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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的历史演变及

对中共外交政策的影响①

张智
（湘南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湖南 郴州４２３０００）

摘　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是指马、恩、列、斯、毛等革命领袖对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

和阶级使命的一种自我觉醒和政治诉求。国际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领导世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中发挥着巨大作

用，但也存在其历史局限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审时度势地制定了符合中国特点

的外交政策，这对改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改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生存处境，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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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际主义意识的演变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意识

第一，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是马恩国际主义意识形成的时代背景。１９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经济
取得了蓬勃发展，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

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反面性也愈益彰显：一方面是加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０２
作者简介：张智（１９７８－），女，湖南郴州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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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加剧了劳动人民的贫困；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力量，一

国的资产阶级不仅联合压迫本国的无产阶级，而且还与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兄弟联盟”共同压迫

各国无产阶级。诚如马克思所说：“一个国家里在资产阶级各个成员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

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本国的无产者；同样，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

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各国的无产者。”［１］３０８为了反抗资产阶级

形成的“兄弟联盟”，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国际联盟。

第二，国际联合是无产阶级相同处境和利益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说过，“机器生产使一切工人的生

活水平都平均化了，并且越来越平均；所有这些国家里的工人现在的共同利益，就是推翻压迫他们的阶

级———资产阶级。”［１］３１０由于大机器的广泛使用，无产阶级的地位不是升高了，而是下降了，他们的相同

处境和共同利益需求使得无产阶级的联合成为必然。马克思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的出现，“无产阶

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识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

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

在。”［１］８７因此，各国无产阶级要想求得生存和解放，就不仅要团结起来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而且“应当

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２］６９７，如果“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

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

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３］１４。为此，马克思提出了“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

不分民族的利益”［１］２５８和“工人没有祖国”［１］２９１的著名论断。

第三，马恩为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提供了基本策略。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怎样才能实现？马恩认

为，国际联合要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剥削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相

互支持、相互援助中实现。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只有坚持

国际主义，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为此，他们提出了无

产阶级联合的基本策略，“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但

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这一

思想表明，各国的共产党人应根据不同阶段的任务，团结和争取同盟者，建立国际联盟，以对抗资产阶级

的联盟，并呼吁，“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

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把实行国际主义作为各国无产阶级应尽的义务。

从马恩国际主义意识的形成及内容可以发现，他们把联合的行动预设为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

条件之一，因而其国际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和相互支援，其目标旨在推进无产阶级

革命运动和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二）列宁的国际主义意识

相较马恩而言，列宁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此时的世界民族已简化为

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汇合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

洪流。列宁的国际主义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无产阶级联盟成为必然。为了对抗资产阶级的联盟，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

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首先，他从阶级的观点分析了建立国际联合的必要性。他认为，“战争

的铁链已经把各个交战的国家，各个交战的资本家集团，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人们’，资本主义奴隶制的

奴隶主们连在一起了。”［４］１２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无产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打破资产阶级

联盟这个铁链，因而，“工人阶级的联合和团结已经不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工人政党

都大声宣布，全世界工人的利益和目的是完全共同一致的。它们在一起开代表大会，向各国资本家阶级

提出共同要求，给整个联合起来争取自身解放的无产阶级规定国际性的节日（５月１日），把各个民族和
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团结成一支工人大军。”［５］１３为此，他对国际主义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界定，“真正的

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毫无例外地支持（用宣

传、同情和物质来支持）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和这种路线。”［３］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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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又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

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

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６］２１９－２２０

第二，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建立无产阶级联盟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为了实现压迫民族的无产

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联合行动，列宁提出了以下基本准则：一是压迫民族的无产阶

级应当要求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政治分离，“否则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会始终是一句空话，被压迫民

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的信任和阶级团结都将无从谈起。”也就是说，压迫民族的工人阶级与

被压迫民族的工人阶级应当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殖民主义。二是“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必

须特别维护和实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与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充分的无条件的统一。否则……就不可能捍

卫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和它同其它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７］２５９。也就是说，被压迫民族的工人政党

必须把被压迫民族的工人与压迫民族的工人团结起来。三是把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的工人联合起来应

结合各国的具体实际。他指出，在奥地利、巴尔干，特别是俄国，怎样把“压迫民族的工人和被压迫民族

的工人的阶级斗争汇合起来”，是一个“特别困难而又特别重要的任务”。他以俄国为例，如果俄国无产

阶级不能解决本国内的民族压迫，让一切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有从俄罗斯分离的自由，它也就不能领

导人民进行胜利的民主革命，也就不能把革命推向下一个阶段，即“同欧洲的兄弟无产者一道为社会主

义革命而斗争”。

第三，创建了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为了同以“议会斗争”为主的第二国际划清界限，列宁

认为，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组织，“要创立一个国际的马

克思主义组织，就必须在各个国家里都准备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党将在我们的无产

阶级中间不懈地工作，并将通过我们日常的全部工作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国际的俄国支部。”［８］５４１－５４２在他

的影响下，１９１９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应运而生。正如列宁所说，这是一个“公开进行群众斗争的国际，
一个实现革命的国际，一个行动的国际”［９］５７；现在“国际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秩

