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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

何　　理

　 〔摘要〕 20世纪 70年代 , 中国在外交上受到来自美 、 苏的双重压力。 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 ,

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 , 它标志着中国外交已从过度强调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义

务转到强调国家安全及和平发展为第一需要 , 这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战略和指导原则的根本性转变。三

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在于 , 理论思维模式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在一定

程度上忽略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基本趋势 , 过度夸大世界战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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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Zedong' sTheoryontheDivisionofThreeWorldsandAdjustments

totheChineseDiplomaticStrategyin1970s

HeLi
Abstract:ChinawassubjecttodualdiplomaticpressurefromtheUSandtheSovietUniondiplomaticallyinthe

1970s.InviewofthedevelopmentintheinternalandinternationalsituationMaoZedongpostulatedthedivisionof

threeworlds, whichmarkedaswitchoftheChinesediplomacyfromoveremphasisontheobligationof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andworldrevolutiontostressonnationalsecurityandpeacefuldevelopmentasthetoppriority.

ThiswasafundamentalchangeintheCPC' scardinalguidingdiplomaticprinciples.Thehistoricallimitationsofthe

divisionofthreeworldswerethatthistheorywasanemulationofthestrategyoftherevolutionaryunitedfrontduring

therevolutionarycivilwarsandthat, tosomeextent, itoverlookedthebasicworldtrendofpeacefuldevelopment

andexaggeratedthedangerofaworldwar.

　　20世纪 70年代中国国内形势及国际环境都

发生了很大变化 。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后 , “文

化大革命 ” 的极左路线受到重创和根本性的质

疑 。周恩来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已经开始在

实际工作中纠正 “文化大革命 ” 的错误 , 并同

“四人帮 ” 进行斗争。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

人毛泽东 , 虽然不能放弃 “文化大革命 ” 的方

针路线 , 但是对社会的长期动乱也是感到厌恶

的 。在国际方面 , 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 , 中国

在外交上受到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双重压力 。毛

泽东在寻求结束国内动乱 , 走出 “文化大革命 ”

困境的同时 ,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三个

世界划分的理论。作为在新的国际环境中调整

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的重要依据 , 它奠定

了中国进行国际关系调整和开辟新的外交格局

的初步基础 。

一 、 从中间地带理论到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后 , 中国公告世界 , 实行和

平外交政策 。 20世纪 50年代中国外交的基本指

导方针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统一 , 反

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反华政策和侵略

战争政策;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

立中 , 中国实行 “一边倒 ”, 与以苏联为首的社

会主义国家结盟;坚持和平共处原则 , 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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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社会主义的国家关系;支持世界各国人民争

取独立和解放的民族革命运动 , 维护世界持久

和平。

中间地带理论提出的国际背景是存在以美

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

义阵营 , 其主旨在于强调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

矛盾和分裂。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不是

铁板一块 , 革命人民可以利用这种矛盾 , 反对

和孤立最主要的敌人 。 (1)美国世界性侵略政

策和战争政策必然进一步激化与全世界不同地

域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 , 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

对 。 (2)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 进

一步增加美国发动世界反苏反人民侵略战争的

困难 , 世界民主和平力量有可能制止侵略战争 ,

争取和平局面。 (3)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和

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是国际无产阶级和社

会主义阵营强大的同盟军 。

中间地带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

观察分析国际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出发点 。

1946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

朗谈话时提出 , 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

殖民地 、 半殖民地国家构成了一个中间地带 。

针对当时国际上一部分人鼓吹的反苏战争舆论 ,

毛泽东指出 , 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反苏集团 , 直

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 , 所放的烟幕 。这些

矛盾 , 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 ,

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

地 、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 。“美国反苏战争

的口号 , 在目前的实际意义 , 是压迫美国人民

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他的侵略势力。” “美国

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 , 这里有欧 、

亚 、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 、半

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

之前 , 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①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形成了他对战后国际形

