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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维护世界和平等基本原则，构成了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核

心内容，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对中国实力的正确估量，体现了毛泽东

国家安全利益至上的国家利益观。

新中国；外交三原则；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 

● 段春义

从新中国成立时的外交三原则看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思想家和诗

人，更是伟大的战略家。他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

设实践中，形成和提出了极为丰富和十分深刻的战

略思想，其中包含其完整的国际战略思想。面对世

界分为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现实，新中

国要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

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

交三原则，同时三原则建构起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

外交政策的原则框架，为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

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外交三原则的提出

（一）外交三原则提出的背景。新中国成立

时，世界已经处于二战结束后的雅尔塔体系，美苏

矛盾日益加剧，世界逐渐被划分为帝国主义和社会

主义两大阵营，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不可能另辟蹊径

选择中间道路。二战结束时美国政策是扶蒋反共，

而苏联一开始并不看好中共，然而毕竟中国和苏联

有着深远的意识形态联系，1946年以后国际形势出

现的急剧变化，美国步步紧逼的进攻态势、冷战的

出现并逐步升级，促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苏联

的远东战略以及对待中共和国民党的态度。1947年

底，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

指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

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

人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

成。”“反帝国主义阵营的一切力量，正在团结起

来，并正在向前发展。”报告最后宣布：“我们和

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打败

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

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

平的胜利。”[1]这种表述清晰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立场。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不断

取得胜利，斯大林派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

访问西柏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与米

高扬举行会谈。刘少奇秘密访苏，斯大林在会见刘

少奇时明确表示，苏联将承认和支持即将诞生的新

中国。

（二）外交三原则提出的过程。1949年初，根

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毛

泽东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

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

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新中国要在新的基础上经过

谈判同外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1949年1月，毛泽

东指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

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

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

交关系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

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最后，也是最

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

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

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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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2]1949

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不承

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

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

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

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

进入大城市的时候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我们

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

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3]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先把帝国主

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不给他们留下活动

余地，然后再考虑建交问题[4]。中国要在同他们建

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把帝国主义在中

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据《在巨人身边——师哲

回忆录》记载，毛泽东是这样思考的：我们这个国

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

太脏了。中共建政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

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

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

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

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随后在七届

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阐明了这一方针。他说：

“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

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

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

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

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

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

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5]

“一边倒”，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

在总结七届二中全会时指出：“中苏关系是密切的

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

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

点。”[6]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一边倒，

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

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

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

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

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

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

第三条道路的幻想。”[7]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宣言更是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

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

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

取世界的持久和平。”[8]当然我们要强调，“一边

倒”不是无原则听命于他国，而是在独立自主的前

提下，站在代表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与

“一边倒”共同构成了新中国的三大外交方针，我

们简称外交三原则。

二、三原则指导下的中国外交

（一）新中国外交的迅速展开。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发表公告：“本

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

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

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

系。”[9]10月2日，苏联就宣布与新中国建交，也

揭开了新中国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的序幕，

这也是“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实践。继苏联后，到

1950年1月，中国相继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

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

尼亚、民主德国、越南等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

交关系。[10]同时，新中国又与亚洲民族独立国家

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积极建交。甚至在1950

年初，北欧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挪威、丹麦、芬

兰、瑞典和瑞士先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在

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中国建

立外交关系，新中国都积极与之接洽，建立外交关

系。

新中国外交全面推进，但是从总体上讲，外交

关系第一位的是同社会主义国家建交，毛泽东充分

表达了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决心和诚意。如毛泽东

1949年10月16日在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的电

报中说：“这是以美国反动政府为首的帝国主义阵

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分裂德国并恢复德国

成为反动国家和战争基地的罪恶政策之决定性的失

败，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伟大胜

利。”[11]这充分表明了新中国支持苏联为首的世界

和平民主阵营，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鲜明

立场。毛泽东在1950年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闭幕

词中再次强调：“在国外，我们必须坚固地团结苏

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

对此不能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12]同社会主义国

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发展，成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初期外交的主要内容。

（二）反对帝国主义敌视新中国的活动。以美

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战

略，以反华为中心。新中国一成立，美国就企图全

方位地竭力孤立和遏制中国。美国在外交上发起了

一个“不承认”新中国的运动，美国曾向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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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等多国发出照会，要求它们同美国保持不承认新

中国的一致行动。1949年10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还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拒绝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起，美国进行侵朝战争，

