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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 70 年：实践创新和理论建设

     杨洁勉

〔提   要〕新中国的70年外交是不断实践创新和理论建设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和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始终把维护国家的核心利

益放在外交首位，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和推进国家利

益的同时，自觉地承担起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担

当，尤其是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世界多极化、把握发展这一总钥匙、

完善全球治理等领域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未来 30 年，中国外

交需要继续努力夯实大国外交的基础，提高大国外交的能力和自觉，发

挥大国外交的国际引领作用，深化大国外交的战略思维和运筹，以及加

强大国外交的理论体系建设，从而不断打造和开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

新局面。

〔关 键 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外交 70 年、实践创新、理论建设

〔作者简介〕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图分类号〕D82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9）5 期 0006-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的 70 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外交领域

经历了奋发努力、不断实践创新和理论建设的历史进程。值此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关键时刻，全面客观地总结中国外交和展望未来，既能为继续砥砺前

行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也能为鉴往知来创造重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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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懈努力和辉煌成就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在过去 70 年里顺应时代前进的潮流，根

据国情和世情的变化，抓住和善用战略机遇，坚持不懈努力奋斗，克服无数

的艰难困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一）始终把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放在外交首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一扫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开

启了国家现代化和独立自主外交的新进程。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纲领的总纲第一条就明确指出：“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

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中国从此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有效地

维护了国家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此后，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最核心的国

家利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

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不断提升国际地位和发挥作用，在中国边境和周边

地区维护国家安全。此外，中国外交还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制度、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发展等国家重大利益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作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世界和中国的发展，中国对国家的核心利益的界定也与时俱进。

2011 年，中国政府明确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

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1] 2013 年 1 月 28 日，习近平在担任中国最

高领导人不久就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

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

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 年 9 月），http://
www.gov.cn/jrzg/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上网时间：2019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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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果。”[1] 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上立场历来坚定，态度

历来明确，行动历来有力。

（二）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外交

中国外交得益于两大正确理论指导，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和

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后者在结合马克思主义普遍

真理和中国国情和世情的基础上，还注意发扬光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

理念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使之对当代中国外交更加具

有指导意义。

1.中国外交思想理论的传承和创新。中国外交思想理论源自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和外交实践等。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前的长期革命斗争中首

先获得的革命理论，是通过列宁主义阐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最重要和

最根本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外交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

70 年来，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道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最高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特色外交思想作出过重要贡献。习近平外交思

想则是当代中国外交实践的结晶，也是中国外交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

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外交思想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指出：“哲学家

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 中国外交的理论是

丰富实践的高度总结和理性升华，因而对外交实践具有十分有效的理论指导，

使中国外交的实践方向明确和定位准确。70年来，毛泽东外交思想指导了“站

起来”的中国外交，为东方社会主义大国赢得了生存空间和奠定了发展基础。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外交思想指导了中国外交在“富起来”进程中的

改革开放和走向世界。当前，习近平外交思想正在指导着“强起来”的中国

外交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

3. 中国外交倡导进步的国际理念和理论。70 年来，中国站在时代潮流

的前沿，伸张国际正义，提倡合作共赢，推动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249 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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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20 世纪 50—60 年代，世界民族解放和国

家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中国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冷战结束、世纪更替、

千年交会的历史关键时刻，中国在探讨人类社会前途这一问题时强调发展的

重要性。在当前全球化进程受阻以及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之际，中国坚

持多边主义和完善全球治理，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自由贸易

和科技创新，坚持全球治理、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改革，维护和推进了时

代的发展潮流，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中流砥柱。“得道多助”，中国外交理

念和理论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和呼应。

（三）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外交工作是党和国家全局大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强调指出：

“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1] 中国外交

始终是在党中央最高领导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1. 坚持党对外交思想理论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时期、建设

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后者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

思想和遵循。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精髓是独立自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

代核心擘划和实施了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战略、政策和机制，彻底改变了旧

中国的屈辱外交，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尊严。中国外交在毛泽东“三

个世界”理论和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维护和提升了中国的

国际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外交思想强调实事求是。邓小平在“文革”后期主持工作时就十

分重视外交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全面主持中央工作时，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拨乱反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改革

开放。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的国内国际政治风波中，邓小平旗帜

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

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对当今时代特征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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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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判断和国际大势的深刻洞察，为中国制定内外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赋予

