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形势下对邓小平
外交思想的继承、发展和思考

叶　自　成

　　【内容提要】　在我们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之时 ,不仅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

而且应当根据新的形势 ,对邓小平的外交思想采取三种不同的立场和方法 :一是邓小平外

交思想中仍然对今天的中国外交实践具有重大和基本指导意义的 ,我们必须坚持用它指导

我们的实践 ;二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中未能对一些新的形势进行分析和论述的 ,我们应当既

坚持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导 ,又根据实践的情况加以深化和发展 ;三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中

的某些论述的特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应当根据变化的情况进行新的思考 ,得出

新的结论。用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邓小平的外交思想遗产本身 ,是今天我们对这

位伟人一百周年诞辰的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

【关键词】　邓小平 ;邓小平外交思想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　叶自成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邮编 :100871)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 9550 (2004) 11 - 0008 - 07

　　邓小平是对当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的改革

者、政治家 ,也是伟大的外交战略家 ,具有大智慧的外

交家 ,他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 ,而且也

将对今后的中国外交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一　继承和坚持邓小平的
外交思想是主要任务

　　对任何伟人的遗产都有一个继承的问题 ,邓小平

外交思想中需要我们继承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虽然

今天的国际形势和他所在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许多

重大的变化 ,但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分析仍然适

用于观察今天的国际社会 ,尤其是他对国际形势的深

刻洞察力和对国际格局本质的理解 ,他分析和观察国

际形势的基本方法 ,是需要我们继续认真学习和深刻

领会的。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 :

(一)带有理想主义、乐观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外

交哲学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即实

事求是地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和决定问题的同时 ,把中

国外交的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峰。邓小平曾说

“我是实事求是派”,“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哲学、

理论、方法的概括。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

西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要把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

的精神贯彻到制定政策、实行政策的各个方面”。① 这

种现实主义的外交哲学表现为超越意识形态 ,以现实

主义精神与各种类型的国家打交道。不仅在处理与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 ,而且

在处理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时也同样不能受到“我们

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这种意识的影响。邓小平的外交

哲学是邓小平留给中国最珍贵、影响最久远的外交遗

产。实事求是不仅是邓小平关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根本的指导思想 ,也是邓小平外交哲学的

鲜明特色。根据时代变化的特点及时制定和修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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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以中国基本的国家利益作为处理

中国外交的出发点、把服务于中国经济建设这一中心

并为之创造良好的和平国际环境作为中国外交的主要

任务、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是邓小平外交哲学的基

本内容。在我们纪念邓小平这位时代伟人百年诞辰的

时刻 ,我们当然要牢记邓小平关于中国外交的许多精

辟论述 ,但最重要的还是发扬光大邓小平的外交哲学 ,

以这一哲学来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邓小平的外交哲

学是邓小平外交遗产的精髓 ,具有超越时代的恒远的

指导意义。

但中国这样一个对世界有很大影响的国家 ,又不

能只讲现实主义 ,只讲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 ,邓小平

的外交思想中也包括合理的理想主义的成分。邓小平

曾经宣布“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我们对外政

策还是两条 ,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维护

世界和平 ;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

序”。邓小平曾经多次指出 ,“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

搞侵略就反对谁”。① 这些都表明了中国维护世界和

平与稳定的原则立场 ,也反映了邓小平的现实主义外

交哲学的理想色彩。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大都是悲观

的。而邓小平现实主义外交哲学的特点是乐观主义精

神。邓小平的乐观主义来源于他几十年的革命经历 ,

来自于他对革命理想信念的执著的追求 ,尤其与他三

上三下的特殊经历有密切的联系。邓小平曾经对人们

说 ,为什么他能够保持健康 ,“许多客人问过我 ,我的回

答是四个字‘乐观主义’。天塌下来 ,不要紧 ,有人顶

着。我是三上三下的人 ,对什么问题都持乐观主义的

态度 ,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信

念 ,我是活不到今天的”。② 邓小平的现实主义外交哲

学在许多问题上都体现了他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在

战争与和平问题上 ,邓小平相信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

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世界大战一定可以避免 ;在中国

的发展问题上 ,邓小平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各

种困难 ,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中国一定能够成

为一个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大国 ;在国际秩序问题上 ,

邓小平认为“完全由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

去”,“集团政治、霸权政治已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超

级大国谁也不敢发动战争 ,谁搞霸权主义 ,最终都得收

缩回来。绝对优势也没有用 ,到头来还得搞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在新的国际形势下 ,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

