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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确立及其实践效应

万 才 新

【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多种因素合力作

用的结果，其中，美国长期顽固地坚持错误的对华政策，最终把新中国推向了与美国对抗的地位，而
苏联政府长期对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的支持，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中国的承认和对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力支持，使新中国成立之初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这一战略是新中

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最佳选择。“一边倒”外交战略是开放的、独立自主的，它的实施有力地保障

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为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大拓展了新中国的战

略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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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采取的第一个外交

战略，它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和判断而确立的，

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对新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

影响。文章 在 对 当 时 国 内 外 形 势 深 入 分 析 的 基 础

上，对“一 边 倒”外 交 战 略 的 实 践 效 应 进 行 了 客 观

评价。

一、“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一边倒”对外战略，是

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战略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随着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确立，世界各

国都必须在外交战略上做出自己的选择。

从理论上说，新生的中国至少可以选择三种外

交战略，即：对美国示好，与苏联疏远；在美苏之间保

持中立；同苏联结盟，联苏抗美。但在当时的国际形

势之下，新中国很难选择前两种战略。战后美国政

府实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可

能选择向美国示好。而如果选择在美苏之间保持中

立，非但不能改变美国的敌视态度，反而会失去苏联

的支持，最终导致新中国两面受敌而陷于外交上的

孤立。

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

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

间道路。在斯大林和乔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

路的想法是 很 不 明 智 的。”① 毛 泽 东 也 在《新 民 主 主

义论》中对中立方案进行了否定：“社会主义的苏联

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已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

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

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地球都要卷进

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

名词。”②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５日，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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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国主义的一切力量，正

在团结起来，并正在向前发展。欧洲九个国家的共

产党和工人党，业已组成了情报局，发表了号召全世

界人民起来 反 对 帝 国 主 义 奴 役 计 划 的 檄 文。”只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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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由 此 可 见，中 国 共 产 党 已 经 初 步

表明了革命胜利后的外交立场。

事实上，选择“一边倒”并非毛泽东的初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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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抗日战争还在进行时，中
国共产党曾经设想在美国和苏联两大国之间保持平

衡。１９４４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史坦因时就曾

谈到，要与美国和苏联都保持友谊关系，以便使中国

成为美国和 苏 联 两 大 国 之 间 的 一 座 桥 梁。④ 抗 日 战

争胜利后，中国内战一触即发，美国的对华政策明显

倒向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１９４６年４月

２０日仍致电周恩来，指示“不要准备对国美两方 面

同时弄僵。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内战与独裁方针，

力争和平与民主，为此目的，不怕与国民党弄僵。但

对美国除非他恢复赫尔利政策，公开全面地赞助国

民党实行内 战 与 独 裁，我 们 不 应 和 他 弄 僵”。⑤１９４６
年６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出十年军事援蒋法案，

公开支持蒋介石进行反共。援蒋法案的出台，使得

中共谋求与美国建交已无可能。内战爆发后，中共

与美国公开处于尖锐的对抗状态。新中国成立后，

美国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政治上，对新中

国采取遏制和孤立政策，拒绝承认并极力阻挠其他

国家承认新中国，顽固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

合法席位。经济上，对新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和禁

运。军事上，对新中国实行军事包围和武装威胁，并
挑起朝鲜战争，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正是由

于美国长期顽固地坚持错误的对华政策，最终把新

中国推向了与美国对抗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外交上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就

成为必然性的选择。

另一方面，苏联政府自成立以来，就积极支援中

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是中国革命的可

靠朋友。尽管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苏联对国共

两党实行“弹性政策”。但客观地说，苏联从未放弃

对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同情和支持，更没有

采取过敌视的态度。毛泽东也一直对苏联采取尊重

和友好的态度，并积极主动地寻求苏联对中国革命

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以及在政治立

场上主动亲苏的表现，使苏联的对华政策日益明朗

化，最终选择 了“联 共 弃 蒋”。１９４９年５月 底，苏 联

驻华大使罗申离开广州回到莫斯科，标志着苏联彻

底放弃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对于苏联采取的

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援助，毛
泽东曾列举说：“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

