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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

升, 国际影响迅速扩大 , 国际交往日益密切 , 面

临的挑战和压力越来越大 , 国际战略也随之丰

富和发展。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是中国国际战略

确立和发展的现实依据。制定切实可行的外交

方针 , 积极推动对外关系的良性发展 , 正确处

理重大国际问题 , 努力缓解国际紧张局势 , 为

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

环境是中国国际战略的首要任务。如何实现中

国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国际

战略面临的最大挑战。

一

新中国成立后 , 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的

外交政策 , 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战略 , 维护了

国家主权、平等和独立 , 但他晚年对国际形势

的分析和中国国际战略的定位存在偏差和不

足, 产生了消极的后果。“文革”结束后, 百废待

兴 , 党的路线方针要进行重大调整 , 需要对国

际形势重新做出准确分析和科学判断。邓小平

经过全面考察和深入思考 , 以极大的政治勇气

和理论勇气转变了毛泽东时期对国际形势的

基本看法。毛泽东晚年曾经认为 , 爆发新的世

界大战的危险迫在眉睫 , 中国要立足于早打、

大打、打核战争 , 并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投入到战备当中去。经济建设实际上处于备战

状态, 无法正常进行。邓小平认为: 国际形势总

体上趋于缓和 , 新的世界大战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打不起来 ,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难得的国际环

境进行和平建设 ; 时代的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

转向了和平与发展。这一科学判断 , 一方面为

我们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提供了重要依据 , 使中央认识到 , 在当时的国

际环境下 , 完全可以而且也必须把党和国家的

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 另一方面也促使

中国的国际战略发生了变化 , 即由毛泽东时代

反对帝修反、支持和推动支援世界革命转向维

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 为我国集中进行

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这

一科学判断 , 也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

奠定了基础 , 提供了指导。党的十五大报告和

十六大报告指出 :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 避免新

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 , 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

李景治

[摘 要] 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是三十年来我们能够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 ,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

重要保障 , 并为我们确立正确的外交方针和国际战略提供了可靠的现实依据 ;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的发展和完善 , 指导我国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 ;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我国国际战略的长远战略目标 , 而始

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

路 , 也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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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十六大

报告还认为: “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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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 , 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加

速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则进一步强调: “当今

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

然是时代主题, 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

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2](p.46)三十年来, 尽管

国际风云变幻 , 其间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

体以及“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

等国际危机 , 中国的对外关系 , 例如中美关系、

中日关系也因种种因素而陷入过紧张局面 , 但

中央领导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没有

改变对总体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基本判

断。事实证明, 这个判断是科学、准确、符合实

际的。正是这一科学判断保证了我们紧紧抓住

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 , 保证了我国改革开

放事业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 世界格局

发生了巨大变化 , 它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

对中国的国际环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人们

所关注的。邓小平指出 : “现在旧的格局在改

变中 , 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 , 新的格局还没有

形成”[3]( p.353) , “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
[3](p.353)。同时, 他还预见到世界格局将向多极化

方向发展, “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 , 四极也

好, 五极也好 , 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 , 不管

它怎么削弱 , 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

所谓多极, 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 怎

么样也算一极。”[3](p.353)事实证明, 邓小平的判断

是完全正确的。九十年代以来 , 随着世界两极

格局的瓦解 , 世界多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

尽管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 并力图称霸全

球, 但实际上很难做到 , 在伊拉克战争以后 , 其

相对实力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加速一体化的欧

洲、积极谋求政治大国的日本、经济开始复苏

的俄罗斯以及新兴工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

地位不断上升, 中印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

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 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

了深刻变化 , 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

发展, 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 , “世界多

极化不可逆转”[2](p.46)。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实际

上是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一种制约 , 使少

数大国无法独霸全球事务、为所欲为 , 有利于

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同时 , 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

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 , 是世界经

济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发展的必然结果 , 它给

各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

但也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如何看待经济

全球化 , 是积极参与还是消极回避 , 这是需要

我们认真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央经

过全面考察, 对经济全球化进行了正确的分析

与判断, 采取了积极参与、稳步推进、防止其负

面影响的方针 , 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加速

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各

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联系

的加强 ,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他

国家和地区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以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

的关系, 这是防止冲突、维护和平的重要保障。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成为影响当今世界