地区霸权主义应该停止了 ,它们应该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来代替霸权政治”。③ 正像邓小平经常说的那样 ,

道路是曲折的 ,但前途是光明的。他相信世界的未来 ,

相信人类的未来。

(二)中国外交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一最根本

的国家利益

在新中国的领导人中 , 邓小平是极为明确地提出

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出发点的领导人。邓小平

在 1989 年 10 月 31 日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谈话中

指出 :“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 ,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

远的战略利益 ,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 ,而不去计较历

史的恩怨 ,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并且

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这样 ,什么

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

系 ,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们都是以自己的

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④

什么是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的国家利益 ? 中国的国

家利益是指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集中表

现 ,是人民群众最需要和最关心的利益的体现 ,中国的

国家和政府所做的一切 ,应当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

国家利益出发 ,就是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中国最高的国家利益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中国的发

展或中国的现代化。邓小平在 1978 年后多次指出 ,现

代化建设是中国的主要任务 ,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它

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第一天起 ,就必须专心致志地从事

现代化建设 ,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这不仅是指国内

不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而且也是指中国的外交要

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 ,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分散精力 ,四

处出击。用邓小平的话来说 ,就是现在要横下心来 ,除

了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外 ,都要一心一意搞建设 ,外交活

动的基本方向 ,是要为中国建设“四化”创造更好的外

交环境 ,提供更好的外部条件 ,开创新的外交格局。一

心一意搞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一切服务于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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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心 ,让中国发展起来 ,富强起来 ,发达起来 ,这就

是邓小平指出的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这是中国在一

个很长时期内必须始终放在第一位的中心任务 ,其他

的一切都要服务于它。邓小平还指出 ,各项工作 ,其中

当然也包括外交工作 ,都必须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 ,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 ,是

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 ,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

标准”。① 也可以说 ,在邓小平的思想中 ,现代化是中

国最大的、最根本的国家利益。

(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总战略不能动摇

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 ,有许多战略思想 ,“中国

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出发的”。② 邓小平曾

一度把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反对霸权主义、与第三世界

站在一起、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中国的

全球战略。

但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战略在所有邓小平的战略

思想中处于根本的地位 ,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对外总战

略和最根本的全球战略。邓小平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

正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

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③ 所以 ,和平与发

展构成了中国外交的总战略 ,它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

具有纲领性质 ,是总政策、基本政策 ,在中国当代的外

交战略体系中 ,它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将处于支配、制约

其他战略的地位 ;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是世界发展的总

趋势 ,决定了中国的外交走向 ,其他战略不论如何变

化 ,不能改变这一趋势。

关于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思想曾有过较大的争

论。我认为 ,尽管国际形势和邓小平时期相比有很大

变化 ,冷战后形成了美国一超与多强并立的格局 ,出现

了国际恐怖主义引发的巨大变化 ,地区热点、冲突和战

争不断 ,但坚持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趋势 ,仍然是

今后我们相当长一个时期应坚持的 ,是不能动摇的。

(四)坚持对外开放一百年不变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和近现代史时期

的历史经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和各国发展经验的基

础上 ,对社会主义的开放思想提出了许多新的论述。

邓小平指出 ,开放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在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

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

实行开放政策 ,那么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

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如果

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 ,那么到了后五十

年 ,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 ,更加相互依

赖 ,更不可分 ,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④ 中国 20 多

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表明 ,对外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发展

的一个强大的发动机 ,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

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深化了对外开放是世界发

展的规律的认识 ,深化和发展了对外开放的可能性的

认识 ,深化了对外开放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地位和作用

的认识 ,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

的组成部分 ,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

(五)“一国两制”战略思想是邓小平大智慧的体现

邓小平指出 ,“一国两制”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我国国内运用的表现。他在 1984 年指出 :“现在进

一步考虑 ,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

的某些问题 ,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

实践 ,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

中国的统一问题 ,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 ⋯⋯十亿人口

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 ,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

义 ,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 ? 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

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 ,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