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和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

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

助中国反对 日 本 侵 略 者 的 国 家。”⑥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也是苏联第一个承认中国并互派大使的。可以说，
“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正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一贯友

好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

国际战略，绝非主观臆断，而是根据当时得国际格局

和中国的 历 史 和 现 状 做 出 的 重 大 决 策。毛 泽 东 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

外交政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指

出，中国政府愿意“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

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

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

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⑦ 至此，
“一边倒”外交战略在新中国外交方针中的法律地位

得以确定。

总的来说，在客观上，“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确立

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在主观上，对苏联在意识形态

上的高度认 同，也 是 促 使 新 中 国 选 择 向 苏 联“一 边

倒”的重要因素。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

会了马列主义即科学的社会革命论以后，中国人精

神上就由被动变为主动。”“主动地接受随十月革命

炮声而来的革命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共反对帝国主

义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认同。”⑧ 中国共产

党自建党以来一直在外交上采取与苏友好的立场，

在国际斗争中一直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

主义力量一边。因而，尽管当时中国革命的胜利并

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充分认可，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就其本质而言，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准备走社会

主义道路的国家，也不可能加入意识形态完全不同

的西方阵营。

二、“一边倒”是开放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

毛泽东 第 一 次 明 确 提 出“一 边 倒”的 思 想 是

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在《论 人 民 民 主 专 政》一 文 中，

他强调 指 出：“一 边 倒，是 孙 中 山 的 四 十 年 经 验 和

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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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后经政治 协 商 会 议 讨 论 通 过 并 写 进 了

具有临时宪法 作 用 的《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共

同纲领》，使 得 这 一 方 针 法 律 化。新 中 国 成 立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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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建交和《中 苏 友 好 同 盟 互 助 条 约》的 签 订，标

志着这一方针的具体实施。

从形式上看，“一边倒”是毛泽东构想的新的历

史背景下的国际统一战线模式。毛泽东在总结党的

经验时指出，在国内“结成国内统一战线，并由此发

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

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

的民族和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

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

民，结成国际 统 一 战 线”，⑩ 而 人 民 民 主 专 政 必 须 和

“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所

谓的“国际革命力量”就是指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

及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所谓

“联合国际革命力量”，就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

主义阵营一边。毛泽东构想的新的国际统一战线和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同，是排英美等帝国主义

国家于统一战线之外的，它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力

量的大 联 合，它 是“以 苏 联 为 首 的 反 帝 国 主 义 战

线”。瑏瑡“一边倒”所包含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是全方位

的，并没有局限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内。

中国在联苏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

立场，在 抵 抗 美 国 时，也 存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讲 和 的

一面。
“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不是封闭的、狭隘的，而是

开放的、灵活的。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在开国

大典上庄严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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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宣告确立了新中国外交政策

的基本原则。“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开放、灵活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

平的国家和人民，毛泽东认为，“我们应当巩固和发

展同它们的团结”，有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

和亚非国 家 两 种 力 量 的 团 结，“我 们 就 不 孤 立 了”。

为此，新中国在建国初期，十分注意与新兴的民族独

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的国家建立和发展

关系。二是毛泽东并没有拒绝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建立正常的 外 交 关 系 或 进 行 经 济 文 化 等 方 面 的 交

往，在经济活动中，要坚持“一要和平，二要通商”的

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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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在政治交 往 中，主 张 在 同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建 立

外交关系时，不承认其同国民党政府建立的旧外交

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

关系。
“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也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原