势的基本观察 , 成为他指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

处理中美关系 , 分析世界和平及战争问题的基

本出发点。 50年代中期 , 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和

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印度支那形势一度和缓 ,

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大力发展和改善

与亚洲邻国及其他各国的关系 , 国际外交环境

有了较大改善。此时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理论

又有了进一步的阐述。在两大阵营对立 , 美国

加紧反共 , 推行其全球战略的形势下 , 毛泽东

指出 , 美国反共另有其真实目的 , 首先是占据

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带。 “目前美国在广

大的中间地带 , 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 ,

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多万人都钉在这些基地

上 , 动都动弹不得。这不像是个打仗的架式 。

美国实行着实力政策 , 如果真的打起来 , 首先

中间地带就完了 。”② 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

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 , 欺负它们 , 控制它们

的经济 , 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在这

些广大中间地带的人民中 , 亚非两大陆就有 14

个亿 , 还有欧洲的人民 , 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

略的同盟者 。

战后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逐步形成为一支

联合的独立的国际政治力量。 1956年苏伊士运

河事件 , 反映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战后国

际矛盾发展的重要特点。这年 7月 , 埃及总统

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 , 遭到美英法等国

家的激烈反对。美英法提出对运河实行国际管

理 , 但被埃及拒绝。英法对埃及发动了侵略战

争 。埃及受到阿拉伯各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

持 。苏联发表强硬声明 , 对英法等国发出战争

警告。美国公开反对英法对埃及动武 , 主张国

际共管 , 企图火中取栗 , 借机把英法从中东赶

出去 , 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中东一时成为世

界矛盾和国际势力纷争的焦点 。毛泽东分析了

当时世界明显存在的两类矛盾 , 三种力量 。两

类矛盾 , 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

盾 , 即美国同英国 、 法国之间的矛盾 , 一类是

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 。三种力量 ,

一是美国 , 二是英 、法 , 三是被压迫民族 。

大批民族独立国家不断出现及其在国际舞

台上团结和崛起。 1955年亚非国家万隆会议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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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以及 1961年的不结盟运动和以 “77国集团 ”

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的形成 ,

都表明了在苏美两极对立的世界体系之外出现

了不依附任何一方的第三种力量 。 1958年 , 毛

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修正了他在 《新民主主义论 》

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 世界不可能再

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那样国家的观点 , 认为

新出现的国家 “既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 也不是

社会主义国家 , 而是民族主义国家 ”。 “这些国

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 , 也不站在社会主

义的一边 , 而站在中立的立场 , 不参加双方的

集团 , 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 ”。① 这

“第三种立场 ” 是可以长期维持的 , 这种立场有

利于和平事业 , 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和战争政策。民族解放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同盟军 , 他们的存在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

阵营和世界和平有利的。毛泽东更加明确地认

为 , 中间地带和中间势力的兴起和发展 , 将是

左右世界局势 、 与苏美两强斗争的重要力量。

60年代毛泽东用 “大动荡 、 大分化 、 大改

组 ” 概括了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

和总的特点 。在西方阵营 , 法国 、 日本 、加拿

大等国与美国的矛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 以戴

高乐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同美国闹独立 。亚

洲 、非洲 、 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 , 是

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重要力量 , 是当代

世界革命风暴的源泉。为此 , 毛泽东将中间地

带作了进一步的划分 , 提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

质各不相同 , 实际存在两个中间地带 , “亚洲 、

非洲 、 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 、北

美加拿大 、 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 。日本也

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 。”② 欧洲各国 , 英 、 法 、

比 、荷等有殖民地 , 压迫殖民地 、 半殖民地人

民 , 有的本身就是帝国主义 , 但是他们与美国

有矛盾 , 是革命人民可以利用的。从而 , 毛泽

东提出了更加完备的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的国际革命统一战线理论 。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民族独立国家的重要历

史作用 , 认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 、 殖民主义和

现代修正主义的重要力量 。在外交上中国独树

一帜 , 一面大力支持亚非拉各国反对美帝国主

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 , 一面反对和抵

制苏联修正主义对世界革命人民和民族解放运

动的毒害。中国努力实践自己的革命外交路线 ,

积极发展与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 反

对美国和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和霸权争夺 。

60年代 , 中国克服巨大的困难进行抗美援越 ,

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 抵抗美国的霸权扩张 ,

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对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国家

