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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会议与新中国外交 

余建华 

65年前的 4月 18日，万隆会议开幕。“和平相处、求同

存异”是万隆会议的精神，“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则是万隆

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鼓舞下，

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蓬勃高涨，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第

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逐

渐崛起。万隆会议召开前夕，亚非地区已出现 30个民族独立



国家，但殖民主义在亚非地区的统治远未结束，西方列强不

甘心将殖民利益拱手相让。因此，加强相互间团结合作，反

对新老殖民主义，捍卫民族独立，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

支援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既是亚非

独立国家的迫切愿望，也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根本宗旨。 

1955 年 4 月 18—24 日，亚非 29 国的 300 多位代表在

印度尼西亚秀丽的山城万隆成功举行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

隆会议），这是国际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 

万隆会议与中国外交的开拓 

万隆会议是亚非各国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

结晶。万隆会议的成功举行，离不开中国政府及以周恩来为

主要领导的代表团的关键作用与杰出贡献。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对世

界局势具有重大影响。中国虽然不是万隆会议的发起国，但

中国从会议酝酿阶段就积极响应、大力支持。 

赴会之前党中央认真制定了具体的与会方案，确定与会

总方针为“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

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

造条件”。为力求会议取得成功，党中央强调，中国代表团在

会议上应积极肯定和表达亚非国家和人民的要求和平、独立

和发展本国经济文化的共同愿望，而不应使会议陷入关于社



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争论。 

以周恩来为主要领导的中国代表团挫败了包括“克什米

尔公主号”爆炸案在内的敌对势力的阴谋，会议期间开展了

原则性与务实性相统一的富有成效的灵活外交，发表了重要

演说，提出“求同存异”，以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时代使

命确立亚非各国团结合作的共同基础，解开和平共处问题上

的争议，推动会议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基

础上达成包括万隆十项原则在内的最后协议。中国代表团在

会议期间以诚相待，广交朋友，消除了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偏

见、疑虑和误解，是新中国外交极其重要而关键的一步，随

后掀起与亚非国家广泛建交的高潮。 

万隆会议也是中国在亚非地区打开外交局面的历史里

程碑。万隆会议之前，除朝鲜、蒙古和越南三个社会主义国

家外，与新中国建交的亚洲民族主义国家是印度、印尼、缅

甸、巴基斯坦、阿富汗 5 国。而万隆会议之后到 1959 年短

短的 4年间，就有尼泊尔、柬埔寨、埃及、阿尔及利亚等 10

个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1960—1964年，又有加纳、老挝等

14个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共同合作相得

益彰，广大亚非民族国家获得独立主权，并通过南南合作显

著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整体影响，新中国也因此获得多数亚

非国家的外交承认，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并在 1971年 10



月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万隆精神的当代弘扬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复杂的

变化。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对峙已成历史，各国之

间相互联系和依存明显增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

时代潮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为时代赋予中国和亚非国

家的共同使命。 

虽然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但中国与

广大亚非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振兴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任

务，决定了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亚非各国同属于

一个相互依存、利益交融的命运共同体。资本、技术、信息、

人员跨国流动的全球化深化，已将世界变成瞬间万里、天涯

咫尺的“地球村”；各国相互依存、利益高度交融的状态，在

国与国之间构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利益纽带。 

当前，中国在坚持对外开放、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

的基础上，进一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同舟共济、

合作共赢，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

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

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 

如今的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积极帮助。这种理念明确地体现在我

国“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上。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合作，

成为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在互利共赢中，

寻找各方利益的共同交汇面，以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态度推

进地区与跨区域合作，在共同发展中获取助益，努力应对共

同挑战，同时也让我国发展惠及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

更为广泛的国际社会。 

建设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国际形势深刻变

化、各国利益多元交融的背景下，中国与时俱进的外交新理

念，也是对以求同存异、团结合作、和平发展为要旨的万隆

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对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

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合理化，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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