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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霸权主义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需要国

际的支持。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毛泽

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新中

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阐述了新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

策的基本立场，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自己来处理，任

何国家都不得干涉，确立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

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提出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

成立后，我们依据这一方针，同苏联和欧亚人民民主国家以

及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4

年4月，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了关于讨

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此前的l953年12

月，周恩来在会见来北京参加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

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

，周恩来分别和印度总理、缅甸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

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并倡

导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是我们党和国家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产

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三个世界”划分思想 “三个

世界”的思想是毛泽东在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的过程中提出来



的。早在1946年8月，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中，毛泽东就提出“中间地带”的思想，认为在美国和苏联

之问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许多资本

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依

据这一思想制定了自己的外交战略：为了对付美帝国主义及

其走狗，不仅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

还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

至包括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1957年，毛泽东分析了当时

世界的格局，指出除了社会主义力量外，还存在三种力量，

即：坚持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美国力量；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力量；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后来毛

泽东把这后两种力量分别称之为第二中间地带和第一中间地

带)。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在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过程

中，同一大批亚非拉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4

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

界划分的思想：美苏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

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是第

三世界。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会议上，第一次正

式向世界阐明了这一崭新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划分，超越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突出了美苏超级大国和全

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矛盾；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要

联合第二世界的力量以及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 “三个

世界”划分的思想，使我国能够根据不同国家在国际中的不

同地位和作用来制定和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

和战争威胁，努力发展同第三世界以及同其他友好国家的合

作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



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对于打

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

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们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3．反对霸权主义 “二战”以后，美苏开始冷战，霸权

主义抬头。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

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世界

和平、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特别是苏联为

了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时，中国坚决反

对美苏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同它们展开了斗

争。在1972年中美联合发表的上海公报中，中国就明确表示

了反对霸权主义的观点。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共和

国总统卡翁达时，又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思想。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后来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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