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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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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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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人
,

武汉大学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博士生
,

主

要从事国际关系研究
。

「内容提要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邓小平 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

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来指导和处理当代国际关系
,

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邓小平

国际战略思想灵活运用和深入发展 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这一原则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制定国际战

略和从事国际关系实践
,

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都具有重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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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
,

始终坚持并遵

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将其灵活地运用于国际
、

国内

实践之中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邓小平国际战略

思想的核心内容
,

也是其国际战略思想的立足点
。

它

作为一个完整 的和平外交原则体系
,

反映了中国国

际战略的一个重要思想
,

即以促进世界和平
、

争取建

立平等公正的国际秩序来促进自身的国家利益
。

一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邓小平

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 国际战略思想形成于新 旧世纪交替之

际
。

邓小平以其战略家的深远眼光和强烈的国际意

识
,

密切关注着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
,

站在时代的高

度
,

提出
“

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 国

际关系的准则咐
。

首先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主张是和平共

处
。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坚持了这一思想
。

他明确

提出
, “

中 国对 外政策的 目标是争取世界和 平
。 ’ ,②

“

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
,

维护世界和平
。

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
。

争取和

平是世界人 民的要求
,

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
。

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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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环境
,

搞什么建设 ?
’ ,③ 中国一 系列对外政策和

涉及对外事务的国策中无不包含
“
和平共处

”

这一根

本思想和目标
。

所以
,

在很大意义上可以把邓小平国

际战略思想原则概括为
“
和平共处国际战略

” 。

其次
,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平等互利原则为

指导
,

邓小平把发展问题视为世界上必须解决的重

要问题
。

他指出
: “

世界上的国家富的愈富
,

穷 的愈

穷
,

解 决这个 问题是 国 际舞 台上 的 一个重 要课

题
。 ’

,q)
“

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
,

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 ’ ,⑤根据平等

互利的原则
,

邓小平提出改变国际经济秩序
,

首先要

解决南北关系问题
。

他认为
: “

南北问题不解决
,

第三

世界负债那么多
,

日子怎么过啊 !如果发达国家不拿

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
,

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

的市场也就没有 了
。 ’ ,⑨发达国家越来越富

,

相对的

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
,

南北问题不解决
,

就会对世

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障碍
。

邓小平把各国人民

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发展经济的普遍要求同世

界经济发展失衡
、

远远不能满足人 民需要的矛盾
,

视

为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
,

而且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
,

实施了一系列解决这个主要问题的战略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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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
。

世界各国都要根据
“

平等互利
”
的原则紧密合

作
,

加速发展
。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
,

国与国之间的帮

助是相互的
,

贡献也是相互的
,

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

不发展
,

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有多大的新发展
。

由此就可 以看 出南北之间密不可分
,

也说明了发达

国家与落后国家相互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发展经济的

重要性
。

邓小平认为
“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

前最大的政治
,

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
、

最

根本的利益
。 ’ ,⑦ “

经济工作是 当前最大的政治
,

经济

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
’ ,⑧ 。

这既是他的国内发

展战略的根本思想
,

也是他的国际战略的第一位的

重要思想
。

把
“

和平共处国际战略
”

这个根本思想和

这个
“

发展经济
”
的战略思想结合起来

,

就可 以把邓

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概括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

国际战略思想
。

第三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互相尊重主权和

领土完整
、

互不侵犯
、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
,

是邓小平

确立 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国际战略

思想的基础
。

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

是邓小平国际

战略思想的一项根本 内容
,

因为它不仅可以保证中

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

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
、

稳定和发展
。

邓小平主张同世界上一切国家进行交

往
,

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国家的根本利益
。

他说
: “

我

们继续坚持同对我们友好 的西方 国家交往
,

继续坚

持学习资木主义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

但是

… … 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

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

族自信心
。

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

就会被

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
。 ’ ,

⑨邓小平始终强调

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问题
。

1 9 8 2 年 9

月
,

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
,

邓小平又说
: “

中国的事

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
,

要依靠中国人 自己的力

量来办
。

独立 自主
,

自力更生
,

无论过去
、

现在和将

来
,

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

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

人民的友谊和合作
,

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

得来的独立 自主权利
。

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

们的附庸
,

不要指望 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

果
。 ’ ,L事 实上

,

各 国的外交政策总是根据本国的国

家利益制定并为之服务的
。

邓小平在 1 9 8 9年 10 月

会见尼克松时就指 出
: “
我们都关心 自己的国家

,

是

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 问题的
。 ’ ,

@各国对自

身利益的考虑应高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
。

社会制

度和意识形态相 同的国家
,

由于 国家利益的冲突和

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

也可能兵戎相见
;而社会制度

和意识形态不 同的国家
,

由于共同的 目标
,

也可能和

睦相处
,

甚至结盟
。

可见
,

国家间关系的好坏并不是

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异 同
,

而是取决于双方是否遵循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是否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
、