政问题上 ,也是一个好办法。”⑤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用于解决中美两国在台

湾问题上的矛盾 ,符合中国人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

愿望 ,它不是大陆吃掉台湾 ,也不是台湾吃掉大陆 ,完

全是和平的、互利的 ,又与美国一再表明的希望两岸用

和平方式统一的愿望一致。邓小平指出 ,“我们并不想

‘屈人之兵’,我们绝不是要使台湾处于投降、屈服的地

位 ,我们提出的是对等谈判”,“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 ,

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 ? 谁也不好吞掉

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 ,只有用武力解决 ,这对各方都

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 ,一百年不统

一 ,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只有

实行‘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一国两制’的方式 ,你

不吃掉我 ,我不吃掉你 ,这不很好吗 ?”所以 ,“再没有比

‘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邓小平指出 ,“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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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制”思想用于台湾问题 ,当然也考虑了美国因素。

“在台湾问题上 ,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 ,这个我们

看准了。两三年来 ,我们一直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 ,批

评他把台湾当做他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美国应该是能够

接受的 ,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邓小平还指出 ,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 ,甚至可能发展成

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

办法 ,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 ,美国利益也不致受损

害。”①

“一国两制”构想的最大的特点 ,是同时考虑有关

各方的合理利益。邓小平指出 ,“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

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 ,解决香港问题

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 ,还要符合英国和香港的利益 ;

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 ,还要符合葡萄

牙和澳门的利益 ;而解决台湾问题 ,则既要符合大陆的

利益 ,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开

始就已经考虑到国际争端的解决。② 邓小平认为 ,“一

国两制”的方式不仅适用于与中国内部有关的问题 ,适

用于与中国有关的国家关系领域 ,而且也可以成为解

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新方法。因为“一国两制”的思想实

质 ,是高度现实主义的 ,是以争端双方的互利、双赢作

为结果的 ,没有失败者。这种新思维完全可以扩大到

国际关系中去 ,是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原则的新的表

现形式。邓小平指出 ,“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

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

得找出个办法来 ,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

问题的成功解决 ,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

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邓小平认为 ,如果香港的

“一国两制”取得成功 ,将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 ,

为各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一个范例。

在今天 ,即使在香港出现一些问题和“台独势力”

对“一国两制”构想形成重大挑战的情况下 ,也不能放

弃“一国两制”的基本思想。当然 ,“一国两制”只是作

为统一的一种和平方式提出来的 ,如果这一条路走不

通 ,也不能排除武力方式。邓小平早在 1974 年就提出

了两种方式 ,指出 ,台湾总是要回到祖国怀抱的 ,至于

用什么方式实现统一 ,我们当然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

解决 ,但如果和平方式不能解决怎么办 ? 恐怕只有非

和平方式 ,不能放弃非和平方式。至于什么时间 ,我们

没有时间表 ,还要看台湾。③“我们要力求通过和平方

式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统一 ,但是也不能排除在某

种情况下被迫使用武力。”④ 这些 ,对我们今天解决中

国的统一问题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二　在新形势下对邓小平
外交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第三代领导集体

在用邓小平的这些外交思想来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

时 ,也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发展 ,在实践中发展着邓小

平的外交思想。

(一)从独立自主到共同发展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提出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

这也是今天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原则。正如党的十六

大报告指出的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我们始终不

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⑤ 那么中国独

立自主政策始终不变的内容有哪些呢 ? 大体上可以包

括四个方面 :1. 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宗旨是为

了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是为了维

护世界和平 ,促进世界的发展 ;2. 对大国关系而言 ,中

国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问题上 ,决不屈服于

任何大国的压力 ,反对大国以任何形式对中国进行控

制和干涉 ;3. 对中小国家尤其是对周边国家而言 ,中国

采取不干涉这些国家内政的立场 ,中国永远不称霸 ,永

远不搞扩张 ,不对周边国家进行控制 ,不划分所谓中国

的势力范围 ,不对别的国家指手画脚 ;4. 对世界事务而

言 ,中国的立场是对于一切国际事务 ,我们都要从中国

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以是否有利于世界

的和平与稳定作为标准 ,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 ,决

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这些正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

交政策始终不变的内容。⑥ 但与此同时 ,中国新一代

领导集体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同时 ,又根据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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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 ,及时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 ,就是“共同发

