037-25471947.html。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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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思想把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

共同和根本利益结合起来……超越了一国一域的狭隘范畴，超越了传统现实

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道义制高点上。”① 随着中国

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外交思想和理论的国际影响和世界

意义也将随之而扩大、上升，逐步取代日益落后、反动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如崇尚实力、零和博弈、丛林法则、赢者通吃等。 

（三）抓住主要矛盾与提倡兼容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内政外交中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

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科学应对纷繁复杂的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 

第一，面对复杂形势，首先要抓住主要矛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

既要全面了解和认识各种矛盾，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中国在应对中美关系这一外交主要矛盾时，就需

要抓住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

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

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② 

第二，应对严峻挑战，要做好矛盾的转化工作。中国传统的辩证思想中

强调祸福相倚，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更是强调矛盾的转化工作。在未来

的思想理论建设中，中国需要在处理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东西关系、南北

关系和安全关系时，认识危机中育新机和变局中开新局的辩证关系，提高转

化矛盾的理论自觉，丰富辩证法的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实现机遇和挑战的

建设性互动等。 

第三，坚持全球的包容发展和对立统一。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在全球范围

内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中国在外交上必然需要有兼济

天下的胸怀、合作共赢的思想、和平共处的理念，从对立统一的全局观和世

界观出发，真正达到习近平提出的要求，“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

① 王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在习

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2020 年 7 月 20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798986.shtml。 
② 《习近平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26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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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

推进对外工作。”① 在此基础上，处理好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的关系、发展生产和保护环境的关系、坚持真理和宽容待人的关系等。 

 
结   语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思想理论产生

于实践的需要，发展于中国内政外交的伟大斗争，得益于国际社会对时代进

步的探索和推动。在丰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以及国际思想理

论的交流中，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理论不断发展，当前已经进入习近平外

交思想的新时代。在新时代，国情、世情加速变化和发展，中国对外关系的

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中国外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共产党

的外交理论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探索新命题和应对新问题，从而有效指导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展望未来 30 年及以远，中国将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全球大

国和全球强国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进程

中，需要更高的实践和理论自觉，需要进一步推动物质和文明进步，也需要

更加系统和深入的思想理论建设。为此，我们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

帜，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加强全球性的思想理论交流、交汇和

交锋，在推陈出新中与国际社会共同建设造福于整个人类社会的主流理论，

并以此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服务于新型

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责任编辑：石晨霞] 

①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

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 年 6 月 24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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