序，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建立“国际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１０］９３。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

会的邀请函中，列宁深刻阐明了创建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因，“由于世界革命的迅速发展经常提出新的问

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已在‘国际联盟’这一伪善旗帜下勾结起来，反对世界革命，使世界革命有被扼杀

的危险；由于社会主义叛徒们的政党企图联合起来，并在相互‘大赦’之后，协助自己的政府和资产阶级

再度欺骗工人阶级；最后，由于从革命中取得了异常丰富的经验和整个革命运动的国际化，所以我们不

得不将召开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代表大会一事，首先提上日程上来。”在第二次代表大会

上，共产国际的性质与宗旨得到了彰显，“共产国际是领导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起义的党”“是无产阶级起

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际政党”［９］２２６；共产国际的组织形式也确定下来，成为“一个共同的战斗机构”，

并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永久协调和有系统的领导”，以使“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服从世界革命的

利益”［９］６。

列宁国际主义意识概而言之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成为时代之必然，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工人阶级建立联盟应遵循相应的准则，通过创建共产国际来实现国际联盟。

（三）毛泽东的国际主义意识

第一，对国际主义进行了界定。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形成统一战线共同对付侵略者，毛泽东在１９３８
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对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中国共产党人必

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

国反对侵略而战……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

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

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１１］５２０－５２１在他看

来，为了反抗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上是相通的。１９３９年，他在《纪念
白求恩》中对国际主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论述，“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已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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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

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

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

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

主义的国际主义。”［１１］６５９

第二，强调了建立国际联合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国际社会主义联合对中国革命

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

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

胜利的。”［１１］６５８中国革命胜利后，他在回顾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时谈到，国际联合对亚非拉广大被压迫、

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至关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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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１２］１４７２，“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

胜利是不可能的”［１２］１４７３－１４７４。关于国际援助的重要性，他在１９６４年《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帝国主义斗
争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

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

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第三，建国后毛泽东国际主义意识的转向。建国后，毛泽东的国际主义意识倾向于 “一边倒”。面

对建国初中国的百废待兴，他把争取苏联支援作为对外工作的重点，同时努力把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团结

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并积极践履国际主义义务，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其他社会主义国

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抗美援朝就是毛泽东国际主义精神的鲜明体现，到了６０年代，由于中苏两党两
国关系的恶化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毛泽东的国际主义视野从社会主义阵营转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民

族民主革命运动，并把支援这些国家的革命视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具体体现。他在会见印度国大党

主席尼赫鲁时这样说：“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

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并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的互访“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

我们的共同点”［１３］３６１－３６２。到了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毛泽东国际主义思想的革命色彩开始减退，逐渐
转向与现行世界秩序合作的路线。他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

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１４］１１９可见，毛泽东已不把政党

意识形态的差异作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前提。

二　国际主义意识的历史局限性分析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的具体内容虽然表征不同，但其主题是通过推进世界革

命来达成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这是一种针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革命策略和意识形态。在战争与革

命年代，这种国际主义意识因其有助于加强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和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有其历史合

理性，但从整个共运史的角度看，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

第一，国际主义在指导工人运动中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以三大国际为例，第一国际没有解决好反

无政府主义问题，没有解决好巴黎公社失败后如何坚持阵地、开展斗争和保持领导核心团结的问题。马

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分析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

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１５］１２１。第二国际时期没有解决好反修正主义问题，尤其是没有解决好帝国主

义战争和民族利益关系的问题。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的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导人，为了同本
国资产阶级实现“神圣同盟”，而放弃国际主义立场，诚如列宁所说，他们的行为是叛变，因而急需建立

一个新的国际。第三国际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教条主义，在政治路线上存在着急躁冒进（有时又退让

迁就），在组织上存在着集权主义、宗派主义和大党主义，这给许多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造成了重大损

失，如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左”的路线的干扰。

第二，共产国际带有很强的民族利已主义和大国主义倾向。列宁创建时的共产国际，“是为了把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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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７卷 张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的历史演变及对中共外交政策的影响

有下列目标的各国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共同行动：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苏维埃共和

国。”［１６］１６４这个新的国际把“国际”的利益绝对置于“民族”的利益之上，把“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服

从世界革命的共同利益”［１６］５作为基本准则。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着这种思想，并把这演化为民族

利己主义和大国主义：其一，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苏联予以无条件的支持；其二，社会主义苏联

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也应给予援助。这两方面的内容契合斯大林时代的国际形势，但

他对其进行了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理解和实践。斯大林对第一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如是界

定：谁决心“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

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

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１７］４７

在这里，斯大林把是否捍卫苏联作为判断是否国际主义的唯一标尺，表现出了一种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

义。斯大林对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这样说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合为一个共

同的任务，即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各国无产者的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

益完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１６］２５在这里，斯大林赋予了苏联无

产阶级支援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但在实践中却更多地把这项义务变成了推行大党大国主义的权

利，干涉了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解放运动，阻碍了民族运动的健康发展。

第三，国际主义意识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强化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

的生存和发展。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出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两大阵营对立的

情况下会强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进攻和围剿，从而不利于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谋求生存

