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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封锁与新中国反封锁斗争的过程

美国对华的敌对和封锁，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

承认，朝鲜战争期间的完全对峙，越南战争的持续敌对，再

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等阶段。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经历

短暂的摇摆后，美国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反共”，对新中国抱

以极深的敌意，尤其是 1950 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两国

直接在朝鲜半岛上兵戎相见，两国关系降至冰点，成了完全

敌对的状态。如果说此前美国对中国的敌意还有着苏联因素，

即美国担心中国成为苏联在亚洲扩张的工具，对中国的态度

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那么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则从遏制苏联

共产主义扩张，变成了直接遏制中国。美国开启了政治上不

承认、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对华全面敌

对政策。在政治上，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政权。1949 年初时

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曾表示，“不能同一个共产党政权打任何

交道”。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后，美国

的态度仍然强调“不要匆忙承认”。在外交上，美国积极拉拢

世界其他国家，如西欧国家、印度等，使其不要急于承认新

中国。此外，美国还将中国列入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管制名单，

1952 年还在其下专门设置了中国委员会，对中国的禁运比苏

联等国家更严格，从航运、资金、物资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

面封锁。

由于中国采取“一边倒”的战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坚

定地站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不仅获得了来自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其他物资的援助，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还实现了同部分欧洲国家关系正常化，打破了美国

的全面封锁。1960 年代末期，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受挫，特别

是越南战争的失败以及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而中国已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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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美国、苏联两个大国的敌对和封锁，其中有一段时间美苏的封锁还是叠加

的。但是中国凭借着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不断增强国家实力，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封锁，在实现了与大

国关系正常化的同时，也促进了自身政治地位和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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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打破封锁的过程和启示

为有核国家、恢复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使得

美国开始寻求与中国的和解。经过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最

终尼克松于 1972 年成功访华，中美先后发布三个联合公报，

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至此，美国对华封锁彻底被打破。

1970 年代以来，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带来的中国外交上

的突破，中国采取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对外政策，联合

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力量，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和

对外扩张。进入 1980 年代后期，苏联的扩张越来越力不从

心，加之美国实力的复苏，苏联继续与中国对抗已经没有意义，

中苏关系开始走向和解，直至苏联解体。

新中国打破封锁的主要原因

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看，中国打破美国、苏联的敌对和

封锁不是偶然的。主观方面，中国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方

向，没有因为美苏的威胁而放弃自己的发展道路，即使是意

识形态领域属于同一阵营的苏联，也没有改变中国的发展方

向，中国将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中国人民具有伟

大的和平精神和斗争精神，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开展国家建

设，使新中国一步步从弱小走向强大。中国的强大使得任何

国家都不能完全把中国推向对立面。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

道路，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客观方面，无论美国为首的西方

阵营，还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内部都不是铁板一块，

许多国家并没有唯美苏之命是从，而是从实际出发，发展与

中国的友好关系。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力量是占大多数的，中

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深得人心的。内外因素共同决定了

新中国最终在美苏强大的威胁下，打破封锁，走向世界。

一是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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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外交政策上就表现出独立自主的特点，即废除帝国主义

同旧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外交上不再受制于任

何国家。在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中国愿意同

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展现出独立自主大国的

姿态。1955 年万隆会议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很

好地利用了这次由印度等五国发起的没有美苏参加的国际会

议，将中国的外交理念清晰、全面地向全世界做了宣告。特

别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不仅获得了广泛认同，也使

中国展现了维护世界和平的良好大国形象，开创了新中国外

交事业的新局面，为中国日后与广大亚非拉国家建立友好关

系、提升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没有完全把意识形

态作为对外关系的决定因素，这对中国最终恢复联合国席位、

融入国际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虽然加入了社会主义

阵营，但并没有唯苏联马首是瞻。中国积极发展同广大亚非

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同时将自身也归为第三世界国家。

即使是在与美苏同时交恶的“两个拳头打人”时期，中国也

没有完全被世界孤立，中国外交开展得依然有声有色，赢得

了大量的支持。特别是随着“三个世界”理论和“一条线，

一大片”思想的提出，中国外交真正走向了全世界。

二是加强国家建设，增强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

美国的全方位封锁和威胁，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着

手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尤其是国防军事等重工业体系。

到 1957 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初步改变了

工业落后的面貌。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不仅为国家安全提

供了坚实可靠的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外部的依赖，

为中国打破封锁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国际社会进入“核

时代”的背景下，特别是苏联撤走专家、切断对中国的技术

援助的情况下，中国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成功制造“两弹一

星”，1964 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 年爆炸第一颗氢弹，

1970 年中国第一颗卫星发射升空……这些成就的取得，从事

实上奠定了中国有影响的大国地位。在朝鲜战争期间，麦克

阿瑟曾多次威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战后中国仍然面临美国

的核威胁。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所说，“如果 60 年代以来中

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

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三是不惧威胁，坚决捍卫国家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经历了美苏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方式、不同程