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理论和实践以崭新内容。[1]

江泽民外交思想体现了与时俱进精神。江泽民外交思想是“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上回答和应对了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出现

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引领中国外交抓住和善用战略机遇期 , 有效应对重大

挑战，妥善处理各种危机问题，在双边关系中首创战略伙伴关系，推进地区

和国际合作 ,领导中国外交冲破激流险滩，胜利走向 21 世纪。

胡锦涛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平发展。胡锦涛担任中国最高领导

后，从对内建设和谐社会与对外倡导和谐世界的高度重申和深化中国外交的

和平发展理论，指导中国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

的对外关系，冷静处置朝核问题、南海争端和涉台外交，批驳西方污蔑和攻

击中国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争取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理解和支

持中国的和平发展，坚决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努力为中国的内政外交创造

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是坚持党的领导。2018 年 6 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

作会议总结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十大方面，其中列为首位的是“坚持以维护

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2] 在新时代，坚持

和加强党对外交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指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和组织机制等方面

的领导。在思想理论方面，就是要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在路线方针方面，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组织机制方面，就是

要继续推进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强化统筹协调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

确保落实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

2.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使中国繁荣强大。但是，70 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并

[1]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11-212 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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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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帆风顺，而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首先，中国在长期的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建国初期，中国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唯一可以效仿和借鉴

的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所以在取得苏联支持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

的代价。后来，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斯大林模式”的明

显不足和中苏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分歧等最终导致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全面破裂。但是，中国并没有因苏联和中苏关系的变化而放

弃社会主义道路。“文革”结束后，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始了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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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最终形成

了以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为最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

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在前所未有的

困难前面，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丧失信心，中国依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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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倒下，而是与时俱进迈入新时代，

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同时，也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

指出的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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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中国成功地挫败了西方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属性的种种图谋。其一，

西方对中国的首波全面围堵始于朝鲜战争，终于尼克松访华。在长达 20 多年

的时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上

的围堵和制裁。1972 年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解冻表明西方对社会主义中国

的首轮围堵彻底挫败。其二，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和苏东剧

变后，美国以为历史已经终结，纠集西方盟国组成了“制裁”中国的“新八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26 页。



12

《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5 期

国联军”，但此次“制裁”不久就告吹了。中国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

本点”的同时，也娴熟地运用外交武器，抓住美国在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

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倡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等有求于我的战

略机遇，挫败了西方试图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属性的图谋。其三，“颜色革命”

和“阿拉伯之春”。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在一些独联体国家发生了政权

变更的颜色革命并建立了亲西方的民选政府。从2010年起，在突尼斯、埃及、

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等国爆发了动乱和战乱，中东地区陷入新一轮的危机。

对于美国的仇华和反华势力来说，他们曾对“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

寄于厚望，试图祸水东引，冲击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但是，他们的企图最终

完全落空。其四，当前美国对华的新压力。2017 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

国内强硬派重新全面检讨对华战略和政策，认为过去 40 年对华接触政策彻底

失败，把中国定为主要对手，把美中关系定为战略竞争关系，并对华全面施压，

目前的事态还在发展，但这一基本趋势恐难以改变。

3. 坚持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建国以来，党中央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

下对中国外交确定重大战略方向，进行战略部署和改善战略环境，不断开创

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在建设时期的最初阶段，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作出“一

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决定，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后来，党中央又在反对苏联和美国霸权主义、

发展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以及善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等重大战略问题上

作出正确决策。需要指出的是，十年“文革”导致众多的内政外交困难，严

重干扰了中国的外交战略方向。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外交的战略思维更加成熟，战略方向更加明确，战

略内涵更加丰富，战略成就更加伟大。在外交战略思维方面，中国外交战略

思维根据党和国家的大战略进行长远考虑、全面规划和逐步推进，确立了外

交服务改革开放和全面改善战略环境的基本战略思维。在外交战略方向方面，

中国外交始终坚持服务于“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即在服务于经济

建设这一中心的同时，坚定地服务于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在外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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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方面，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不断调整和丰富外交的战略内涵，