发展的重要因素 , 也是我国国际战略确立的重

要现实依据。

国际形势总体上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

发展, 但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对此, 我们始终

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冷战结束后, 邓小平强调,

冷战思维依然存在 ,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威

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90 年代以来,

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领导的相关重要讲

话都坚持了邓小平的科学分析 , 并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进一步加以丰富和发展 , 反复强调: 霸

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 ; 不公正、不合理

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

利益 ,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 利用“人权”等问题

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 传统安全威胁

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因民族、宗教、领

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 , 世界仍

不安宁。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 求和平、谋发

展、促合作是时代发展的潮流 , 世界多极化和

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 , 世界仍不安宁 , 这是我

们对三十年来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一个

总体判断。实践证明 , 这个总体判断是完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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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不仅使我们能够

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 , 抓住难得的历史发展机

遇 , 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 , 大力推进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 而且为我们确

立正确的外交方针和国际战略提供了可靠的

现实依据。

二

改革开放以来 , 我们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

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所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

政策。新时期 , 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

题。在这种形势下 , 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稳

定的周边环境就成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

战略的首要任务。因此 , 我国的外交政策更加

注重维护世界和平 ,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进

一步发展完善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 我

们“要坚持邓小平的外交思想 , 始终不渝地奉

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4](p.40) 党的代表

大会和中央领导的有关讲话全面论述了这一

政策, 并强调指出 , 要全面贯彻落实这一政策 ,

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 ,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反复

强调 , 要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 始终奉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 尊重别国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 , 不干涉别国内政 , 也坚决反对任

何 国 家 和 势 力 侵 犯 我 国 主 权 和 领 土 完 整 、干

涉我国内政。

第二 , 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在经济全球

化时代 , 各国的交往越来越密切 , 矛盾和利益

冲突也会越来越多 , 如何通过平等互利实现共

赢就成为各国共同的目标和愿望 , 也是贯彻独

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

此 , 我们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 , 扩大同各方

利益的汇合点 , 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

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 , 促进

共同发展。

第三 , 妥善处理国家间关系中存在的历史

遗留问题和现实利益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 ,

中国同周边一些国家存在着领土、领海的争

端, 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及各相

关国家。有些问题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得到了

妥善处理, 例如中国同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巴基斯坦等国较好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 但

也有些问题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 , 难以化

解。如果各方固守己见, 不仅会恶化相互关系,

而且也会极大影响地区的稳定与繁荣。鉴于

此 , 我们提出并始终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的主张。尽管这一主张的实现存在很大的难

度, 但毕竟体现了中国和平与合作的诚意 , 有

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 促进地区的发展。最近,

中日签订了关于合作开发东海油气田的协议

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一个有益尝试。

第四 , 坚持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家间关

系。长期以来, 意识形态是阻碍国家间关系发

展的一个很大障碍。冷战首先是东西方意识形

态和政治制度的对抗 , 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

部、中苏及相关国家之间也存在意识形态分

歧。在国际关系中过分看重意识形态 , 甚至将

其置于国家现实利益之上 , 会严重影响国家间

正常关系的发展。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

基础上 , 邓小平强调 , 在对外关系中不要以意

识形态划线 , 要努力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此

后, 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领导的相关讲话

都坚持了这一基本看法 , 反复强调 : 国与国之

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 相互尊

重 , 相互借鉴 , 求同存异 , 友好相处 , 应尊重世

界多样性 , 我们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

态强加于人 , 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

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本着这一原则 , 我

们恢复了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 , 积

极促进了同发达国家的交往 , 保持了同伊斯兰

国家的传统友谊。

第五 , 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和其他各种危害世界和平的行为。我们反复强

调 , 中国决不称霸 , 也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

权 政 治 , 以 及 任 何 “分 化 ”和 “西 化 ”中 国 的 阴

谋。同时, 我们也主张, 要坚决反对破坏地区稳

定和世界和平的各种行为 , 其中包括传统安全

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 特别是恐怖主义、民

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带来的威胁。

三十年以来 ,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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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和人民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 ,

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 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 , 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

面对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和错综复杂的国

际环境, 我国始终坚持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为指导 , 积极开展全方位的多边外交。其