则的体现。所谓“一边倒”，并非“投靠”苏联，而是指

与苏联站在社会主义的同一阵线上，仍然坚持独立

自主的方针；承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

位，并非赋予苏联藉此发号施令、干涉中国内政的权

利，而是坚持主张两国之间关系平等；向苏联学习，

并非是说苏 联 可 以 对 中 国 的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颐 指 气

使，而是坚持中国在向苏联学习的同时，有权探索符

合自己国情、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接受苏

联的援助，也决非意味着中国要为此付出损害本国

主权和利益的代价。瑏瑣１９５６年１２月，针 对 有 人 怀 疑

“一边倒”战略对不对时，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特意

强调：“中 国 同 苏 联 靠 拢 在 一 起，这 个 方 针 是 正 确

的”，“我们一边倒是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

平等的。”瑏瑤 事实 上，即 使 是 在 中 苏 关 系 最 友 好 的 时

期，当苏联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危害我国的主权时，毛
泽东和党中央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

这也是后来中苏两党、两国发生严重矛盾乃至互助

同盟分裂的根本原因。

三、“一边倒”战略的实施及实践效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一边倒”的外交战

略正式启动实施。为了得到苏联和斯大林对新中国

的支持，解决中苏两国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增进社

会主义国家之 间 的 团 结，毛 泽 东 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６
日从北京乘专列出发访问苏联，这是毛泽东有生以

来第一次出国访问，目的“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

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

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瑏瑥 这次历史性访问总体

上是成功的，其 重 要 标 志 是，中 苏 双 方 于１９５０年２
月１４日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

约》，实现了中苏战略结盟，为新中国获得苏联的援

助确定了法律上的依据。苏联愿意在政治、经济、军
事等方面帮助新中国，并同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权，确
认了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解决了中苏之间许多

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次访问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苏

关系的全面发展开拓了广阔前景。
“一边倒”外 交 战 略 作 为 特 定 历 史 条 件 下 的 产

物，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但客观而言，是与

新中国的国情相适应的，产生了积极的实践效应，切
实地维护了建国初期中国的国家利益，具有重大的

历史意义。
（一）“一边倒”外交战略有力地保障了新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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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巩固了新生政权

作为一个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新政权当

时既面临着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又面

临着美国的威胁。“国民党依仗海空军力量，对大陆

沿海进行封锁和骚扰，威胁着这些地区的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美国的威胁同样是十分显然

的，西太平 洋 众 多 岛 屿 战 后 不 是 由 美 国 占 领 或‘托

管’，就是 处 于 美 国 的 势 力 范 围 之 中。不 管 美 国 的

‘防卫线’是从朝鲜半岛到台湾到菲律宾，还是从阿

留申群岛到冲绳到菲律宾，美国的这条新月形防线

针对着中国 是 没 有 疑 问 的。”瑏瑦 面 对 来 自 朝 鲜 半 岛、

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半岛三个方面的战争威胁，新

中国必须在国际上寻找强有力的支持。因此，《中苏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明确指出：“加强中华人民共和

国与苏维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之 间 的 友 好 与 合

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

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

侵略。”条约的第一条也明确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

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

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

及其他援助。”瑏瑧 正是由于这个条约的存在和中苏同

盟的强大威力，才使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尽管与中

国发生 了 直 接 的 军 事 对 抗，也 不 敢 轻 易 入 侵 中 国

本土。

由此可见，“一边倒”外交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安

全意义是十分巨大的，１９５６年９月毛泽东在接见阿

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非常坦率地说：“苏联给我

们的援助是非常大的。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

涉，而我国革 命 胜 利 的 时 候，帝 国 主 义 并 未 干 涉 我

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苏联存在，这对我们

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
不仅在台湾，而且要到大陆来。”“我们有了一个可靠

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

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

平”。瑏瑨

（二）“一边倒”外交战略为新中国争取了必要的

国际支持和援助，对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

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

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

线一方面 去 找。”瑏瑩 倒 向 以 苏 联 为 首 的 社 会 主 义 阵

营，对于迅速获得国际援助，使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

设得以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中国

成立以前，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并不太相信毛泽东

和中国共产党，他们甚至认为毛泽东是“假的马克思

主义者”，瑐瑠 中国共产党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随着

“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的确立，斯大林和苏共逐步消

除了对毛泽东和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误 解。新 中 国 成 立

后，苏联、东欧等社 会 主 义 国 家 采 取 了 向 中 国 提 供

贷款、派遣专家、提 供 大 量 技 术 资 料 以 及 培 养 一 大

批建设人才等 经 济 援 助 举 措，这 对 于“一 穷 二 白”