的外交活动 。

1963年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先后访问印度

尼西亚 、缅甸 、柬埔寨和越南 、 朝鲜 , 加强了

中国同亚洲邻邦的友好合作关系 。 1963年 12月

至 1964年 2月 , 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出访埃

及 、阿尔及利亚 、 摩洛哥 、 突尼斯 、 加纳 、 马

里 、几内亚 、苏丹 、 埃塞俄比亚 、 索马里等非

洲 10国 , 宣布中国与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

互关系的五项原则:中国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

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 争取和

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 支持这些国家实行和平

中立的不结盟政策 , 支持它们用自己选择的方

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 , 通过和平协商解决

彼此之间的争端 , 主张这些国家的主权应当得

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 , 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

侵犯和干涉 。这些原则受到被访国的积极支持 。

周恩来同各国领导人就反对帝国主义 、殖民主

义 、种族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 , 保卫世界和

平 , 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 , 促进中国同亚非国

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 , 交换了意见 , 取得

了广泛的一致。以上外交活动同时具有反对苏

联修正主义抵制苏联在亚非拉地区的扩张和影

响的意义。

二 、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七十年代

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70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毛泽

东在考量国际形势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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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划分理论 。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

固然反映了战后 30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 , 同时

也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果 。

中苏关系的破裂 , 使牢不可破的战略同盟

演变成了威胁国家安全的敌人;中国与其他大

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恶化 , 以往建立在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

兄弟关系 , 被赤裸裸的军事对抗和霸权主义取

代了。中国的主要敌人从一个变成两个 , 即苏

联和美国。中国不得不实行南反美帝 , 北抗苏

修的策略 , 陷入了在两条战线作战和用 “两个

拳头打人 ” 的被动境地。在这种形势下 , 中国

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支持越南和印度支那各国反

对美国的侵略战争以及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扩张

渗透 , 同时在全国进行战备动员 , 准备抵抗苏

联从北方的入侵 。

这种外交战略并不符合毛泽东一贯的战略

思想 , 如集中主要力量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

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主要敌人;不要四面出击 ,

不能两个拳头打人等等。而且新的国际战略态

势打破了中国原有的外交格局和战略思维模式 ,

在国际问题上 , 中国必须跳出以往关于社会主

义与帝国主义 、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无产

阶级 “世界革命 ” 等等理论观念为主导的思维

模式 , 以国家安全 、 国家利益为第一要务 , 坚

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 在国际上寻找更

多的同盟者 , 实现根本的政策调整和战略转移 。

由于中苏分裂和彼此的兵戎相见 , 社会主

义阵营实际已不复存在 , 原有的国际主义已经

失去了现实的依存的基础。而且 , 中苏关系破

裂后 , 毛泽东从长远的战略考虑 , 不无担心的

是苏美联合整中国 , 因此从一开始就对于赫鲁

晓夫鼓吹的国际 “缓和 ”, “苏美合作 ” 保持着

高度的警惕 。 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

突后 , 毛泽东号召全国军民 “准备打仗 ”, 进入

全民战备 , 从军事上准备应对苏联的战争突袭 ,

并寻求组成新的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国际

统一战线。在 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 , 根据毛泽

东的提议 , 周恩来指示陈毅 、叶剑英 、 徐向前 、

聂荣臻四位老帅 , 由陈毅牵头研究国际问题 ,

为中央决策提供咨询。在分析当时国际形势的

前提下 , 四位老帅认为 , 在中 、美 、 苏 “大三

角 ” 关系中 , 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 , 苏美矛

盾大于中苏矛盾;针对中国的战争目前还不会

轻易发生;在目前苏美两国都急于打 “中国牌 ”

