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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努力使我国在政

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

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

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

有感召力。”

——— 胡锦涛总书记

今年 7 月在第十一次驻

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外交已经由小

外交走向大外交，由小

合作走向大合作，由小

舞台走向大舞台。”

——— 中国前驻法国

大使吴建民

“车无辕不行，人无信则不立”

中国正以“负责任大国”

的崭新形象屹立于世界

中国外交：
世界坐标上的亮丽轨迹

60 年历史，波澜壮阔；60 年跨越，铸就辉煌。
在世界的坐标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
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与世界的前途命运
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努力突破封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

60 年间新中国一扫屈辱外交的历史，以崭

新的面貌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央

60 年的中国对外关系史，是一部从努力突破
封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历史。

面对东西方冷战格局，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另
起炉灶”等三大政策，在同旧时代彻底决裂的基础
上，构筑新中国对外关系新格局。

相似的命运，更容易有共同的语言与行动。面
对西方持续的封锁，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团
结合作，相互支持，形成了兄弟般的友谊。

在第三世界朋友帮助下，中国在联合国的合
法席位得以恢复，使得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从此
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

国际大气候的变化，终于融化了中美两国关
系的坚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全面走向缓和。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一
个新阶段。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方面逐
步同国际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

在新历史阶段，中国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与和
平发展的目标，积极倡导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
繁荣的和谐世界，展现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60 年的对外关系史，为新中国在世界的坐标
上划出了一道亮丽的轨迹。

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

起，日益成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

的活跃力量

今日的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最快速、
变革最深刻、改变国际力量对比最活跃的一支力
量，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和作用全球瞩目。

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全面深入快速发展，欧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
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最大技术引进地，中国
是最早倡导和支持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国家之一，
并积极参与了东亚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中日战略
互惠关系有望进一步深化。

“中国通过推动同各大国建立面向新世纪的
新型合作关系，已构筑了相当有利的大国关系框
架。”亲历中国 40 多年外交风云的外交家唐家
璇说。

今天，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处于近代以来一
个最好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也日益紧
密，相互依存度增多。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团
结合作也不断加深。

21 世纪的世界，不再是超级大国上演“独
角戏”的场所。历史的洪流，已经将中国、俄罗
斯、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推上了这个多边舞
台。

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中国也以
实际行动担当起发展中大国的责任。

从反恐、防扩散、打击跨国犯罪，到能源和
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再到改革不合理的国际
金融体系，中国的作用无可替代。

着力强化影响力、竞争力、亲和力、感

召力，在世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进入 21 世纪，面对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
中国明确宣示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恪
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

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
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
感召力。”胡锦涛总书记今年 7 月在第十一次驻
外使节会议上，对新形势下切实维护全方位对外
开放条件下中国的发展利益提出了明确要求。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一年来，从华盛顿到伦敦
再到纽约，中国领导人频频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成为各国媒体的关注焦点。

在政治影响力增强的同时，中国经济、文化
日益走向世界。中国还承担了在世界上的道义与
责任。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
仍不平衡，在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依然
有限，中国的“软实力”亟待提高。

“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外交面临的很大任务
是如何有效参与到新的国际体系建设当中，在这
个新体系中有效地保护中国不断增加和扩展的国
家利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
所长冯仲平说。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那
样：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
开中国。中国人民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实
现人类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

60 年的中国对外关系史，是
一部从努力突破封锁到全方位
对外开放的历史。

60 年的对外关系史，为新
中国在世界的坐标上划出了一
道亮丽的轨迹。
“今天的世界格局已发生

了改变，无论是金融危机、气候
变化还是能源资源等全球性问
题，没有中国参与都无从谈
起。”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评
价，正越来越成为世界的共识。

上图：2009 年 2 月 17 日，中国海军“海口”舰
(前)在亚丁湾海域为商船护航。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中国的建交国由成立初期
的 18 个增加到现在的 171 个，形成了“朋友遍天下”
的可喜局面。

回眸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历程，总共经历了三
次建交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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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950 年 11 月，6 个亚洲国家
和 12 个欧洲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掀起第一
次建交高潮。

第二次建交高潮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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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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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加鲜明地奉行独立自主
的外交政策，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特别是从
90 年代起，周边国家中，中国先后同印度尼西亚复
交，同新加坡、文莱和韩国建交，与越南、蒙古国实现
了关系正常化。此外，中国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和东中
欧国家的关系。21 世纪以来，中国又先后与东帝汶、
多米尼克、黑山、哥斯达黎加、马拉维等国建交。

从 18 个
到 171 个

——— 回眸新中国几次建交高潮

60 年中国外交，中国走过怎样的路，中国会向哪里去？
中国领导人已为未来的中国形象勾画出蓝图——— 政治上更有影

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

上图：北京召开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资料照片。
从战火纷飞的中东，到波澜起伏的朝鲜半岛，再

到冲突频发的达尔富尔地区……在这些国际热点问
题的发生地，可见中国政府特使奔波的身影，他们代
表中国政府积极斡旋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做
出重要贡献。

特使外交首次走入公众视野是在 2002 年 9
月——— 在巴以冲突升级之际，中国政府引人瞩目地
首次派出中东问题特使、时年 66 岁的退休外交官王
世杰，积极推动中东和谈进程。此后，孙必干、吴思科
先后成为这一重要角色的继任者。

