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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

外交王作 (1949-1955)

第一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

20 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 20 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1949 年 10 月 1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1949 年 9 月 21 吕下午 3 时，中国人民政治协离会议在北平正式

举行，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 662 人，会议期间通过了《中国人员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

政治坊商会议组织法)>，其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着临

时宪法的作用。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

席。毛泽东主席任命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

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将北平市改称为北京市，

并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五星红旗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为

国歌。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举有建国庆典。毛泽

东主席在庆典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华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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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窗外交简史(1949-2008)

民共和国从此开始了它的辉煌历史。此后每年的这一天就定为国

庆节。

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庆典上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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婿，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中华人民共和嚣成立是 20 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对中

富和世界历史有极其深刻、长远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个伟大、古老的民族。吉距今五千年逐渐形成以来，一

直生活在亚糊东部、太平洋西岸广阔的土地上。自秦汉以降的两千多

年的封建史上，创造了多个封建文明高峰。秦汉商朝开创，继而在唐宋

元萌清一千多年的时间中，中国一直建立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

帝国。

但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封建社会的弊端起碍着民族进步，中华民族

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沉沦落后了。 1840 年之后，清朝末期进人半封建半

殖民地时期，中国成了西方列强肆虐的对象。 1911 年封建王朝被撞

翻，继之的中华民国只是个不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剥削阶级的虚弱政

权，未能领导国家强盛，反百使中国陷入自本帝国主义晏华、亡国灭粹

的空前民族危机之中。

在中华民族急亡之际， 1921 年中华民族的先进代表组织一一中国

共产党成立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先进最有战斗力的政党。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政治和武装斗争，以中自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人民

成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劳动人民当家挥主的国家，和以前几千

年时间成立的大大小小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国家住盾根本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街底改变了 1840 年之后半封建半殖员地时期

中国在世界上任人宰割的地位，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地位自主的国家，

中国的国际地位从此摄本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强有力

的国家，它要完成历史赋予的振兴中华的使命。这些根本区别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目中窟，所以世称"新中医"。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外交历史的薪篇章。在世界茄史上，

中国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文明唯一绵延

2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外交工作(l949~1955) 

持续的国家对人类文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自近代以降，由于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造成的中国一百多年题辱的历史中，世界上看

不到中国的贡献和作用，更谈不上有什么地位了。但是，新中E的成立

根本扭转了这一历史。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在

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世界的各方面都产生了

极其深刻、长远的影响，其中包括薪中国外交对世界的影自由。

新中国外交根本上改变了 1日中国的对外关系，开创了中国对外关

系的新纪元。从此，中国人民在主权独立、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自主地与

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开展双边和多边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重要

作用。五十多年来，新中昌外交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作用逐揭开增强，地

位越来越重要，己成为世界外交大国之一。

2. 中华人民共和嚣成立引领着世界政治潮琉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又引领着世界政

治潮流的变化。

它的直接政治作用是极大地椎动了亚非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

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强立的斗争。中国这个昔吕帝国主

义宰割的对象，能够主要依靠启己的力量，取得真正的民族强立和解

放，给亚非拉广大殖民地的人民以及与中国娃境梧岗、命运相同、敌人

相同、斗争任务梧同的民族和人民以亘大的鼓舞，增强了他们斗争的信

心，既指明了踵罢地半蕴民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方向，也揭示了民族

解放必胜的前景。

3. 中华人吴共和盟成立对冷战匮际格局的影响

纵论 20 世纪，新中国成立是继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科结

束之后又一标志性事件，对世界形势、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

影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首先沉重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尤其是当

时处于匮蜷状态的美匾。自鸦片战争以来的 109 年间，中国一直是帝

国主义在东方争夺的重点，是他们推销商品、掠夺原料和输出资本的重

要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半殖民地。中国革命的姓利结束了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奴役中国的历史，握毁了他们在亚非长期的侵略基地，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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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缩小了帝国主义世界市场和原科供应基地，加深

了帝盟主义的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衰弱。

中华人民共和匮的成立粉碎了美国妄图称霸中国、称霸东方的企

图，给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宪兵以猥狠的百击。中国革命的胜利

是美国在登上资本主义霸主地位后受到的第-次沉重在击，既抑制了

美国的扩张气焰，又鼓舞了世界人民反帝的决心和斗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得到极大的加

强，使社会主义阵营从东方到西方联成一体，并且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坚

强的东方前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维护世界和平有着巨大作

用，它使世界范围的拾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

爱好和平的人们、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大变化。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国际环境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人民反帝、反殖、推黯封建统治的胜

利成果。中国长期的自内革命斗争经历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她将有什么样的支持者、合作者，决定

了新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外交路线。

新中国成立时总的国际形势比较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是，德、意、日三个帝国主义垮台，英、法两大强国的力量严重酣弱，只有