和发展。从１８７１年普鲁士和法国这两个敌对国家联手绞杀巴黎公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相互搏杀
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在十月革命后联合围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从来就没有解

体过。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确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东方社会主义各国的政治高压、经济封

锁、军事恫吓和意识形态攻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苏联在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的

几十年间耗费了巨大国力，并最终在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攻略下走向失败。冷战结束后，中国等为数不多

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包围中，在此形势下再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再提革世界资

本主义的命，无异于为处于弱势地位且国际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招来祸害。因此，在东欧

剧变和苏联解体后，朝鲜、越南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相继在自己的党章和党的全国代表大

会上停止使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了。由此可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实力的此消彼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已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谋求

生存发展空间的障碍了。

第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

倡导和践履，在主观和客观上造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和隔膜。特别是

斯大林“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的提出，更是把社会主义国家捆绑在一起并使之游离于资本主义世界

体系之外。在此情形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于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掀起的第一波改革开放浪潮，因其缺乏
来自外部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体制、机制到资金、技术等各个层面的必要借鉴和支持而成效

甚微。改革开放的过程，既是一个融入国际社会、接受国际规则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先

进文明成果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再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与世界各国特别

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而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正是基于

此种考虑，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起，不再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使用“国际主
义”这个提法了，而《人民日报》从１９９０年开始，也几乎没有再专门发表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社论，
１９９２年的十四大党章则正式删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条文。

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际主义意识对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影响
第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集体，受国际主义思想的影响，建国初选择了“一边倒”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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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方针，倾向于同苏联及兄弟国家发展外交关系。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一边倒，是孙

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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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４７２－１４７３新中国成立后，这个“一边倒”就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诚如毛泽东所说，

“一边倒”能“使我们在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中不至于处于孤立地

位”，并且“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为

此，他把１９５０年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看成是“使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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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世界和平”［１８］１３１。并提

出，“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所有兄弟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１９］４４这里

的基本利益，不仅包括国家安全利益、政治利益，也包括经济利益。建国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巩

固，他在外交政策上有了变化，即把党和国家的切身利益作为外交关系的着眼点。在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
国人大会议上，他把党的主要任务定位为，“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

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１２］３５０；在１９５６年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又说：“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１３］８８

第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重大的调整。邓小平着力调整和

重新制定了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并在推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国际主义主张：不结盟

的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对话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

１９７３年刚复出后不久，他就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反思过去的对外政策及时指出：“国际形势变化很
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２０］４０他还指出，我国

的外交政策应改变过去那种过分凸显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外交，转而开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全

方位外交，并把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利益的优先位置，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判问题和处

理问题”［２１］３３０。他同时强调，应改变过去那种过分强调“中心”“大家庭”的做法，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没有中心”“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２１］１９１的新外交策略，这使得我国的外交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树立新的安全观、发展伙伴外交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

点。江泽民提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２２］２４４他改变了过去那种

强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尖锐对立的做法，这向世界

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表达和传递出一种改善和密切国家关系的良好愿望。他明确提出两种制度“应长

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２３］２９８，主张把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优劣、胜负

交由历史和实践去作最终判决。同时，他又强调，“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继承和

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和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新的实际进

行新的创新，才能顺利建设成功”［２４］２０５，也就是承认了资本主义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对于社会主义的积

极意义。可以说，江泽民在外交策略上的改变标志着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对外部

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重新审视和认识，这是跨越传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个显著标志。

第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集体，提出“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

世界和平”［２５］８７５，倡导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新安全观。这一新的外交政策，突

破了过去那种只注重于无产阶级阶级利益和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历史狭隘性，提出了“要倡导人类命

运共同体意识”［２６］４７，并把“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

一［２６］３６。他还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想，并极力主张要发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合组织等国际

组织和地区组织的积极作用，推动全球问题的解决。在利益上，他坚持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

同利益结合起来，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

战”［２５］４８。在国与国的关系上，他不再局限于过去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异同作为判断亲疏好坏和决

定是否交往的标准，主张“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２５］４７，坚持以是否有利于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事业作为国际行为的主要准则。

第五，新形势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把外交政策放在中国总体外交架构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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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进一步成熟。他的外交策略主要体现为既运筹好与大国的关系，如俄国

斯、美国等，又要与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

路”等等。在对外关系中，他强调要着眼于公平和共赢，公平就是要对小国给予照顾，共赢就是要提倡

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规范：追求秩序和治理的平衡、平等和公平的平衡、反霸和共赢的平衡。习近平的

这些新型外交策略为中国从融入国际体系转向塑造国际体系打下了基础，也为实现“中国梦”创造了有

利的国际环境。因为，“中国梦”的实现不但是要追求本国利益，同时也要兼顾他国利益，把本国人民利

益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外交政策上的改变，无不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际主义意识对中共外

交政策的影响。“当国际上公认的规范和价值变化时，它们就引起体系层面上的国家利益和行为的相

应转变。”［２７］３中国共产党由于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并及时提出相应的外交政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共产

党的政党形象，也极大地改善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生存处境，同时对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

经济新秩序、促进和维护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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