特使是一国政府派出的有特殊使命的官方代
表，有临时和常设两类。临时特使常是礼仪性的，如
出席另一国新政府的就职典礼、婚丧等国家大典。近
年来，中国政府针对国际热点问题陆续任命多位常
设特使，包括现任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朝鲜半岛问
题特使杨厚兰、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和气候变
化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等。

曾担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的杨厚兰于今年 2 月
正式出任朝鲜半岛问题特使，为重启六方会谈和缓
和半岛局势积极斡旋。此前，宁赋魁、李滨和陈乃清
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关系中不断升温，中
国政府于 2007 年 9 月任命曾任中国驻坦桑尼亚大
使的于庆泰为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负责组织、参
与有关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于庆泰曾先后在外交部
国际司、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非洲司工作，有丰
富的多边和双边外交经验。

为推动中非关系及达尔富尔问题妥善解决，中
国政府于 2007 年 5 月任命刘贵今为首位中国政府
非洲事务特别代表。现年 64 岁的刘贵今曾先后出任
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外交部非洲司司长、中国驻南
非大使等职，在非洲国家常驻 16 载，熟谙对非事务。

外界普遍认为，专职特使制度的发展，标志着中
国承担国际责任、积极主动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
的机会逐渐增多。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形式，中国的
特使外交正逐渐呈现出别样风采。

王世杰指出，中国的特使外交日益发展，顺应了
世界和平的需要，也符合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的愿望。中国正在为世界和平作出越来越大的
贡献。

（本版图片、文字均据新华社）

1955 年 4 月 18 日，周恩来总理在印度尼西
亚的万隆市召开的首届亚非会议上发言。

1971 年 11 月 15 日，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
的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第 26 届联大全体会议，
受到各国记者的“包围”。

2009 年 7 月 28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首都
华盛顿白宫会见正在华盛顿出席首轮中美战略与
经济对话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代表、国务
院副总理王岐山时，向王岐山赠送篮球。

1949 年年底，新中国领袖毛泽东首次出访的
目的地就是莫斯科。与他同时抵达的还有两车皮
礼物——— 一车江西蜜橘和一车山东大葱。

这是当时中苏特殊兄弟关系的生动写照，更
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外交格局的具体体
现。
“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

客”，是毛泽东为巩固新生政权、争取有利国际环
境而提出的三条方针，构成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
框架。新中国不仅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迅
速建交，还与埃及等民族独立国家，及瑞典、挪威

等资本主义国家建交。
从起步之时起，中国就主动提出自己对国际

关系的主张。1954 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时，
正式提出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
本准则。次年的亚非会议上，这一原则得到与会各
国广泛认可。

中国开始以崭新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1954
年，中国与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一道，参加了日
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参加政府间多边国际
外交会议。

1979 年 2 月，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新中国
领导人首次访美。当他在休斯敦的小镇竞技场欣
然接受一名女骑手送上来的一顶牛仔帽，并向观
众挥舞致意时，中国向世界亮出了自己的新形
象——— 开放、合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两个口号，一个是改

革，一个是开放。改革是对内而言，开放是说要和
国际接轨，对外开放。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前
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所长杨成绪大使回顾道。

中国外交以大国关系为突破口，先后同美国

和苏联建交或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在新的国际
形势下，中国在多边舞台广交“新朋友”，亚太经合
作组织、“上海 5 国”、亚欧会议、“入关”、中国-东
盟自贸区……一个个新鲜词汇不断跃入视野。中
国，以活跃的姿态展现自己的开放与合作。

香港和澳门的先后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在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大步伐；中
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力挽狂澜的表现，更让世界
看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车无辕不行，人无信则不立。”世纪之交，中

国正以“负责任大国”的崭新形象迈向新千年。

新世纪一开始，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
一幅更多中国元素、更广合作维度、更深互动与融
合的壮丽图景开始浮现，中国逐步成为国际体系
的重要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

中美关系从“竞争者”到“利益攸关方”，中日
从“破冰”、“融冰”、“迎春”、到“暖春”，中欧关系
“处在历史上最活跃、最富有成果的时期”，中俄战
略协作关系“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最长
陆地边界——— 中俄边界走向全部确定。

中国这个世界上邻国最多的东方大国真正实
现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与其 14 个邻邦中的
12 个签订边界协定或条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 2010 年将全面建成。中国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对非 8 项承
诺正在落实。

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融入世界。中

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化解危机，派出了中东、苏
丹、朝鲜半岛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特使，设置边
界与海洋事务司、领事保护中心，直接服务于国家
和人民的利益。经济外交、公共外交、民间交往等
领域外交的内涵不断延伸，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尝试着在国际体系转
型的过程中，提出具有深厚中国文化背景的理念、
观念和发展模式。2005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
锦涛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建设
和谐世界的理念。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而中国
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
长杨洁勉说：“和谐世界理念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和
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阐明
了中国对世界发展前途的构想和主张，为国际规
范的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

新中国初出茅庐“试啼声”

活跃姿态展现负责任大国风范

向世界输出“中国构想”、“中国主张”

中国外交特使

走遍世界
◆“新中国几代领导人

的外交决策顺应历史潮

流和民心民意，把握国

家核心利益的底线，坚

持长远的国家利益，使

中国总能抓住时机，创

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经

济建设服务，同时中国

的国际影响力也日益提

升。”

——— 外交学院国际

问题专家周启朋

◆老师们犯了大错。到

访亚洲的任何人都会意

识到，西方在金融和经

济方面已经名声扫地，

而中国正声名鹊起。

———《金融时报》评

价中国一年来应对金融

危机的表现

精彩语录

经典中国噪外交风云

经典中国噪外交之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