互不侵犯
、

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维护 自己的国

家利益
。

二
、

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指导和处理

当代国际关系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国际

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
, 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战略态

势作出了
“
一边倒

”
的国际战略决策

。

到 70 年代
,

毛

泽东又提出了划分
“
三个世界

”
的战略思想和

“
一条

线
、

一大片
”
的战略构想

。

可 以说
,

毛泽东的国际战

略思想基本上是两极格局时期国际矛盾和斗争的产

物
。

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和外交家
,

邓小平实

事求是
,

科学分析了当代世界 的主要矛盾和本质特

征
,

抓住时代主题
,

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

思想
,

提 出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指导和处理 当代

国际关系
。

邓小平 国际战略思想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

继承主要表现在反对霸权
、

维护和平
、

独立 自主以及

团结
、

依靠第三世界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
。

邓小平强

调指出
: “

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

候
,

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

并认为霸权主

义是战争的根源
。

… …粉碎
`

四人帮
夕

以后
,

我们制定

中国的国策
,

同样也是反对霸权主义
,

维 护世界和

平
。 ’ ,L “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

中国永远属于第三

世界
,

永远不能称霸
。

… …将来我们发展了… … 如果

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

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
,

仍然

属于第三世界
。

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 巴来了
,

在世界

上称王称霸
,

指手画脚
,

那就会把 自己开除出第三世

界的
`

界籍
’ ,

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

… …这

是毛泽东主席
、

周恩来总理制定 的对外政策
,

我们要

用来教育子孙后代
。 ’ ,L 1 9 8 4 年 5 月

,

邓小平在会见

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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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 1 9 8 4 年 10

月
,

他在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话时
,

更加明确地提

出
: “

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
、

维护世界和

平
。

在这个总政策下
,

改善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
。 ’ ,L

由此可见
,

邓小平很好地继承了毛泽东建国初期处

理国际关系的国际战略思想
,

不仅考虑到要和超级

大国打交道
,

同时也考虑到运用正确的国际关系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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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 9 9 9年第 6期

则
,

独立 自主地发展对外关系
。

同样
,

邓小平也是按照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

和方法
,

不断对世界大局作出全球性的
、

宏观战略的

观察和分析
。

1 9 8 5 年 6 月
,

他在谈到世界和平力量

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一关乎战与和 的大 问

题时说
: “

这个和平力量
,

首先是第三世界
,

我们中国

也属于第三世界
。

第三世界的人 口 占世界人 口的四

分之三
,

是不希望战争的
。

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

美苏 以外的 发达 国家
,

真 要打仗
,

他们是不 干 的

呀 !
’ ,L邓小平继承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

,

坚持加

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
,

争取第二世界
,

团结

世界人民共同反对霸权主义
,

维护世界和平
。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

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次重大的战略性调整中
。

第一次是 80 年代初围绕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

题进行的
。

六七十年代
,

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
,

美苏

由对抗开始转为竞争共处
,

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

化
。

邓小平认为
,

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有可能

的
。

1 9 8 5 年 6 月
,

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

出
: “

过去有一段时间
,

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
,

我

们搞 了
`

一条线
’
的战略

,

就是从 日本到欧洲一直到

美国这样的
`

一条线
’ 。

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
,

这

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

… … 谁搞霸权就反对谁
,

谁搞战

争就反对谁
。 ’ ,L这是邓小平发展毛泽东国际战略思

想的一个光辉典范
。

1 9 8 7 年 5 月
,

邓小平在谈到对

总的国际局势的看法时说
: “

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

平的力量
。

… … 只要欧洲
,

包括东欧和西欧
,

不绑在

别人的战车上
,

战争就打不起来
。

… … 如果下一个世

纪五十年里
,

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
,

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
,

我看那个时候 可以真

正消除战争的危险
。 ’ ,L根据这种对国际形势的新判

断
,

中国对外政策作了重大调整
。

从此
,

反对霸权主

义
,

维护世界和平
,

为国内经济建设争取长期稳定和

平的国际环境
,

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

8 0 年代末
、

90 年代初
,

针对苏联
、

东欧剧变以及

世界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
,

邓小平冷静观察
,

对中国

对外政策进行了第二次战略性调整
,

在对外关系 中

以突出
“

自己的国家利益
”

为特色
,

使中国外交进人

一个更加成熟的新阶段
。

他说
: “

不论国际大气候怎

样变化
,

只要我们争得了这 一条 (笔者按
:

指保持经

济增长速度
,

人民生活逐步好起来
,

国家社会真正稳

定下来 )
,

就稳如泰山
。 ’ ,L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顺

应 了新时期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趋势
,

用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来指导 国际关系
,

在新形势下充实了新的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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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
更重要的是它又融进了时代的新变化

、

新特点
,

提 出了一些新的命题和新的观点
,

从而把毛泽东的

国际战略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

三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邓小平

国际战略思想中的具体运用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

秩序
,

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条
。

由

于世界总的局势在变
,

应该考虑应用新政策
,

建立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邓小平强调指出
: “

处理国与国

之间的关系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

其他

方式
,

如
`

大家庭
’

方式
, `

集团政治
’

方式
, `

势力范

围
’

方式
,

都会带来矛盾
,

激化国际局势
。

总结国际关

系的实践
,

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
’ ,⑧ 。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
,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仍然存在
,

侵略和干涉活动还相当普遍
。

这使我们深

刻地认识到
, “
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 的原则

,

应

该是 不 干涉 别 国 的 内政
,

不 干 涉 别 国
.