邓小平决定了中心任务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战略决定，江泽民提出了抓住和用

好战略机遇期的命题，胡锦涛强调了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要义，习近平提出

了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的战略思维。在外交战略成就方面，无论

在内容上还是在规模上都不断实现了战略期待。中国对美、对苏/俄、对欧、

对日、对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等的区域国别战略取得基本成功，中国在全球治

理领域的成就捷报频传。

二、历史方位和时代担当

中国的内政外交是在内外环境相互作用下发生和发展的，因此需要将 70

年的中国外交置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方位的大框架下予以解读和研究。唯有如

此，才能温故知新 , 才能深化对中国外交的理解，才能把握历史规律和顺应

时代潮流，在未来的新征程中创造更多的辉煌。

（一）中国外交的历史方位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其外交的发展是历史的

产物，也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从历史的视角看待和分析中国外交，就更能深

刻理解其历史地位和作用。中国外交 70 年经历了从“革命与战争”到“和平

与发展”的时代变化。70 年来，中国外交在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

都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在建设时期，在新中国政权日益巩固的情况下，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

社会主义强国是举国一致的奋斗目标。中国的解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与战后

广大新独立国家的现代化共同形成国际政治和现代化的新潮流，共同推进了

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这一历史进程一度被严

重地迟滞了。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快和提质进行。外交是内政的延

续，中国外交始终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视为主要任务。中国综合国力的持

续提升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力量。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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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是和平发展时代的重要推动力，由此加强了南南合作，推进了南北对话，

并正在改变西方和非西方力量的对比。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中国需要在人类社会进步的进程中不断摆正

历史方位和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因此，习近平呼吁各

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二）中国外交的时代担当

在过去的 70 年，中国外交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和推进国家利

益的同时，自觉地承担起国际社会共同进步的时代担当，并贡献了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

1. 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外交一直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这一基本和崇高的

事业。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中国在东西方严重对立的形势下，一方面敢

于斗争，先后支持朝鲜和越南，反抗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的武装干涉，用

革命战争制止了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又善于斗争，通过倡导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和参与日内瓦会议，顺应了当时国内和国际要求和平与致力建设的时代

潮流。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中国逐步认识到国际社会通过努力可以避免

世界大战或大规模战争，从而调整了国际战略，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

加强了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增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与推进世界和平的

力量。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在国际力量对比一度严重失衡的不利形势下，

坚决反对美国绕过联合国而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进行军事干预和武力打击，

坚持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力量，从而使国际社会在总体上以和平的方式进入了

21 世纪。在新世纪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反对西

方出兵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维护联合国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的

核心和权威作用，积极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框架建设。

2. 推进世界多极化趋势。中国在战后初期的两极世界中已经看到世界多

极化的潜势。中国在与苏联结盟后，还是十分注意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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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周边的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毛泽东认为，有了以苏联为首的

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1] 毛泽东

关于亚非国家力量的思想到 20 世纪 60 年代，发展成为“中间地带”理念，

到 70 年代就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三个世界”理论。第三世界（即后来的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严重地冲击了美苏主宰世界的图谋。在世界多极化趋

势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历次党代会的文件中都坚持了“多

极化”的论述，中国在外交实践中也积极反对霸权主义和努力推进世界多极

化进程。

3. 把握发展的总钥匙。中国在国内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牢牢把握住了发展

这个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主题。邓小平强调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

要靠自己的发展；江泽民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胡锦涛强调发

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并指出：“（中国）既通过争取和平国际

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2]。党的十八大以后，

习近平又在国际舞台上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3] 随着综

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和国际贡献的不断增加，中国在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同国际

社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与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中体现了历史担当和时代精神，

因而中国的“发展观”在世界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4. 完善全球治理。中国外交在完善全球治理问题上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在孤立于当时的国际体系主流之外时，中国在强调斗争时为加入并改造这一

体系作好准备。从 1971 年恢复联合国席位到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

过 30 年的努力终于全面加入国际体系和参与全球治理。2008 年后，中国在

全球治理中日益发挥世界大国的作用。当前，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突出，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治理的体系和效应受到极

[1]　北京大学法律系编：《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年，

第 234 页。

[2]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381 页。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511-5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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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冲击。为此，中国在国际社会倡导坚持多边主义和完善全球治理。中国

还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提出了以下四大重点发展方向：一是共同构建公正高

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二是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

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巩固多边贸易体制，释放全球经贸投资合作潜力；

三是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合作；四是

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以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为目标，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1]

三、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总结过去，为的是不忘初心和牢记使命。中国外交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