基本立足点 , 一是广交善结 , 不断拓展我国的

生存和发展空间; 二是保持各种国际力量之间

的相互平衡、相互制约 , 从而维护我国国际环

境的和平与稳定。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 , 我国

坚持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 , 不搞军事

集团。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是制约单边主义和

单边外交的有效手段 , 它可以促进国际关系的

民主化和国际秩序的正常化。

新时期 , 我国更加重视联合国在处理国际

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 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各项

活动, 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对重大国际问题

的讨论和决定 , 以及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和各项

人道主义援助。同时 , 我国也积极参与其他国

际和地区性组织的活动。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

提升, 国际影响不断扩大。

我国努力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在经济

全球化背景下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 我国同

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以及文化

等领域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 经济上的互补、战

略上的相互依存越来越明显 , 重大国际问题包

括国际危机与冲突的处理也越来越需要各国

之间的合作。因此 , 我国高度重视发展同发达

国家的关系 , 加强了相互间的战略对话 , 增进

了互信 , 深化了合作 , 妥善处理了一些重要的

分歧, 推动了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值

得一提的是 , 尽管中美、中欧、中日之间存在着

这样或那样的分歧 , 也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风

波和曲折, 但总体上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

我国与邻国的关系及周边的国际环境错

综复杂, 既存在历史遗留的领土、领海争端 , 又

存在现实利益的矛盾。处理好与周边各国的关

系 , 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 对我国的

发展至关重要。因此, 我们贯彻与邻为善、以邻

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 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

友好和务实合作 , 积极开展区域合作 , 共同营

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

我国同俄罗斯建立并努力推进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 , 取得了多方面的显著成效 ; 同俄罗斯及

中亚几个国家一起发起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 ,

为确保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促进地区的发展与

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 同东盟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 , 签订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相关

协议 , 为地区合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 积极促

成了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 为维护朝鲜半岛

及东北亚的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 同印度等南

亚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可以说 ,

我国现在的周边环境是建国以来最好的。

我国一贯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同广大发

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不断深化传统友谊 , 扩

大务实合作 , 并在双边和多边合作中提供力所

能及的援助 , 在国际舞台上和地区事务中努力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近年

来 , 我国进一步发展中非关系 , 加大了对非洲

国家的直接和间接的援助 , 使中非传统友谊得

到了大大加强。

政党外交是我国整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早在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就提出, 党

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 , 即新的、健康的

友好关系。在此基础上 , 我们党提出了建立和

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 并在党的十

五大上形成了完整的表述 : 要坚持在独立自

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

则的基础上 , 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

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 , 促进国家关

系的发展。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 , 我们不仅恢

复并进一步发展了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 , 而且

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 , 积极发展同社会党、

社会民主党及其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不同

政党的关系。迄今为止 , 我们党同世界各国各

种类型的数百个政党建立了较为稳固的联系 ,

政党外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 有力地

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

总之 , 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导

下 , 我国积极开展全方位的多边外交 , 并取得

了巨大成就 , 为我国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

环境和周边环境 , 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同时 , 这也为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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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开阔了国际视

野, 拓展了国际资源,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此

同时, 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贯彻执

行 , 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的合作与发

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

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

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2](p.47)

2008 年 6 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社

时指出 , 中国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 国际

上的事情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影响 , 而中国自

身的发展也会对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既是

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现状的高度概括 , 也是对改

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变化的

一个总结。中国的发展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国

内问题, 而且是一个涉及世界方方面面的重大

国际问题。中国的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 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物美价廉

的产品 , 同时中国也成为最有发展潜力的广阔

市场 , 因而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中国

改革开放以更加开明、开放、透明、合作的姿态

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 也深受世界各国的广泛认

同。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积极参与联合国

及其他国际和地区事务 ,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得到了各国的高度评价。然而 , 对中国的快速

发展也存在着种种疑虑、乃至抵制。老的霸权

国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危及其霸权地位 , 一些坚

持冷战思维的西方国家担心社会主义中国的

崛起会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造成巨大

的冲击 , 遏制中国发展的种种谋划和推行价值

观外交的种种做法从未间断 ; 周边国家害怕中

国的崛起会侵犯邻国的利益、威胁邻国的安

全;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的崛起会给他们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持怀疑的态度。在这种背景