展”。党的十六大报告国际部分三次提到“共同发展”,

并且在“共同”这一概念上用了许多笔墨。十六大报告

中多处提到了这一思想 ,比如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各国

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要与各国人民“共同努力”、

“共同维护”和“共同推进”和平与发展的事业 ,中国要

与各国“共同协商”世界事务 ,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繁

荣”,这是十六大报告国际部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汇。① 十六大报告不仅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而且也

是对近年来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进行了新的概括和

总结。共同发展是中国在新时期独立自主原则的一种

新的表现形式。它同时也生动地表明 ,中国的独立自

主外交政策 ,不仅是始终不变的 ,同时也是有血有肉

的 ,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 ,因而也是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的。

(二)从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到维护全

人类的共同利益

邓小平曾说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② 他创导的

对外开放的目的也是使中国成为世界中的中国 ,使中

国成为国际社会成员中的一个主要成员。既然国际社

会是一个整体 ,那当然会存在某种共同的利益。邓小

平的对外开放等思想实际上包含了这样的思想内容 ,

但邓小平在世时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第三代领导

集体根据冷战后全球化、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和中国通

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来融入世界的实践 ,提出了维护

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观念 ,把邓小平这一方面的思想推

进了一步。虽然人们可以强调国际社会的不同制度、

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差异和矛盾 ,但既然都是人类文

明 ,就必须包含某种共同的利益。尤其是在全球化的

环境下 ,在人类面临共同的生存环境、能源短缺、气候

变异、艾滋病和危害人类生命的流行疾病、毒品泛滥、

恐怖主义猖獗等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全人

类共同努力的 ,也是形成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所

以 ,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是对

邓小平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三)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观的发展

邓小平曾经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

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想 ,指出 :“国际关系新

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 , 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 , 不

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③ 中国第

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 ,不断丰富

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关于建立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的

思想 ,并提出了许多新的内容。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

出的 ,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观至少应当包括五

个主要方面 :第一 ,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家不论大

小、强弱、贫富 ,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 ,不仅有权自

主地决定本国事务 ,而且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国际事

务。第二 ,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各种文明在交

流中相互学习和借鉴 ,不断丰富和发展 ,将使世界更加

绚丽多彩 ,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第三 ,树立互信、互

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 ,武

力不能缔造和平 ,强权不能确保安全。只有增进互信、

平等协商、广泛合作 ,才能实现普遍而持久的安全。第

四 ,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在过去几十年里 ,人类社

会在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创造出巨大财富的同时 ,也

产生了贫富愈加悬殊、南北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等

突出问题。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 ,趋利避害 ,推动世

界经济朝着均衡、稳定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是各

国共同发展的需要 ,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要求。

第五 ,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联

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 ,没有任

何其他国际组织可以替代。《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

则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是处理当今国际事务应该

遵循的基本准则。应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 ,发挥联合

国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上的重要作用。④ 这些内容有

不少是邓小平没有涉及过的。这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

体在总结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合作的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提出的。

三　在新形势下对邓小平
外交思想的一些思考

　　邓小平是伟人 ,但不是圣人、不是完人。中国的外

交实践如何进行 ,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基础

上 ,也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新的思考。用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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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邓小平的外交思想遗产本身 ,根

据形势的新变化对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的一些内容进行

新的思考 ,就是今天我们对这位伟人的最好的纪念方

式之一。

(一)关于不结盟的思考

1984 年 5 月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

立自主的”,它是“真正的不结盟”。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后期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战略 ,在美苏冷战对峙的状