支持法国扩大侵越战争以及企图军事占领台湾，从

军事上对中国大陆进行进逼和威胁。然而美帝的企

图全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朝鲜和印度支那人民

战胜和阻遏了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军事扩张和侵

略行径，鼓舞了世界反帝反殖的斗争。同时，美国

还极力阻碍新中国实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及其他国

际组织中的合法权利。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现

实，建国前《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

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

史观的破产》等一系列文章，充分揭示了美国对新

中国敌视的真面目，指出人民的新中国对帝国主义

不存在任何幻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只能站

在民主阵营中继续与帝国主义抗争。

三、三原则透出的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

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看，国际战略是一个主权

国家为了维护和实现其根本利益，根据对国际形势

的正确判断和对自身综合国力的客观估量制定一定

时期的对外谋略或对外总政策。从三原则指导下的

中国外交实践可以看出，三原则的核心是“一边

倒”，因此，“一边倒”也成为20世纪50年代毛泽

东最重要的国际战略思想，与60年代的“两个拳头

打人”、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构成了毛泽

东国际战略思想完整体系。我们从三原则及其指导

的外交实践总结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

以及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的科学性。

（一）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外交

三原则最重要的是制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

原则，并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不断发展丰富的基

石，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

1.独立自主。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核心是

独立自主，而独立自主原则在外交三原则中也准确

地表达出来。毛泽东一生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面

临新中国的诞生，独立自主更是作为根本原则得以

发扬。“另起炉灶”代表着新中国与国民党政府彻

底划清界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毛泽东在1949年6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筹备会上就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

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

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

干涉。”[13]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的庄严宣

言。独立自主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特点，“中

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不仅激励着中国人民，也

震撼着整个世界。1950年6月，当美国发动侵朝战争

和派遣第七舰队侵占我国台湾海峡时，毛泽东就向

全世界大张旗鼓地宣布：“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

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

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14]他严正指出，中国人

民将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随时准备打败美帝国主

义的任何挑衅。这是毛泽东捍卫独立自主的坚定立

场。

2.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毛泽东早在1945年中

共七大报告中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

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

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

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

并巩固邦交。”[15]1949年4月，他起草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进一

步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

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

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

上。”[16]在建国公告中更是明确表明愿意在平等、

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下同任何外国政

府建交。在此基础上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不

断完善，逐渐形成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

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

项原则，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3.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

义阵营定位为维护世界民主和平的进步阵营，新中

国更是表明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的立场，从此

确立了这一原则。毛泽东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词中说：“在国际上，我们必

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

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

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

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

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17]从新中国一诞生，毛泽东就表明了中国爱好和

平并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并在随后的外交实践中

始终坚持这一立场。毛泽东在1954年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上强调：“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

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

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

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8]所以，“一边

倒”的外交原则，实际上是中国爱好和平、维护世

界和平作出的选择。维护世界和平也成为毛泽东国

际战略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的科学性

1.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新中国成立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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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处于雅尔塔体系，国际社会分化为帝国主义阵

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毛泽东清醒地看到，新

中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不可能在中间生存，新

中国必须选择一方。“一边倒”政策的出台，是争

取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的无他选择。事实表明，帝国主义也不可能接纳一

个无产阶级领导的新中国，从对新中国的孤立、封

锁就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对于战争形势的判断客

观全面，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

的书面报告中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

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

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

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正

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

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

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19]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

断，成为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的基础。

2.对中国实力的客观估量。从国际关系的角度

来说，一个国家的出发点就是国家利益，而参与国

际社会的依据就是国家力量或称国家实力、综合国

力。国家实力一般包括经济力、政治力、军事力、

外交力、国防力、文化力、资源力等，而诸多力中

最基础的就是经济力。对于新中国的国家经济力毛

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

中，对中国的经济成分有比较全面和准确的估量，

他指出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工业

经济，但是“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

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20]毛

泽东承认新中国“一穷二白”的现实，由于新生政

权还不稳固，因此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成为新中

国最紧迫的任务。依据中国实力，不可能抗衡以美

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要想加快新中国的建设步

伐，必须争取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支持。对中国实力

的客观估量，成为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的依据。

3.安全利益至上的国家利益观。从国际关系学

理论看，国家利益又称国家权益，包括国家安全权

益、国家政治权益、国家经济发展权益和国际社会

中的平等互利权益。[21]而作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

国家利益必然以国家的安全权益为先。安全权益主

要是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人民生存和不受侵犯的

权益。毛泽东深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过一系

列战争获得独立，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维护和巩固

国家的安全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个无产

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必须与国民党

政府划清界限，“另起炉灶”。肃清遗留在中国的

帝国主义势力，是彻底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必经之

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也是出于国家安全利

益的考虑。为了新中国有安全和平的发展环境，面

对美苏的两极格局，中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更是从

安全利益出发。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和认识方法的局

限，毛泽东更多突出了安全利益至上的国际利益

观，在以后制定的对外政策更见这一点。因此毛泽

东制定国际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国家利益，尤其

是国家的安全利益。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国

内国际现实条件下，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没有安全

利益，其他权益都无从谈起。

四、结语

面对美苏两极的国际背景，面对新中国一穷二

白的现实，刚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中国共

产党要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是异常艰辛的。毛泽东

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对中国实力的正确估

量，毅然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

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外交三原则不断

指导着新中国未来的外交之路，确立了独立自主、

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维护和平等中国外交政策原

则，成为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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