的情况下 , 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应当肯定 ,

这是中国比较早关于中 、 美 、 苏矛盾关系的战

略思考 。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垮台及其政

治上的被清算 , “文化大革命 ” 的狂热势头有所

遏制。毛泽东明确批评和纠正在外交活动中的

强加于人 、 以我为中心等错误做法。在周恩来

的具体领导下 , 中国外交工作有了某些转变。

美国长期陷入越南战争 , 使其在战略上处

于极大的被动。 1968年尼克松上台后企图转变

这种局面 , 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 并与苏联进行

战略武器谈判。美国出于多种战略考量 , 对苏

联企图以 “核打击 ” 手段摧毁中国核设施表示

了不同态度 , 并多次以不同方式表达希望改变

中美关系现状的意向 。

1969年 7月 , 尼克松在关岛提出美国收缩

战线及 “新亚洲政策 ”, 即所谓 “尼克松主

义 ”。同时美国宣布逐步放宽在对华贸易及旅行

等方面的限制 。 8月 , 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总

统叶海亚 ·汗 , 向中国表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

愿望 , 表示美国不赞成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

体系的建议 , 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 。 9

月 , 美国撤出在越南的军队 4万人。 10月 , 美

国通知中国将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 。

美国政府开始对中国采取比较 “现实主义 ” 的

态度 , 逐步承认中国的强大及其不容忽视的国

际战略地位 。 1970年 10月 , 尼克松在欢迎罗马

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 , 以美国总统身

分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通过

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向中国表达了访

华愿望 。

1971年 4月 , 美国宣布结束已实施 20年的

禁止中美两国之间贸易的法令。 7月 , 尼克松提

出美 、苏 、中 、西欧 、 日 “世界五大力量中心 ”

的看法。改善中美关系 , 把中国 “纳入 ” 国际社

会 , 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他宣布要利用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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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斗争的力量的对立 , 使他们彼此制约 , 以维

持全球均势 , 并从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 ”。①

从 70年代以来 , 在毛泽东 、 周恩来的主持

下 , 中国开始纠正 “文化大革命 ” 的极左外交

政策 , 对美国采取了灵活的策略 。 1969年 12

月 , 毛泽东对埃德加 ·斯诺表示 , 欢迎尼克松

到中国来。 1971年 4月 ,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

队到中国访问。

1971年 10月 , 联合国通过决议 , 恢复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 , 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

利 。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 接着又有十多

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1972年 2

月 , 尼克松访华 , 并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 。 9

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 、 中日关系的

改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外交环境 , 也

带来了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 , 中美苏三角

战略关系开始形成 , 中国取得了进一步的外交

主动权 。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 ,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