正在向更加高远和伟大的目标进发。到本世纪中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

大庆之时，中国将成为富强民主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在未来

30 年里，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思想和现实准备方面要加强底线思维和危机意

识。

（一）努力夯实大国外交的基础

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任务更加繁重和国际形势更加复杂的未来30年里，

我们更加需要以前瞻性的眼光来看待和认识中国外交的基础问题。

就主要基础而言，日益强盛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础。随

着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中国未来 30 年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需要继续齐

驾并驱。一方面，中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提高经济质量和

能级，发展壮大科技创新力量，完善经济发展体系。另一方面，中国要坚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继续发扬优秀中华文化传统，提高掌控经济命脉的能力，

鼓舞人民奋发向上的士气，顺应社会多元多样发展的潮流，加大外交外事机

制改革，敢于和善于使用国家力量，从而增进中国外交的实力和后劲。

就大国外交的基本内涵而言，中国外交在全球、地区、国别、领域、议

[1]　施芝鸿：“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的鲜明时代特色”，《人民日报》2018年 9月 5日，

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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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等方面都要有更大和更多的拓展，思考诸如国际舆论共同造势等以前还不

太擅长的问题，参与诸如调停斡旋等以前参与不多的活动，倡导诸如国际军

事反恐等以前涉及不深的行动，引领诸如非政府组织等以前较少引领的机制，

承担诸如国际救助援助等以前较少资助的项目。为此，对以前不太熟悉的领域，

要谦虚谨慎和注意学习；对提升重要性和新增加的外交领域，要有配套的政

策举措；对涉及面宽或影响大的问题，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做好试点工作。

（二）提高大国外交的能力和自觉

中国的大国外交能力建设和自觉性提高具有相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关

系。一方面，大国外交的能力来自于实践，中国要在大国外交上多多实践，

特别是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要增加参与和发挥作用。例如，当中国国力还不足

够强大时，中国就只能作为八国集团峰会的延伸部分（即“8+5”）。但当实

力大为提高时，中国不仅成为二十国集团的主体成员，而且还发挥了主要作

用。另一方面，中国大国外交自觉性的提升需要增强理性认识和主观能动性。

中国大国外交是历史的责任，也是时代的召唤，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要组成部分。唯有如此的历史高度、政治意识、丰富实践、奋斗精神，才能

具备自觉性，从而打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

（三）提高大国外交的国际引领作用

中国不仅要充分认识到自身在推进国际大格局演变中的历史担当和时代

责任，而且还要深刻理解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

而喻，无论中国怎样强大，它的力量毕竟总是有限的，需要与国际社会共同

努力。因此，中国要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形成最大限度的国际共识，在国际

社会共同和深切关注的问题上有看法有章法，在国际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

有更多和更有效的引领。

（四）深化大国外交的战略思维和运筹

中国外交在未来 30 年的外交战略思维方面：一是确定战略目标。国家

的总体战略目标是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外交的相应战略目标就是为此营造良好的内外环境，使

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使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



18

《国际问题研究》2019 年第 5 期

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进行战略部署。中国外交的战略部署就是

关于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的整体方案，增强战略定力和避免战略

失误，推进双边和多边外交，提升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能力。三是创新战

略理念。中国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和战略部署的落实都需要不断创新战略理

念。就中国外交而言，最重要的战略理念就是坚持基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新型国际关系观源自中国但惠及世界，中

国和国际社会需要携手同行，才能在新型国际关系观的指导下，共同推进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五）加强大国外交的理论体系建设

思想理论建设是大国外交区别于其他外交的重要特点之一。而且，在进

行理论体系建设时不仅要着眼于狭义的外交领域，而且还要有更宽广的思路

和范畴。

一方面，更充分认识总体系和分体系的逻辑关系和辩证关系。中国在进

行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工程时，已经具有了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及其当代的集大成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