态下 ,给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更加灵活的政策提供

了更大的可能性 ,中国不与任何一个大国结盟 ,保持自

己的独立性 ,这“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增强了

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

平与稳定。但实际上 ,中国与朝鲜之间在 1962 年签订

的政治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今天在形式上依然是存在

的。更重要的是 ,今天应当根据新的国际形势来理解

邓小平的不结盟思想。十六大报告没有再用十五大报

告中“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 ,不搞军事集

团”① 的话来解释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也反映了

这种变化。中国近年来的外交实践已经远远超越了结

盟或不结盟的内容。决定中国实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

的惟一标准 ,应当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

是否有利于促进世界发展。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

组建的上海合作组织 ,它是一种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宗

教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治安全联盟 ;中国与东南亚国

家正在致力于建设东南亚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 ,它是

一种经济关税同盟 ,同时中国也与东南亚国家正在加

强传统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合作 ;中国在九一一事件

后与美国进行合作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中美两国

结成了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军事政治联盟 ,以至于布

什在江主席访问美国时 ,公开对新闻媒体说中国是美

国反恐的盟友。

(二)关于亚洲安全体系的思考

邓小平在 1975 年针对当时苏联鼓吹的“亚洲集体

安全体系”的建议指出 ,苏联搞欧安会最积极 ,目的是

分化欧洲 ,接着要加紧搞亚洲安全体系 ,“包围中国是

一个内容 ,但其主要用意还是两个 :一是同美国在太平

洋地区争夺霸权 ,一是分化亚洲国家 ,以达到逐步控制

的目的”。② 今天 ,亚洲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 ,苏联解体了 ,中国强大起来了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

关系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紧密关系。显然 ,今天亚洲的

情况与当年邓小平提出应反对亚洲安全体系的情况完

全不同。今天的中国不是反对建立亚洲安全体系 ,而

是要根据亚洲的情况 ,谨慎小心但也要积极地推进亚

洲安全体系的建立。但是 ,中国应如何推动亚洲安全

体系的建立 ,却是需要我们花大气力去研究的问题。

(三)关于多极化问题的思索

多极化思想是邓小平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今天

有许多关于多极化的讨论和争论。③ 我们在对世界格

局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的同时 ,一方面要记住邓小平

所说多极化是世界格局大趋势的思想 ,但同时也要继

续进行思考。邓小平虽然对多极化的发展抱有乐观的

信念 ,但他又清醒地指出 ,多极化进程在 20 世纪 90 年

代初才刚刚起步 ,这里边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是要进一

步研究的。首先 ,旧格局是不是已经结束 ,新格局是不

是已经形成 ? 其次 ,在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在多极格局

中起什么作用 ? 邓小平认为 ,俄罗斯肯定还会是一个

重要力量 ,在多极格局中会有它的一个席位 ,但和过去

的苏联相比 ,俄罗斯在多极格局中的作用与苏联在两

极格局中的作用将会有什么不同呢 ? 最后 ,多极格局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多极 ? 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 印

度、巴西、东盟等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和国家联盟在

多极格局中将会有什么作用 ? 处于多极格局中的这些

力量中心相互之间将会是什么关系 ? 已经处于多极格

局中的大国与那些不是极的大国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

多极化强调大国的作用 ,那么广大中小国家在未来格

局中又将起什么作用 ? 它们与大国之间又是一种什么

样的关系 ? 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关于“韬光养晦”的思考

许多人把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外交的一

个长期的战略指导思想。笔者认为这也是值得我们思

考的。邓小平当年提出“韬光养晦”的形势已经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今天 ,我们还面临着国际国内各种复杂

的问题和巨大的压力 ,但这与邓小平当年提出这些思

想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还是有重大的不同。今天的中

国 ,经历了苏联东欧剧变冲击带来的考验 ,打破了西方

对社会主义中国施加的重重压力和阻碍 ,开创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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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大好局面 ,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经济持续发

展、政局稳定的国家 ;虽然今天我们也还需要冷静观察

各种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 ,但并不需要总把“稳住阵

脚”挂在嘴边 ;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的中国

当然也需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但不

需要总给人一种“韬光养晦”的感觉 ;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表明了中国融入世界的坚强决心 ,我们应当自觉地

加大透明度 ,在世人面前更多地主动展现改革开放的

中国的形象 ,而不要总让那些对中国怀有友好情谊的

外国人也猜测和怀疑中国想做什么。今天 ,西方反华

力量仍然很有影响 ,所以中国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但就总体而言 ,今天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包括西方的

大多数国家 ,已经对在同一个国际社会中与改革开放

的社会主义中国交往有了更多的共识 ,中国也应当以

一个充满自信、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和正在成长中的世

界大国的姿态 ,以真诚、坦然、从容、开放、不卑不亢的

心态与各国打交道 ,这才是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世

界大国应有的外交心态。

(五)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的思考

毫无疑问 ,反对霸权主义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 ,但这里有一个如何反对霸权主义的问题 ,

有一个反对美国霸权和与美国在许多全球战略问题上

进行合作的问题 ,也有一个反对霸权主义与维护中国

国家利益的问题。

1982 年 8 月 ,邓小平曾把反霸权与维护世界和

平、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三个

基本政策。邓小平指出 ,中国对外政策是一贯的 ,有三

名话 ,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 ,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