美国高窟霸主地位，形单影只，不存在立即纠集组成国际反华联合阵线

的可能。对中国革命的国际武装干涉也不大可能。尤其是，当时美居

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丽亚洲只是铺师，这也决定了中国革命迅速在

科在国际上不会遇到很大阻力。

全世界无产阶级力量与和平力量方菌 z社会主义阵营正式形成，并

比较团结和巩固。西方工人阶级反战运动高涨，这使中国人民有了战

略依托和后援力量。从世界革命形势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极大

地削弱了世界疆民主义势力，使亚非拉广大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故意

识空前高涨，白族解放运动处于高潮的前夜，正在为民族独立解放运动

的大发展积蓄力量。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未来发展的形势比较好。

新中国外交面临的特殊复杂的问题是，中国人民赶走的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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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自主义，也是一个空前的超级帝

国主义国家。它对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极不甘心，图谋颠覆中华人民共

和国。这就决定了新中国必须面对世界头号强居的长期、尖锐、激烈的

侵略威胁。事实上也正是如i毡，美国先后在中国台湾、朝鲜、越南布置

了三条针对中国的战线，并采用种种手段威胁、遏止新中匾，企图给新

中国的生存造成重重困难。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盟主，苏联在战后初期需要休养生忌、消除战争

创伤，对新中国的支援更多的是政治上、道义上的。而广大亚非拉国家

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还未到来，何况其中很多国家都面临着帝国主义、

蕴民主义卷土重来的危险，还在进行着玻苦的民族解鼓斗争，对中国人

民的实际支援是有四难的。这种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人民必须有勇气

单强雷对美国的侵略威胁，依靠自己的力量经受生存考验。

三、世界各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态度

新中国建国裙期复杂的国际环境，使世界各国在如何对待新中国

主存在着三方面不同的态度:

(1)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人民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态度。社会

主义国家给予新中国迅速商坚定的政治、外交支持，在医际斗争中支援

新中国。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态度的还包括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北欧

几圈。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侵华历史，虽对新中国还不够了解，但愿

意和新中国发生正常的外交、贸易关系，实际上就是支持新生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

(2) 美国为蓄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一些反动政权，对新中国采取敌

视政策，制造反华包围圈。这些国家是新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对立面，是

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应予斗争的对象。

(3) 还有一部分国家由于美层的威胁和对新中国的不了解，在对

华关系上暂时采取观望态度 G 这是新中居外交多做工作、努力争取的

对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恙的国际影势虽

然较好，但围绕新中国的国际环境却是严峻的，特别是美国执行的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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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政策正在逐步发展。新中匿革命胜利后使美国更加

紧在远东的战略部署和对新中国的逼艳，使新中国承受着巨大的侵略

威胁。加上近代中国历史上一百余年来的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入

侵，战乱频频，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非常需要加速经济恢复，稳

定盟内秩序。建国之初的国内外形势决定了中国政府必须制定正确的

外交政策，以达到维护国家安全、争取和平、发展经济的吕的。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租国和平外交路线的确立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裙期最主要的外交任务和吕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任何一个国家成立之视相比，其最重要、最紧追

的任务是稳定、生存。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在冷战初期，处于帝国

主义阵营的敌对遏能之中，争取国家安全的任务成为重中之重。诚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所说的 z站稳脚跟。鉴于新

中国建国初期所匮!隘的国内丹形势，新中国当时最主要的外交任务和

目标是 z巩固新中国的政权基础，加强经济恢复工作，力争站稳脚跟。

在国内彻成肃清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同!S中国外交彻成决袭，并在一个

全新的基础上为建立新中国猩立、自主、平等的对外关系市努力。在国

际事务中，坚持团结社会主义国家，争取民族主义国家和各国民主力

量，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保卫世界和平丽斗争，

为国家经济的技复和发展争取一个较好的、手口平的发展环境。

新中国建国初期最主要的外交任务就是为维护理家安全而奋战。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体和平外交路线的确立

由于新中国成立时的具体情况，在第一届中华人员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人离政治协商会议起着全国最高立法机构

的作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 1949 年 9 丹 _30 日通过的

《中国人民政治楼离会议共商绢领X以下称《共同纲领抖起着临时宪法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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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居总体外交政策，<<共同纲领》是这样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强立、自主和领土主权的

完整，据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员阔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

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保障薪中国的强立、自主和领土完整，必须创

造一个和平环境，必须和世界各国人民加强友好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

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的主要外交政策

中华人民共租国成立伊始执行的主要外交政策有以下几项=

1. "另起炉灶"

新中国要建立独立、自主、平等的外交关系，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

如何对待18中国遗留的外交关系闰题。被中国人民推翻的国民党政权

是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朽政权，曾经把许多中国主校和

利益出卖给帝国主义和外国。对此，中共中央在建国前夕决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要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国民党政

府向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向各国另行建立新

的外交关系。对于住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捏他们当作普通侨畏

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这一政策改变了我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在

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这就是中共中央在建国前夕决定

执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三大基本政策之一的"另起炉灶"。

对j毡，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绢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切特权"(第 3

条)，"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第 55 条〉。

2. "扛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这主要涉及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同中国建交的问题、帝国主义想保

留在中国的特权的问题。

中共中央所定的三大基本政策之二就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这一政策的内容是 z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些在中国的特权，对于帝国主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