一总体系下，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是重要的分体

系。在未来 30 年中，理论的总体系和分体系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

在总结中不断提高和深化。对于涉外领域来说，只有在“总体系”的框架下

才能更深地领悟和建设“分体系”，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拥有理论自觉

和理论自信。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应在环

境分析、总体思想、战略思维、政策原则等方面加强内在的逻辑关系和体系

关系。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外交理论对外交实践的指导，在百年巨变的国际

形势中，发现和把握历史规律，顺应和推进时代潮流。

另一方面，还要推进政治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建设性互动。中国外交理论

的政治建设和学术研究两者关系密切。没有正确的政治理论的指导，学术研

究就会方向不明；没有学术研究，政治理论也难以向纵深发展。中国外交政

治建设重点在于解决外交的根本问题，即方向、目标和对象等。政治建设要

从理论上认识世界并探索如何改造世界。学术研究的重点是专业建设，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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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认识和应对外交方面的重大问题——学科建设、学理分析和专业积累等。

未来 30 年中，学术建设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

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家。此外，中国外交理论还要通过学术研究在智库建设、

宣传推广和国际学术交流中走向世界，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

四、结语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内政外交已经走过了 70 年的光辉历程。

再经过 30 年左右的努力奋斗，中国将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负有重要而又特

殊的任务，需要从顺应历史潮流、维护世界和平和增进人类福祉出发，确定

更加明确和可行的中长期外交战略和阶段性目标。

但是，崇高的目标和美好的未来需要通过不懈努力奋斗才能实现。在未

来的 30 年，中国外交的国际环境将更加复杂多变，中国外交的内外挑战将更

加多元多样，中国外交的任务也将更加繁重艰巨。为此，中国外交在增强实

践和理论自觉的同时，要努力塑造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有利环境，有效推进同

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友好合作，努力建构基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

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努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此，中国外交需要坚持战略定力

和战略底线，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砥砺前行，继续发扬光大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迎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完稿日期：2019-9-3】

                                                                                         【责任编辑：李 静】



127

Abstracts

Abstracts

70 Years of Diplomatic Achievemen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eng Zeguang

Over the past seven decad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s diplomacy has achieved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it has established a network 
of partnership spanning across the globe, served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nd 
opening-up”, staunchly safeguarded national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markedly improved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fluence, contributed 
China’s wisdom and solution to the world, and earnestly practiced the principle of 
diplomacy for the people. China has carved out a path of major-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has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in this process: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ath of socialism; upholding 
an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of peace; advocat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net 
with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s the core; opposing hegemonism 
and power politics; adamantly standing with the vast group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afeguard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promoting human 
common development while safeguarding its own interests; insisting on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and keeping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China’s 70-Year Diplomacy: Practice Innovation and Theoretic Building
Yang Jiemian

The 70-year diploma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continuous practice innovation and theoretic building. Under the correct and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na’s diplomacy has maintained the 
priority of safeguarding the core national interests, upheld the guidance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arxism and stuck to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le 
adhering to the independent diplomacy of peace and autonomy and advancing national 
interests, China has consciously shoulder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 new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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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ina 
has contributed Chinese wisdom and solutions to such causes as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advancing international multi-polarization, holding the key to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coming three decades, China needs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major-power diplomacy, improve its capability and will, give full play 
to its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role, deepen it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maneuvering, and 
strengthen its theoretic system building, in an effort to carve out and expand a new horizon 
for the major-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S-EU Coordination on Economic Sanctions: Features, Limits and Way Forward
Liu Jianwei

As the two major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US and EU coordination on economic 
sanction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on the target country and even on the third 
party. From the data of sanctions between 1993 and 2018, the general level of US-EU 
coordination on economic sanctions has been on the rise, which was also fluctuating 
to the US Presidential terms.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targeted sanction concept, EU 
rising willingness and capability on sanctions, and US lobbying and pressure, the US 
and EU have stepped up coordination on economic sanctions. But the coordination is 
also constrained by the two sides’ diverging understandings about sanctions,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systems and conflict of material interests. With the impact of the US foreign 
policy adjustments, Brexit and the Iran nuclear issue, the future of US-EU coordination on 
economic sanctions still hangs in the balance.

The Impact and Prospect of the Russia-Turkey-Iran Trio
Dong Manyuan

The current Russia-Turkey-Iran trio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driving changes in the 
power structure in the Middle East, with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at multiple directions 
and levels. Those implications include dominating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situation in 
Syria, dividing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the region, and expand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three countries. The trio is posing challenges to the Middle East strategy of the US Trump 
administration, which is the reason behind the US repeated but failed attempts to break the 
trio. Looking ahead, the Russia-Turkey-Iran trio is demonstrating strong vitality,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a strategic dilemma for the US in the Middle Ea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