下, “中国威胁论”以及中国的发展会造成世界

能源、粮食紧缺、导致环境污染更加严重等论

调到处泛滥。如何面对和正确处理这些问题是

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顺利发展的重大问题。对

此, 我们需要冷静思考 , 深入研究 , 确立正确的

战略方针和相应的对策。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 实际上已经从根本上表明了中国走和平

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一贯立场。20 世纪 80 年代

末 90 年代初 , 面对世界政治舞台的风云突变 ,

邓 小 平 纵 览 全 局 , 高 瞻 远 瞩 , 提 出 了 “冷 静 观

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

针。这既是当时我们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战略

方针, 又是我国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保证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

发展的指导思想。这一方针的重点是“韬光养

晦”, 其根本用意是从基本国情和力量对比的

实际出发 , 立足于埋头苦干 , 不断增强综合国

力 , 避免过分张扬 , 避免成为敌对势力和不友

好力量的主要遏制目标和各种矛盾的交汇点 ,

避免带头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的霸权

地位而引火烧身。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 ,

我们不仅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坚定信心 , 顶住

巨大的国际压力 , 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改

革开放事业 ; 而且在长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

中 , 我们专心致力于国内的发展 , 全面推进建

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 , 同时妥善处理了国际关

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 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国

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 积极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作贡献 , 使中国日益强大 , 成为世界公认的负

责任的大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 我们继续坚

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 进一步丰富和发

展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 , 又明确提出了坚持

和平发展的战略方针。

2003 年 12 月 10 日, 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

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 , 代表

中国政府阐述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立场。同

年 12 月 26 日 ,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

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平的

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04 年

3 月 14 日,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的记者招待会上, 重申了中国和平发展的要

义。由此 , 中国和平发展的问题引起海内外的

广泛关注。

党的十七大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

一个完整的方针确立下来 , 重申 : 中国将始终

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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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

抉择。和平发展道路顺应了求和平、谋发展、促

合作的世界发展潮流, 即在世界的和平、发展、

合作的大环境中实现自身的发展 , 也通过自身

的发展来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为了

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 , 我们将始终不渝地维护

世界和平。

2005 年 4 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雅加达亚非

峰会上, 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 , 指出: 我

们要“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

繁荣 , 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 [5]此后 , 胡锦

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论

及这一主张。2006 年 4 月, 胡锦涛总书记又指

出: “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世界, 我们应更加重

视和谐, 强调和谐, 促进和谐。建设一个持久和

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

同愿望, 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6]党的

十七大则把建设和谐世界作为一个长远的战略

目标提出来 , 强调“各国人民携手努力 , 推动建

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p.46)从以

上论述可以看出 , 建设和谐世界的核心和主要

目标是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和平

与繁荣是关系到各国人民切身利益和长远利

益的两大根本问题 , 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两大

核心内容。和平是和谐的基本前提。各国只有

和平共处 , 各国人民只有友好往来 , 并通过和

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 逐步在地

区及全球范围减少和消灭战争、战乱、武装冲

突、恐怖袭击以及各种暴力犯罪活动 , 真正实

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 世界才进入“和谐”的境

界。和平与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只有世界经

济持续稳定、均衡协调发展 , 逐渐消灭南北过

度差距 , 努力消灭贫穷落后现象 , 使各国人民

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

食 , 享受起码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权利 , 也

就是说真正实现世界的共同繁荣 , 而不仅仅是

少数发达国家的繁荣 , 地区和世界才能安定 ,

世界和平才能持久。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和

奋斗目标, 但其实现需要中国和各国人民长期

的、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为此, 就需要各国共同

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 恪守国际法和公

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 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

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各国应该相互尊重、平

等协商 , 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 应该本着

相互合作、优势互补的原则 , 共同推动经济全

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应该本着

相互借鉴、求同存异 , 尊重世界多样性的原则 ,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 要坚持相互信

任、加强合作 , 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

段解决国际争端 ,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要

相互帮助、协力推进 , 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

的地球家园。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长远的战略

目标, 而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推动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 也是推动建设和谐世

界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 , 中国国际战略的逐步发展、完

善并最终形成 , 是改革开放事业最重要的成就

之一。这一战略以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

准确判断为现实依据 , 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为核心 , 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

