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政策

一、 基本内容

我国一向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

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立场;

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的基

本目标。

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支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二、 发展历程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先是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12月底在会见来访的印度代

表团时提出的。1955 年，于万隆会议，中国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五项原则内容是: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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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 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方针。

1957 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

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3 年底至 1964 年初，周恩来总理出访亚洲、非洲和

欧洲 14 个国家时，提出了中国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把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领

域。1974 年，邓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再次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

系都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1988 年，邓小平同志又率先明确提

出以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2000 年 7 月 6 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问土库曼斯坦期间，就关于建立国

际新秩序阐述了中国一贯坚持的四项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

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



过去 5年多来，我国对外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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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

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要义主要有 10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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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

战略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

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

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

这 10 个方面亦即 10 个"坚持"，既有立足全球的宏伟设计，也有求真务实的

具体举措，是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四、树立正确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

做好对外工作，必须准确把握国际形势，掌握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

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具备很多国际有利条

件。

对此，习近平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

何为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

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

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

正确大局观，就是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

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

方向、舍本逐末。

正确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

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

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

哪些形势需要把握?

既要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势，又要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

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要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

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既

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



认清国际形势、树立正确观念，习近平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擎起了新

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指路明灯。

五、新时代对外工作的重点

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具有特殊重大意义。"我们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

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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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重点，这次会议释放鲜明的信号。

--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重要节点，推动对外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未来 5

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开篇，其中有一系列重要

时间节点和重大活动。对外工作要以此为坐标，通盘考虑，梯次推进，既整体布

局又突出重点，既多点开花又精准发力，发挥综合积极效应。

--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

方向发展。

--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实走深、行稳致远，推动对

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要运筹好大国关系，推动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要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推动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利。

--要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形成携手共进、共同发展新局面。广

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

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

--要深入推动中国同世界深入交流、互学互鉴。

--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令行

禁止、步调统一;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要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政治

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对外工作队伍;要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

落实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

进入新时代的大国外交，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

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以更远大的目标，更恢宏的格局，更开阔的胸襟，

更从容的气度，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向更高境界。



六、基本原则

一、维护和平、反对武力。二、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三、自主选择、求同

存异。 四、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

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

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和平。

中国将继续推动世界多极化，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促进

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树立以互

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

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深化与

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发展同发达国家

的关系，努力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妥善处理分歧。积极参与多边外交，

维护和加强联合国及安理会的权威和主导作用，努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

用。同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

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七、外交目标

中国政府和人民愿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的和谐世界。

八、外交成果

在当前国际形势中，和平、发展、合作仍是主流，中国和平发展的机遇大于

挑战。2005 年，中国外交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利用机遇、应对挑战，进一步

塑造了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而不懈努力的国际形象，展现了坦诚、负责、务

实、灵活、开放的外交风格和坚持原则、仗义执言的社会主义国家风范。从中国

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利益出发，中国外交全面运筹同周边国家关系、同大国关系、

同发展中国家关系及多边外交，增强外交软实力，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

营造周边地缘依托。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区域和次区域经

济合作组织和地区安全机制(如 10+1、10+3、上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以及湄公

河合作、东盟地区论坛等)顺利启动并卓有成效;坚持不懈地推动六方会谈，使朝

核问题上取得重要的阶段性进展。巧妙运筹，使台海局势朝着有利于遏独、制独

的方向发展。同菲律宾、越南在落实南海 "共同开发"方面取得突破。同南亚各



国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中国将成为南亚区域合作组织观察员。

构建大国关系稳定框架。中国同俄罗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两国

成功举行首次联合军演，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同印度签署了关

于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建立了面向和平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合作

全面发展。同欧盟就加强战略合作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欧领导人成功举行第

八次会晤，启动中欧战略对话，中国与欧盟 在经贸、科技、文教、司法等各领

域交流与合作稳步前进。今年中美领导人频繁会晤，战略对话形成机制，两国关

系中的消极面受到制约，中美关系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势头。在中日关系上，坚持

原则，对小泉和日本右倾势力在历史等两国关系重大问题上的顽固立场进行了坚

决斗争。

截至 2019 年 9 月 27 日，中国已经与 180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