的新中国来说，无 疑 是 雪 中 送 炭，对 奠 定 中 国 国 民

经济的基础及后来 开 始 的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都

起了重 大 作 用。据 统 计，从１９５０年 至１９５７年６
月，苏联向中 国 提 供 技 术 资 料４３４３套，截 至１９５５
年１月１日，在华苏联专家、技术顾问共计１３００余

人。与此同时，我国 还 派 大 批 实 习 生、留 学 生 到 苏

联等国学习先进 技 术 和 管 理 经 验，仅１９５５年 就 派

留学生１８９０人。中苏 还 成 立 了 科 技 合 作 委 员 会，

定期 互 派 科 研 人 员，进 行 学 术 交 流 和 专 题 科 学

研究。瑐瑡

１９５６年８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坦言：“幻想

处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桥梁而有所得益，这种想法

是不适当的。大工厂我们还不会设计，现在谁替我

们设计的呢？例如化学、钢铁、炼油、坦克、汽车、飞

机等工厂，谁给我们设计的呢？没有一个帝国主义

国家替我们设计过。”瑐瑢 刘少奇也指出：“如果没有苏

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在解放后的中国建

立工业基础是不可想像的”。瑐瑣 正是由于“一边倒”政

策的实施，使我国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

家建立了良好的经贸往来关系。使我国能够迅速医

治战争创伤，促进经济的复苏，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

下，与法国、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等西方国家进行

了有益的贸易接触和尝试，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发展。
（三）实行“一边倒”的国际战略，大大拓展了新

中国的战略生存空间，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政府纠集一些国家，形成

了不承认新中国的阵线，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孤立、

封锁和包围中国。而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第

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由于苏联是当

时公认的世界第二强国，因此，苏联承认新中国并与

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已经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外交上迅速承认了新

中国，断绝与国民党集团的一切外交关系，而且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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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中国大量援助，真诚地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

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新中国友好往来，新中国

的外交局面 迅 速 打 开。截 至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已 有６
个亚洲国家和１２个欧洲国家不仅承认了新中国，而
且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掀起了第一次建交高

潮。中国鲜明地提出“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方针，加

入社会主义阵营，不仅使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
济上紧密合作，而且在地缘上也连成一大片，大大改

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

力量。在 国 际 舞 台 上，中 苏 两 国 互 相 支 持、互 相 配

合，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步调一致，尽可能用一个声音

说话，对反击美国的冷战攻势起了积极作用。在支

援朝鲜人民共和国和越南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中，

中苏两国也携手给予支持。此外，在对日和约的签

订问题、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的问题、发动世界

和平运动问题等一系列重要国际问题上，两国之间

也采取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和做法，在提出主张后互

相表示支持。这种密切合作的结果，加重了社会主

义阵营说话的分量，使“一边倒”具有了重要的国际

意义。

周恩来指出，中苏 条 约“不 仅 体 现 了 中 苏 两 个

国家七万 万 人 民 的 团 结，而 且 也 体 现 了 社 会 主 义

国家和新民主主 义 国 家 八 万 万 人 民 的 团 结。它 不

仅鼓舞了 殖 民 地 的 国 家 和 被 压 迫 的 民 族，同 时 也

鼓舞了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的 人 民。所 以，这 个 条 约 是

有其历史意义 的”，“帝 国 主 义 是 不 愿 意 看 见 也 不

愿意了解新世界 和 人 民 力 量 的，像 这 次 中 苏 缔 约，

都出乎他们的意 料。和 平 阵 营 的 行 动 击 中 了 帝 国

主义的要 害”。瑐瑤 这 是 新 中 国 对 无 产 阶 级 解 放 事 业

的一大贡 献，是 对 世 界 和 平 和 人 类 进 步 事 业 做 出

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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