繁荣的和谐世界为长远战略目标 , 以始终不渝

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基本实现途径 , 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科学体系 , 成为中国外交和发展对外关

系的长期指导方针。这一战略与毛泽东确立的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一脉相承 , 又与时俱进 ,

不断创新。邓小平改变了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

传统看法, 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标志着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探索的开始, 而始

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主

张的正式提出, 标志着这一战略的基本形成。

责任编辑: 云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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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 Thoughts and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he Par ty’s Guiding Pr inciple since the CPC’s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Mao Zedong thoughts and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Party’s
guiding principles since the CPC’s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are inseparably related in history
and logic. First, Mao Zedong thoughts have provided the basic line to follow for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
cated Marxism since the CPC’s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The core of the domesticated
Marxism is to seek truth from facts, its cornerstone is the mass line, its foothold is self- independence, the essential method
is to combine Marxist basic principle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the essential guarantee is to arm the whole party and
educate the people by the latest theories. Second, Mao Zedong thoughts have provided a new start point for Chinese
Communists to continue the innovative us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With a series of scientific arguments on the So-
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ve laws,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structive laws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
mental laws, Mao Zedong thoughts have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reated and developed since the CPC’s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with its new forward leaps in understanding the Communist Party’s administrative laws, socialist con-
structive laws and developmental laws of the human society, has taken this as its start point. Thir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crystal of wisdom from the spir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based on Mao Zedong thoughts.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ao Zedong thoughts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stick to the methodology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carry out
“two- aspect theory”of the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nd continue to view issues globally and dialectically. We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not only the internal relations and the common features, but also the major changes and different features be-
tween the two. ( LI Jie )
To Develop the Innovative Culture and Encourag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 Innovation: To go along the self- in-
novation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take the innovative culture as the goal and form a cultural environ-
ment and social basis to encourag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We should profound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 innovation, system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The innovative
culture respects the scientific value to explore “possibilities”, cherish individual’s innovative value, and also place emphasis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dividual’s creativity and group creativity, promote the innovative values of systematic integration
and honest cooperation. It is the substantial embodiment of the ethic spirit of the innovative culture to take deep humane
concern as the innovative driving force. The innovative culture seeks for “triple harmony”, which is the objective of the
overall value of the contemporary innovation. It is the basic ethic requirement of the innovative culture to carry out the aca-
demic ethics, that is, to be realistic and pragmatic, practice meticulous scholarship, be democratic in academy, be honest and
keep promis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ve cultu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 culture and humanity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culture and advanc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 innovation.( WU Xiao- jiang)
On Deng Xiaoping’s Thought to Develop Democracy: To actively and cautiously develop democracy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led by Deng Xiaoping. At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his leadership, he proposed that democracy was the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thought emancipation, which made
democracy the internal force to activat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e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ould be no socialism without
democracy, setting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go to the right direction; he always maintained that to ignite peo-
ple’s enthusiasm was the largest democracy, which guarantees that the people are the main for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his famous argument that democracy must be systematized and legalized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to deep-
en reform. ( LIU Cheng CHEN Yun- yun)
The Developmental Course of the Theoretical Educ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Marxism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our party and country and it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m to carry out the edu-
cation of Marxist basic theo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our country’s theoretical education of Marxism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in the early days,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and task, carried out a
general theoretical education of Marxism, gradually formed the system of theoretical education fitting China and laid the
base for our country’s theoretical education of Marxism. From the late 1950s, the theoretical education had gone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the “left”trend became the main part, and the theoretical education of Marxism was replaced by political
movement; the CPC’s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was a turning point, things have been set on
the right track, and the theoretical education of Marxism has also advanced on the healthy track and made a series of im-
portant achievements.(WANG Xian- qing)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 Achievement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make right judgment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of our focus on economy to boost re-
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nd provides us with reliable proofs to make right diplomatic guideline
and international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peace diplomatic policy has directed out
diplomacy to great achievements; to build harmonious world is our country’s long- range strategic objective, and consis-
tent following the roa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the necessary road to boost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onstructive cause to realize 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the right road to
boost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world.( LI Jing- zhi)
A Big Power ’s Strategic Adjustment in China’s All- dimensional Diplomac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overall diplomacy has formed a series of new approaches: to advocat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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