外交政策 , 揭露苏联在军事上推行进攻性的全

球霸权战略 , 在政治上制造缓和假象 , 欺骗国

际舆论 , 同时中国反对美国推行全球霸权和侵

略政策 。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 , 包括

地区霸权主义。特别是 70年代后 , 苏联利用美

国的战略收缩 , 进一步加紧扩张的步伐 , 积极

向亚非拉等地区突进 , 与美国进行激烈的霸权

争夺。苏联一面与西方在限制进攻性武器 、欧

洲安全合作等问题上达成某些缓和协定 , 同时

加紧军备竞赛 , 加强与美国在欧洲和第三世界

的争夺 , 向太平洋 、 印度洋等地区扩张。苏联

的全球扩张成为世界地区动荡和冲突的重要根

源 , 是世界和平及中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胁 。

中国反对美苏联合主宰世界 , 划分势力范

围 , 对美苏 “合作 ” 保持高度警惕 。在中美苏

关系中 , 中国不做美苏交易的 “砝码 ”, 反对任

何一方 “打中国牌 ”。 1972年 5月 , 尼克松访

苏 , 企图完成第二阶段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

也反映了美国以中美关系增加自己的谈判地位

以及对华关系服从对苏关系的意图 。毛泽东认

为 , 美国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 , 目的在于 “打

中国牌 ”, 增加与苏联讨价还价的砝码。毛泽东

曾多次警告美方 , 不要踏在中国的肩膀上向苏

联跳。 1973年 6月勃列日涅夫访美 , 美苏签署

了 《苏美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 》、 《关于进一步

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 》 等文件 ,

企图制定新的核军备竞赛规则 , 增强苏美的核

垄断地位 , 美苏各国借机进一步大造 “裁军 ” 、

“缓和 ” 舆论 。此事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

毛泽东多次指出美苏缓和是表面 , 实质是更激

烈的争夺。中国抨击美苏两霸勾结主宰世界的

企图 , 并向美方表示 , 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

怀疑和批评态度 。

为此 , 毛泽东提出新的国际战略理论 。

1974年 2月 , 毛泽东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

话时说: “我看美国 、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

派 , 日本 、 欧洲 、 澳大利亚 、 加拿大 , 是第二

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美国 、 苏联原子

弹多 , 也比较富 。第二世界 , 欧洲 、 日本 、 澳

大利亚 、加拿大 , 原子弹没有那么多 , 也没有

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 “第三世界

人口很多 。” “亚洲除了日本 , 都是第三世界 。

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 , 拉丁美洲也是第三

世界。” ②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构成了 70年代中国外

交的基础 , 是毛泽东中间地带理论的重要发展 。

第一 , 毛泽东认为 , 经过长期的大动荡 、

大分化 、大改组 , 国际力量出现了新的组合 。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想称霸世界 , 控制亚非拉

和其他发达国家 , 正在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和

斗争 , 争夺势力范围 , 威胁所有国家的独立和

安全 , 是世界霸权主义和新的世界战争的根源 。

第二 , 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

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阵营内部都存在不同程度

的矛盾和冲突。第二世界是一般发达国家 , 它

们一方面通过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剥削第三世界

国家 , 一方面又与美苏超级大国有矛盾 ,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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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超级大国控制 , 维护国家独立主权 。相对

于中间地带的概念 , 第二世界范围基本上指原

来的两个中间地带中的第二中间地带 , 是国际

政治斗争中的中间势力 , 其确定性更明显 。

第三 , 第三世界是亚非拉地区广大发展中

国家 , 原属第一中间地带 。殖民地 、 半殖民地

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 、 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 ,

历史上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后备军 。二战后随

着世界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 , 第三

世界而今成为世界反帝 、 反殖 、 反霸的主力军 ,

这正反映了战后世界格局的巨大变革 。

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主旨 , 在于团

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 , 联合第二世界国家 , 结

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鉴于在美苏争

霸中 , 美国处在战略上的保守地位和苏联的战

略上取进攻态势 , 苏联的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

最大的威胁 , 各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 。同时毛

泽东断定 , 美苏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双方

既有斗争 , 又有勾结 , 而争夺和斗争是主要的 。

因此 , 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一个极为重要策略

原则是 , 利用美苏矛盾 , 侧重反对苏联的扩张 。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标志着中国国际外交战

略的重大转变 。 (1)中国突破了 “两大阵营 ”

单一模式 , 实行联合 “一大片 ” 的方针 , 大力

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 , 积极改善与第二

世界国家的关系。 (2)与美国 、 日本建立正式

外交关系 , 由 “两个拳头打人 ” 转变为 “联美

抗苏 ” 。 1973年 2月 , 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说:

“中美两国 `只要目标相同 ' 可以 “搞一条横

线 ”, 即建立从美国到日本 、 中国 、 巴基斯坦 、

伊朗 、 土耳其和欧洲的 “一条线 ” 战略 , 并团

结这条线周围的 “一大片 ” 国家 , 共同对付苏

联的扩展。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明确向美方

提出 “一条线 ” 和 “一大片 ” 的联合反霸战

略 ”。① 毛泽东把两只手握在一起说 , “我们两

家出于需要 , 所以就这样 (他把两只手握在一

起 。 ———引者注)handinhand”②。毛泽东表

示 , “我们也不损害你们 , 你们也不损害我们 ,

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 ”③。 (3)警惕苏联的野心

和扩张。毛泽东告诉美国和欧洲各国领导人 ,

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 , 苏联的政策是 “声东

击西 ”。要美国 “当心 !北极熊要整你美国 !一

整太平洋的舰队 , 第七舰队 , 二整欧洲 , 三整

中东 ” 。④ 对于苏联在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等

地区的发展 , 毛泽东多次告诫正在争取民族独

立的国家 , 在反对帝国主义 、 殖民主义的同时 ,

要警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 , 防止

“前门拒狼 , 后门进虎 ”。

1974年 4月 10日 , 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

六届特别大会上发言 , 向世界各国公布了毛泽东

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这个发言是根据毛泽

东的历次指示写的 ,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和毛泽东审阅批准。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从

