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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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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前，“互相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互不侵犯、互不干

涉内政、平等互利、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在

亚洲诞生。70 年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

仅指引着中国对外关

系的发展，更被世界

各国普遍接受和认

可，成为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

原则。

当前，世界百年

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和

平与发展事业面临新

的严峻挑战。新形势

下，继承弘扬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对各方共同

应对危机挑战、实现共

同发展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基础上，中国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和全球三大倡

议等一系列重要倡议

主张，为维护世界和平

安全、促进人类社会发

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
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蓬勃发展，
新生国家渴望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

1953年年底，周恩来总理在同印
度政府代表团就关于两国在中国西
藏地区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首次
完整地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
亚非会议上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
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惠（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
改为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并得到印方的赞同。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先后访
问印度和缅甸。中印、中缅分别发表
联合声明，确认这五项原则将在相互
关系以及各自国家同亚洲及世界其
他国家的关系中予以适用。这是国际
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
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
性贡献。

突尼斯伊本·路世德战略研究机
构负责人卡迈勒·本·尤尼斯说，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对话与和平，重塑
了国际关系的新范式。时至今日，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住岁月的检验，对
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帕特里克·
姆万吉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各

国相互尊重彼此，根据自身国情决定
发展方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
出推动了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是各国携手合作、实现共
同繁荣愿景的基石。如果各国遵守这
些原则，世界就不会发生战争。”

1955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
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
发展。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不结盟
运动把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原则。1970
年和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
宣言都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当今世界一系列
国际组织和国际文件所采纳，得到国
际社会广泛赞同和遵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
不仅帮助新兴国家建立了新的国际
关系模式，还为它们在全球化时代中
寻找独立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指
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
塞缪尔·金说。

“1976年，印度尼西亚在东盟内
部推动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
约》，这一条约正是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精神的延伸与落实。”印尼前外长
马蒂·纳塔莱加瓦指出，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获得印尼等国家的广泛认可，
反映了地区国家的共同理念与目标。

当今世界，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
全挑战层出不穷。在复杂多变的国际
形势下，如何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
荣，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观察人士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为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清晰
而持久的指导框架，得到国际社会广
泛认同，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
际法基本原则。

“和平稳定是东盟地区可持续发
展与繁荣的前提。面对复杂的地缘政
治形势，我们必须坚持相互尊重、互
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
继续通过接触对话与协商协作增进
相互信任与理解。”东盟秘书长高金
洪说。

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联
合秘书长钦貌佐认为，多边主义是发
展中国家的共同选择，而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是多边主义的根基，是实现共
同繁荣和互利互惠的基础。在双边关
系中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助于
消除冲突和对抗，实现合作共赢。

在文莱-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柯
文伟看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任何
时代都应成为各国遵循的方针。当前
全球地缘冲突频发，世界更需要包
容、理解和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仍是国际社会需要共同维护的
基本准则，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
压舱石，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深
远意义和影响。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正确处理
国与国关系贡献了东方智慧。它告诉
人们，国与国之间应该如何平等、相
互尊重地友好相处。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不会过时。”印尼万隆天主教大学
校长特里·巴苏基·佐沃诺说。

未来：
回应时代之问的新答案

当前，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
断，不仅给相关国家和地区带来巨大人员
伤亡和经济损失，也使全球和平与稳定面
临严峻挑战。和平与发展，是各国人民的
普遍愿望和共同心声。

新形势下，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在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关系，并创
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等重要倡议主张，为各方妥善处理矛盾冲
突、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框架。

厄瓜多尔前总统吉列尔莫·拉索认
为，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
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展现了中国作为负
责任大国的担当，为各国进行平等对话、
实现和平发展提供了启迪。

老挝资深外交官西昆·本伟莱认为，
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创造
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
倡议，为各方解决冲突争端提供了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这是中国为促进人类和平
与发展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
逸山指出，对各国来说，安全与发展相辅相
成。“要想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稳定的
国内外环境。”胡逸山曾在联合国人道主义
事务协调办公室工作，见证了中国参与维护
世界和平的努力与贡献。在他看来，中国提
出的系列重要倡议是划时代、具有前瞻性
的。“在中国斡旋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
外交关系，这是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成果。”

突尼斯政治研究员穆拉德·阿莱拉
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公正和健全
国际关系的基石，被视作整个世界团结与
合作的坚实基础。这些原则对全球南方国
家而言尤为重要。“我们在国际准则、法律
法规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的章程中都能
看到这些原则的身影。”

阿根廷罗萨里奥国立大学中国阿根廷
研究小组协调人卡拉·奥利瓦说，从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适应性和
超越性。连续性体现在中国始终坚持和平
发展，不因国际局势变幻而变化，适应性体
现在中国务实的外交政策上，而超越性则
体现在中国外交为全人类提供公共产品和
解决方案，例如基于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
丝绸之路，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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