和平 ,第三句话是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①

1989 年时邓小平又指出 ,“中国革命胜利后 ,一直奉行

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 ,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

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 ② 中国将“高举反对霸权主

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 ,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 ,

谁搞霸权就反对谁 ,谁搞战争就反对谁”。③ 人们经常

引用邓小平的这句话来说明中国的反霸权主义的对外

政策。但是 ,还应当看到 ,这并不是邓小平指出的反霸

思想的全部内容。

第一 ,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也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 ,

它并不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对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中国来说 ,反对霸权主义不能成为中国外交中

最根本的目标 ,这一最根本的目标只能是为中国的现

代化这一根本任务服务。反对霸权主义是为了创造中

国实现现代化的国际环境的一个手段 ,不能为了反对

霸权主义而牺牲和损害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大业。

第二 ,反对霸权主义具体到现在的国际事务中 ,主

要就是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但实际上中国在对美关

系上存在着两个方面 :一是坚决反对美国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反对美国对其他国家实

行的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干涉的政策 ,与美国做斗争 ;二

是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主要的资金、技术、人

才、信息 ,管理经验的主要来源和中国商品出口的一个

很重要的市场 ,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 ,对中国的现代化

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三 ,反对霸权主义也要讲策略 ,不是任何时候任

何场合都是谁搞霸权就反对谁。从原则上说 ,中国作

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 ,任何

国家搞霸权主义都是应当反对的 ;但如果几个国家都

搞霸权主义 ,我们是否都要同时反 ? 这也要讲策略 :应

当先反对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霸权主义 ,应当先反对

中国国家利益威胁最大的霸权主义 ,必要时也可以联

合一个霸权主义反对另一个霸权主义 (如冷战时联苏

反美或联美反苏) ;中国应当量力而行 ,反对霸权主义

不等于任何时候中国都要与实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国家

正面碰撞和冲突。

用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的外交哲学来思考新形势下

的中国外交 ,我们也可借用邓小平的语言表达一种思

维 ,这就是 :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 ,判断中国外交实

践的标准 ,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是否

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与稳定。

[收稿日期 :2004 - 08 - 20 ]

[修回日期 :2004 - 09 - 20 ]

[责任编辑 :谭秀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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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e Legacy ,Development ,and Reflections on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under the New Conditions

Ye Zicheng( 8)

When we commemorate the centenary of the birth of Deng Xiaoping ,we should not only hold high the banner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 but also adopt three basic positions and approaches toward Deng’s diplomatic thought under the new

conditions. First ,we should carry forward those ideas among Deng’s diplomatic thought ,which still bear great ,fundamental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our practice. Second ,since some new changes in the situation have not been analyzed or addressed by

Deng’s diplomatic thought ,we should deepen and develop Deng’s diplomatic though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Finally ,

some of Deng’s propositions which were put forward under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in the past now need to be revised and new

judgments need to be made based on the changed situations. This may be the best way to commemorate the centenary of the

birth of this great man ,that is ,to carry on the spir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o deal with the legacy of Deng’s diplomatic

thought .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Qu Xing( 15)

The basic judgment by Deng Xiaoping that our era is characterized by“peace and development”has made possible China’s

high2speed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wars ,turmoil ,and tensions confronting certain regions in the

world cannot be regarded as a substantive negation of peace , stability ,or relaxation of the world situation as a whole. The

principles of independence and anti2hegemonism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proposed by Deng are two important aspects of one

issue. But to oppose hegemonism does not mean to shout anti2hegemonism slogans or to label all our practices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he anti2hegemonism ,or even to enter into the alliances and engage in group politics. Rather , a more

important and more effective way to oppose hegemonism is to advocate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to pursue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strengthen global diversity ,and to promote the trend of multipolarization in the

world. Deng’s idea of“keeping a low profile and doing one’s job”is not a short2term tactic ,but a long2term strategy. If China

can adhere to this strategy ,she can handle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contradictions appropriately and successfully. But if China

abandons this strategy ,the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may be lost .

The Scientif ic Methodology in the Study of IR :Its Limits and Ideological Bias

Li Bin( 19)

The scientific methodology employed in the study of IR borrows from the methodology of modern economics ,which comes

from the research paradigms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aradigms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to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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