国际关系的变化看 , 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

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 、 三个世界。美

国 、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

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 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

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邓小平郑重声明: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中国现在不是 , 将来也

不做超级大国。”国际斗争的主题是反对霸权主

义 。这个理论遂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基准。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 , 中国的外交取得了

全面的突破性进展。中美关系 、 中日邦交的正

常化 ,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外交环境 。

中国彻底打破了从 50年代以来美国孤立 、 遏制

中国所形成的外交僵局 , 打开了外交的新局面 。

在这种形势的带动下 , 中国与许多国家改善或

建立了外交关系 。从 1970年至 1980年 , 中国

同 56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 也同欧洲

及第二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三 、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意义和

历史局限性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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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思想的一次根本性转变 , 它标志着中国外

交战略政策的首要原则已从过度强调履行无产

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义务转到以国家安全

及和平发展为第一需要的国家安全战略 。这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一

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

第一 ,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揭示了 70年代世

界形势发展特点 , 新的国际关系组合 、实力对

比的基本格局 , 国际斗争的基本战略态势 。三

个世界划分突破了两大阵营对立格局下在国际

关系中以意识形态 、 国家社会制度 、 社会性质

等为主要的或唯一划分标准 , 而是更加注重不

同类型国家之间存在的复杂利害联系和依存关

系 。虽然它仍然以反对美苏超级大国霸权主义

为口号 , 但是 , 重视和强调国家之间和平共处 、

共同发展 , 把现实的国家安全及国家发展作为

国家外交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着眼点 , 这就为

以后中国实现外交政策的根本转变和全面实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打下基础 。特别是在中美

对抗数十年后 , 出于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

威胁 , 与美国实现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合作

关系 , 这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

第二 , 三个世界的划分和国际反霸统一战

线的组建 , 使中国擎起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 ,

深得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 , 反映

了其深受大国政治压迫和殖民主义经济剥削 ,

要求摆脱旧的世界经济 、 政治体系的愿望 。反

对霸权主义成为当时重要的国际共识 。它不仅

写入了中美联合公报等双边国家关系文件 , 而

且也写入了许多共同的国际条约和文件 。中国

打破了由于长期在一定程度上被排除在国际社

会之外而产生的某种 “自外 ” 心理 , 积极参与

国际事务 , 走向国际舞台 , 发挥大国作用 。中

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美 、中日正常

关系的建立 , 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及其

在国际政治舞台地位 。

第三 ,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从历史的和战略

的意义上确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它向世界宣

布 ,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 而且永远属于第三世

界 。中国永远不称霸。这是对中国在当代世界

和现代国际关系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定位 。

这就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平等互惠 、和平发展 、

共存共荣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基石 。中国外

交的基本政策始终是坚持反对霸权主义 、强权

政治 , 坚持和平共处和国家间的平等协商 、互

惠互利原则 , 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反对在国家

关系中任何形式的以大欺小 、以强凌弱的不平

等和霸权主义做法。

当然 ,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也有很大的历史

局限性 。

第一 ,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思维模式是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 。

正如毛泽东所言 , 统一战线政策实质上就

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在统一战线中划分左 、

中 、右;实行发展进步势力 , 联合中间势力 ,

孤立顽固势力策略 , 反对最主要的敌人 。以阶

级斗争和阶级分析为主要方法 , 以国际阶级斗

争为主要着眼点 , 观察分析世界形势和国家关

系 , 决定外交政策 , 在中共党内有着比较深厚

的传统 。所以 , 当时在中国面临苏联的严重威

胁之际 , 组织新的以反对当前主要敌人苏联社

会帝国主义为目标的联合战线或同盟战略 , 在

一定程度上正是反映了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需

求 。但是随着其后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的改变 ,

这种以开展国际阶级斗争为圭臬的同盟战略 ,

就不再适应世界历史发展的需要了。

第二 , 对时代性质的判定未能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前进 。

判定时代性质是决定国际外交战略的重要

依据。中共在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 , 进

一步引发了对时代问题的思考 。 1957年 11月 ,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 《莫斯科宣言 》