的社会制

度
’ ,⑧ 。 “

唯一的出路
,

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

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
、

相互合作
,

而不是干涉别国内

政
、

挑起别国内乱
。 ’ ,

@这既是确立正常的国际关系

的基本原则
,

也是奠定 国际新秩序的法律基础
。

邓小

平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

济新秩序
,

这不仅适应 了当前多样化的世界和时代

发展的客观要求
,

而且使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具有 了

更为新鲜
、

更为丰富的内涵
。

用
“

共同开发
”
和

“
一 国两制

”
的方式解决国际

、

国内争端
,

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邓小平国际战略

思想中的灵活运用和深人发展
。

邓小平提出
: “
和平

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 国家 内部的某些 问题
,

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
。

根据中国 自己的实践
,

我们提

出
`

一个国家
,

两种制度
’

的办法来解决 中国的统一

问题
,

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
。 ’ ,L “

统一后
,

台湾仍搞

它的资本主义
,

大陆搞社会主义
,

但是是一个统一的

中国
。

一个中国
,

两种制度
。

香港问题也是这样
,

一

个中国
,

两种制度
。 ’ ,⑧实践证明

,

用
“
一国两制

”

的方

式来处理台湾
、

香港和澳门等中国内政问题
,

的确是

一个好办法
。

邓小平灵活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创造 出
“
一

国两制
”

方式
,

取得了巨大成功
,

在世界范围内产生

了极大影响
;
他又从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考虑 问

题
,

主张把
“
一国两制

” 、 “

共同开发
”
的方式运用到解

决国际争端的实践之中
。

他说
: “

解决国际争端
,

要根

据新情况
、

新问题
,

提出新办法
。 `

一国两制
夕 ,

是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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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
,

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

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
。

好多国际争端
,

解决不好会

成为爆发点
。

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
`

一国两制
’

的办法
,

有些还可以用
`

共同开发
’
的办法

。 `

共同开

发
’
的设想

,

最早也是从我们 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
。

… … 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
。

我们中国人是

主张和平的
,

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

什么样的和

平方式 ?
`

一国两制
’ , `

共同开发 ”
,⑧ 。

邓小平灵活应

用
“
一国两制

”
和

“

共同开发
”
的方式

,

成功地解决了

一系列国际争端
。

在中国钓鱼岛问题和南沙群岛等

问题上
,

他主张搁置争议
,

共同开发
,

将有争议的主

权问题暂时放一放
,

共同开发有争议的岛屿及其周

围的 自然资源
。

他说
: “

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

附近 的海底石油之类
,

可 以合资经营嘛
,

共同得利

嘛
。

不用打仗
,

也不要好多轮谈判
。 ’ ,L 当然

,

邓小平

这里所说的
“

先不谈主权
” ,

绝非
“

不谈主权
” ,

而是一

个如何选择
“

谈主权
”
的时机问题

,

对涉及主权的原

则问题是不能让步的
。

根据他的这一思想
,

中国政府

向有关国家提出了
“

搁置争议
,

共同开发
, ,

的主张
,

得

到普遍赞赏和理解
,

确保了钓鱼岛
、

南沙群岛及其附

近海域的和平与稳定
,

也受到 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

和理解
。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
,

邓小平指出
, “
只要双方

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
,

你们让一点
,

我们让一点
,

就

解决 了嘛
。

… … 只有采取
`

一揽子解决
’
的办法

,

才有

可能各自说服 自己的人民
。

我们和好多国家解决了

边界问题
,

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
。 ’ , @按

照这一思想
,

中国同印度
、

俄罗斯等国家就和平解决

边界领土争端达成 了原则协议或共识
,

缓和了边境

紧张气氛
。

1 9 9 5 年—
1 9 9 6 年处理由李登辉访美所

引发的中美关系的严重波折
,

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中灵活运用的成功范例
。

因此可以说
, “
一国两制

” 、 “

共同开发
”

作为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最新发展
,

必然向前延伸
,

也就是
“

一个

世界
,

多种制度
” 。

邓小平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建

立国际新秩序
、

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战略思想在实

践中的成功运用
,

显示了这一理论的高度科学性和

强大生命力
,

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光辉范例
。

总而言之
,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始终贯串着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
,

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

实践中的实际运用和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

二

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不仅对中国制定 国际战略

和外交路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

而且对其他国家制

定国际战略和从事国际关系实践
,

对建立 国际政治

经济新秩序
,

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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