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 年 10 月 2 日，中国和苏联建交。苏联是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建
交的国家。图为当年 10 月 16 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前排右六）向毛泽
东主席递交国书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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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宣布双方自 1979 年 1
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图为1979年1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
国，出席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
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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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新中国外交走过65年，为世界和平注入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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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外交的多个第一

1949 年 10 月 16 日，中南海勤政殿，日夜兼程
抵达北京后，身着藏青色崭新外交礼服的首任苏
联驻华大使罗申毕恭毕敬地把国书递交给面前的
毛泽东主席。这是新中国元首接受的第一份国
书。呈递国书是大使到达驻在国后的首要大事，
呈递国书之后方可称为正式上任。

1949 年 12 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这是新
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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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2 月，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在莫斯科
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主席和苏联
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出席签字仪式。周恩来总理
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这是新中国
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

1949 年 10 月 1 日，盛大的开国典礼刚刚结
束。大街上，人头攒动，参加过典礼的人们还沉浸
在自豪与激动之中。人群中，几辆自行车穿梭其
中。这些人看似普通，却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
外交使者。他们正在赶往各国旧驻华机构，递交
毛泽东主席当天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公告》以及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签署
的新中国第一份外交公函。

1950 年 6 月，瑞典首任驻华大使阿马斯顿向
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瑞典是西方第一个与新中
国建交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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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交国家分布示意图

新中国三次建交高潮新中国三次建交高潮
王嵎生

65年，弹指一挥间。
65 年来，新中国外交从零起

步，到今天已同 172个国家建交，
已加入上百个政府间国际组织，
签署300多个国际公约⋯⋯

中国的朋友，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般遍及天下。中国的影响
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强大。

回首 65 年来，新中国始终坚
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一直是

“和”字当头，“友”字为柱，“卫”字
为基。我们一贯强调“和为贵”，

“和而不同”，劝和促谈，反对仗势
欺人；主张广交友，平等相待，互
助共赢；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独
立和安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是反
帝反殖、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
涌的年代。新中国刚站住脚跟，仍

“四两拨千斤”，在外交上打出了影
响世界的三张“牌”：同印度和缅甸
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
成了万隆会议十条原则和“求同存
异”精神；积极支持和推动了不结
盟运动，反对干涉内政和争夺势力
范围；大力开展民间外交，特别是
做日本和美国的工作。这三张

“牌”，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至今仍
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七八十年代，美国被迫调整
对华政策，开始改善和发展中美
关系。中国被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非洲兄弟“抬进了联合国”。中
国从战略上提出了划分“三个世
界”的理论，有力地支持了广大发
展中国家，团结了第二世界，打击
了美苏两霸，影响深远。

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和西方
很多国家弹冠相庆，以为这已是

“历史的终结”，从此，美国就一统
天下了。但中国冷静观察和分析
国际形势，认为时代在变迁，国际
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发展中
国家与和平的变化，世界大战一
时打不起来，世界各国都在为和
平与发展而奋斗和博弈。

1993 年，APEC 西雅图领导
人会议前，邓小平明确指出：本世
纪是人类文明大有进步、科技和
生产力大放异彩的世纪，也是战
乱频仍、很不安宁的世纪。本世
纪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扔了两颗
原子弹，其他冲突和局部战争不
计其数，把这个世界搞得乱糟糟
的。现在冷战和两极格局已经结
束，国际关系发生了一些积极变
化，同时也爆发了许多地区冲突
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天下还很不
太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面临新

的严峻挑战。把一个什么样的世
界带到二十一世纪，这是我们这
一代领导人必须认真探索和解决
的重大问题。他还说，到本世纪
结束还有好几年，我们还来得及
做些事情，应该有所作为。如果
经过我们的努力，克服困难，排除
障碍，为人类迎来真正的和平与
繁荣，那么世界人民将会感到我
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大好事；如
果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世界
还是一个乱糟糟的、没有安全感、
经济艰难的世界，我们就向世界
人民“交不了账”。作为新旧世纪
之交的领导人，历史注定我们要
承担这样的责任。

这是中国外交在国际上一面
鲜艳的旗帜，引领世界进入了 21
世纪，推动着时代变迁量变进程
加速发展，以及国际力量对比历
史性的变化。

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领导
人又先后提出构建“和谐世界”和

“新型大国关系”两大战略，强调
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这是
中国和平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
时代的诉求，承担了历史的责任。

65年来，中国从“一穷二白”
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
大大加强了。地位变了，环境变
了，看中国“下一个多米诺骨牌”
的眼睛也开始在变了。当然，挑
战也随之增多了，遏制中国的力
度也明显加强了，冷战的幽灵仍
在中国周边徘徊。

但中国有制度自信，有外交
战略自信，有外交政策和策略的智
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
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
往开来，在外交上不断创新，“更上
一层楼”。最具标志性的，一是努
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包括“金砖
国家”之类的国际组织）。中俄已
经带头示范，中印正在向这个方向
迈进，中美至少在口头上已相互认
可——美国政策行为虽有悖于
此，但比过去还是有进步。二是提
出“一带一路”主张，加速互联互通
和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推动建立

“两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四是强调经
济合作的“义利观”。

这一切，人们称之为中国“外
交新政”，它顺应时代潮流，国际影
响可圈可点。65年的实践表明，
中国既不会屈服于强权，也不会在
一片颂歌中迷茫。中国将继续走
自己特色的外交路，为世界的和
平、发展与合作尽心尽力。

（作者系我国前驻外大使、中
国国际问题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

1964 年 1 月，中国与法国建交，这一事件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图为
1965 年 8 月，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会见来访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
使、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

1954 年 6 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期间，同印、缅两国总理共同
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图为周总理访印时在
机场受到尼赫鲁总理的欢迎。

回眸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历
程，总共经历了三次建交高潮。

11 开国大典的第二天，苏

联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照会便发到了中南海，苏联成为
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紧随苏联之后，社会主义阵
营呈现出承认新中国的高潮。
截至 1950 年 11 月，已有 6 个亚
洲国家和 12个欧洲国家与新中
国建立外交关系，掀起了第一次
建交高潮。

22 第二次建交高潮出现在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
末，广大亚非拉国家成为与中国建
交的“主力军”。二战后，亚非拉民
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

国家在赢得独立后走上了中立的
道路。相同的经历和愿望让中国
与亚非拉国家互相支持，大力加强
同这些国家的团结合作，成为中国
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33 进入 70年代后，中国领

导人审时度势，及时做出了富有
远见的重大决策，为中国外交打
开了新的局面。随着中美建交、
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在联合国
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中国的国际
地位空前提高。许多第三世界
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
建立外交关系，掀起第三次建交
高潮：非洲 26 国、拉丁美洲 13
国、欧洲10国、东南亚5国⋯⋯

到1979年底，同中国建交的
国家已达120个，遍及五大洲。

1954 年 4 月至 7 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中国
代表团出席旨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
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作为
五大国之一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

1960 年 11 月，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格瓦
拉访华。同年 9 月，中古建交，古巴是第一个与中
国建交的拉美国家。

1971 年 11 月，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
会。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黄华和代表符浩、
陈楚、熊向晖在会场上成为记者注意的焦点。这
年 10 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 2758 号决
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1949 年 11 月 3 日下午 1 时，克里姆林宫。身
着黑色中山装的新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首任驻
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
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呈递了新中国第一份国书。

美美 洲洲

2323 个个 国 家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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