称:“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

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

过渡。” 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莫斯科

声明 》 进一步断定 , 现时代为 “帝国主义崩溃 、

殖民体系消灭的时代 , 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

社会主义道路 、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

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这是当时包括中共在内的

各国共产党对时代问题的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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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论战 , 对时代的不同认识也是其中问

题之一 。中共基本依据列宁关于时代认识问题

的理论判定当代时代性质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

命前后对帝国主义进行了精辟分析 , 从而认定 ,

当时正处于 “帝国主义时代 ”, 是社会主义运动

在全世界发展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 。

其后 , 共产国际和苏联基本沿用列宁关于时代

认识的观点 。直到 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 , 坚持认为 , 当前仍处于 “帝国主

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国际形势的基本特

点仍然是 “天下大乱 ” , “山雨欲来风满楼 ”。毛

泽东继续坚持列宁的观点 , 认为革命和战争仍

然是时代的主题 。毛泽东强调 , “关于世界大战

问题 , 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 ,

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 如果帝国主义 、 现代修

正主义胆敢把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 ,

必将引起新的世界革命 , 把一切反动派统统送

进坟墓 。①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和外交部在

国际问题上的一些提法。 “中央总说国内外形势

大好。一个大好 , 也不是中好 , 也不是小好 。

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 , 欺骗性更大 。” “经常说

什么大动荡 、大分化 、 大改组 。忽然来一个什

么大欺骗 , 大主宰。”②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

了已经出现的世界和平发展的基本趋势。

第三 ,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过度夸大世

界战争的危险。

1974年前后 , 毛泽东多次与外宾谈到国际

形势与战争问题。毛泽东认为 , 世界上有帝国

主义存在 , 苏联也叫社会帝国主义 , 这种制度

就酝酿着战争 。美苏达成某种协议是可能的 ,

但是暂时的 , 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还是争夺

为主 , 将来总有一天会打起来。社会制度不改

变 , 战争不可避免。毛泽东明确表示 , 这个世

界是不安定的。现在世界到处讲和平 , 我看危

险 。绝不相信持久和平 , 或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 大家都讲和平 , 结果

讲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现在又讲和平 ,

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 。要准备打仗 ,

准备美苏在世界上闹事。这种对世界形势的估

计 , 显然扩大了美苏发动战争和世界大战的危

险性 , 低估了各国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及

实现世界和平的可能性 。同时在国内一切工作

都立足打仗 , 准备早打 、 大打 、 打核战争 , 人

力 、财力大量消耗于战备 , 对国家的经济建设

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进入 80年代和 90年代 , 世界格局发生了

重大变化 , 中国的国际战略指导思想也发生了

新的根本性的转变 。 1985年 3月 , 邓小平在深

刻观察世界格局变化的基础上 , 对全球性的主

要矛盾和世界形势作出高度概括 , 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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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 , 发展问题是南北

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

题是核心问题。”③ 邓小平精辟地提出 “和平与

发展 ” 是当今世界历史发展两大重要问题 , 我

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

代 , 从而改变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 “革命与

战争 ” 的时代观念。对时代的正确判断成为实

现外交路线和国际战略转变的基础。 1985年 6

月 4日 ,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说 , 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中国外交指导思想上

有 “两个重要转变 ”。第一个是对战争与和平的

认识。这就是中国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

迫在眉睫的看法 , 认为 “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

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 , 维护世界和平

是有希望的 ”。第二个是在对外政策上 , 改变了

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 “一条线 ” 战略 ,

“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

策 ”。④ 中国的外交进入了一个更加活跃的 、全

方位开放的新时期。

(本文作者　　国防大学教授　北京　10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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