度的威胁，中国从来没有被这些威胁和恐吓吓倒。在赤裸裸

的威胁面前，中国采取了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措施。在美国

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中国毅然派兵开赴朝鲜半岛，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当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时，中国在北方边境

给予了越南坚定支持，直至美军撤出越南。在面对苏联核威

胁时，中国一方面在边境坚决捍卫主权，另一方面“深挖洞，

广积粮，不称霸”，为全面对抗做最坏的打算。中国对主权利

益的坚决捍卫，体现了大国的战略意志，更重要的是使对方

意识到，对中国的无理打压和威胁，只能换来中国强有力的

回击。在一次次的较量中，中国不仅抵御了美苏对中国的步

步紧逼，也积累了斗争经验，提升了大国地位。事实证明，

强硬的反击，并不一定会导致关系的持续恶化，让对方看到

中国的决心和实力，反而能够促使对方改变立场。中国的态

度和实际行动表明，任何对中国的敌对和威胁，都将付出代价，

都是得不偿失的。

四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

素。在冷战的环境中，打破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封锁，

最终走向国际舞台，中国靠的是自己的力量，但是中国并没

有单打独斗，把自己孤立于世界舞台之外。相反，中国审时

度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

打破了美苏封锁。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政治外交孤立，经

济科技封锁，军事遏制威慑，拒绝承认新中国，构筑反共反

华亚洲体系。苏联对华实施经济压力、科技封锁、政治外交

打压，构筑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和对华包围圈。冷战时期在与

美国的斗争中，新中国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交，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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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在朝鲜

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取得胜利。在与苏联的斗争中也利用了美

国因素，与美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形成新中国第二

次建交高潮。在美苏叠加的封锁中搞出了“两弹一星”，并且

推动了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在大三角关系中，中国以最

弱的国力赢得了外交的有利地位。

五是走和平发展、改革开放的道路。虽然中国以强硬的

姿态应对美苏的威胁，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是个好战的国家。

相反，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家形势中，审时度势，坚定地走

和平发展道路。既坚持原则，在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坚决斗争，

同时又抓住一切机会争取和平。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通过

努力，为中国建立大使级会谈铺平了道路，使得中美即使在

敌对状态下，仍然有沟通的渠道。新中国在成立初期打破美

苏封锁后，走上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道路，开创了现代

化建设的新阶段。

新中国封锁与反封锁斗争的启示

实力是打破封锁的关键，精神力量更重要。从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中站起来的新中国，深谙“落后就要挨打”的道

理。历史经验表明，无论任何时候，增强自身作为大国的实力，

都是战胜困难、实现突破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新中国成立之

初，我国就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向，20 世纪 60 年代，

中国成功制造“两弹一星”，不仅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更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有影响的大国。在任何时候，对有

实力的大国进行敌对封锁，都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正如尼

克松 1970 年对外政策报告中所说的，“如果没有（中国）这

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

秩序是不可设想的”。中国通过增强自身实力使得美苏都认识

到，任何企图以霸权威胁中国、迫使中国在核心利益问题上

进行妥协的做法，最终会走向失败，它只能激发中国人的斗志，

而中国的斗争精神一旦被激发，世界上就没有哪个国家能够

战胜中国。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封锁和反封锁是常态之

事，中国要打破封锁，独立自主是根本，改革开放是方向。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西方强国对此习

以为常。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中国的崛起，或面对中国的

崛起不能纳入自己的轨道，美国、苏联等超级大国就不能容忍，

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和围堵，企图封杀中国。中国的发展不

能固步自封，中国需要对外开放，与全世界互通有无，取长

补短，但是归根结底，中国的发展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中

国对外关系必须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只有坚持独立自主，

中国才能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事实证明，中国的独

立自主发展道路，使得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始终是站着的，

而不是佝偻着腰，更不是匍匐着走路。同时，改革开放使中

国由贫穷走向富裕。正是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使中国由弱

小走向强大，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要善于审时度势，敢于迎接挑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对中国的敌对和封锁受到了中国的坚决抵制和反对，中国也

先后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苏边境冲突中表现了捍卫自

身利益的坚定决心，但是往往危中有机，中国善于审时度势，

从来没有放弃任何打破封锁、促使关系正常化的机会。中国

不害怕任何无理的威胁和讹诈，因为害怕解决不了问题，反

而助长对手的嚣张气焰。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从

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过去“一穷二白”，都能打破封锁，现

在强大了，更有底气和信心，谁也封锁不了、封杀不了我们。

比如在贸易摩擦问题上，我们战略上主和为贵，不想打，不

愿打 ；战术上主“战”为国，不怕打，不怕付出代价。面对

某些人的盛气凌人、颐指气使，怯战也好，求饶也罢，不仅

是一厢情愿，而且无济于事。不考虑力量对比，动辄拔剑而

起不可取，要讲策略，要利用比较优势和结构优势，要敢于

迎接挑战，挺身而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先百分之百地

投入，然后才见分晓。中国人民是在封锁中长大的，不是被

吓大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二级教授、博导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

理学院博士生吴赛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中俄全

面合作研究”（项目编号 ：16ZDA04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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