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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提出70周年。6月28日，习近平主

席出席纪念大会并发表题为《弘

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共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全面阐

释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内

涵与时代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指明了前进方向，发出了

“全球南方”同世界各国人民共

创美好未来的时代强音。

时值世界处于乱变交织的

历史时刻，举行高规格的纪念活

动，不仅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的充分认

可，更是旨在赋予其新的历史使

命，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打造和合共生、和谐共存、互

利共赢的世界秩序提供中国理

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回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进程

7 0多年前，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事

业蓬勃发展，新生国家渴望、也

需要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顺应

这一时代潮流，1954年中国首次

完整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

到印度与缅甸的积极回应。三国共

同推动该原则走向亚洲、走向世

界，为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

关系作出开创性贡献。1955年，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为万隆会

议十项原则，20世纪60年代，

该原则成为不结盟运动的指导思

想，并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

赞同与遵守，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

准则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7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对于世界秩序变迁产生重要影

响。该原则在提出之初即顺应广

大新生国家独立、发展、谋求安

全的生存需求，加速殖民体系的

瓦解；冷战时期，这一原则成为

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主权和独立

的强大思想武器，为实现平等、

相互尊重的国家关系提供了基本

准则；冷战后，时代主题转变为

和平与发展，该原则又为发展中

国家聚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提

供了行动指南。

近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

革期，回顾与总结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的实践经验，弘扬其内在价

值观，对于维护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仍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建交的基石，

是每次双多边关系阶段性升级的

准则，经常出现在中国政府及联

合国大会的诸多标志性文件中，

也是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过程中积极倡导的国家间关系内

核。2013年起，中国提出并深入推

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它

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

对于平等互利原则的深刻实践及

创新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世界

各国的互利共荣。

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内核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体现

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的历史文化传

统，旨在激活与发展国际法律体

系中平等、团结、共生等理念，

在国际法治、国家关系、中国与

周边国家及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

发挥了积极正向的价值引领作

用，兼具亚洲区域特质与国际推

广价值。

在国际法治层面，该原则

与现行国际法的核心价值理念高

度契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根

植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国情及亚洲

实际，是对国际通行的权利、义

务与责任的具象化实践与可操作

化阐释。当今中国大力倡导构建

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的逻辑与

该原则一脉相承，即弘扬国际法

治精神，体现《联合国宪章》

宗旨，为国际法体系贡献东方智

慧，引领国家间关系超越零和博

弈走向和谐共生。该原则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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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 和合共生
——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7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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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理念与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将

国际规则工具化、将国际秩序私

有化的做法具有本质区别。

在国家间关系层面，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是发展中国家在二

战后政治觉醒的产物，是对于国

家间互动模式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指导。这一原则试图超越各国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

差异性，谋求国家间平等交往的

共识，符合各国增进彼此关系、

共谋稳健发展的内在诉求，从而

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层

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助于中

国能动地塑造周边及国际环境。

这是中国与地区中小国家相互尊

重主权与国家安全、以和平方式

解决争端、自主开展对外交往、

实现互利共赢的共识。更是近年

来中国倡导的亲诚惠容周边外交

理念的思想基石，以及未来中国

推动塑造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及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指导

性原则。

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层

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历史

延续性与实践继承性。其精准提

炼了各国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公

约数，业已成为中国立足于自身

定位与世界各国架构长期稳健关

系的基石，并与联合国致力于追

求的国际和平目标同频共振。同

时该原则现已被载入中国宪法，

体现出中国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的协同联动。随着体量

及国际地位的提升，未来中国有

望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开

展国际规则塑造，引导构建更加

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思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代意义

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周边环境也更加复

杂多变，中国与世界各国亟须共

同应对诸多挑战。这些问题考验

着各方的应变能力、战略定力以及

外交智慧，也更凸显出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在当今的时代价值。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具有

基础性、根本性、原则性与历史

性的国际关系准则。其直面战争

与和平这一国际关系的亘古议

题，创造性地给出中国答案。其

与当代和平、合作、和谐的中国

式世界观高度契合，是中国特色

外交理论体系以及新型国际秩序

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年倡

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该

原则的继承与创新，揭示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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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18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

隆召开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又称第一次

亚非会议或者万隆会议。图为当时庆祝亚非会议成功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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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亚洲的成功实践

与世界各国从“互”到“共”的

关系发展。即从既有的、以相互

尊重、互利共赢为特征的关系，

向责任共担、权利共享、和合共

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转

变。这种转变以中国实力的增长

以及外交经验的积累为支撑，体

现出中国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

世界情怀，开辟了和平与进步的

新境界。

在这种历史时刻，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理念与精神应当被

进一步发扬光大。鉴于此，中国

应当向国际社会明确自身的外交

愿景，与各国不断增信释疑，将

当代国家间关系引导至积极发展

的良性轨道。2023年，中国力促

沙特与伊朗的历史性和解，以及

斡旋缅北达成停火协议等外交实

践，均为灵活践行该原则、为地

区稳定及世界和平贡献力量的典

型例证。可见经过70年的外交实

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中

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及国际秩序

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传承了亚洲人民崇尚

和平的思想传统，代表了亚洲国

家对国际关系的新期待。

回顾历史，70年前，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诞生于亚洲，走向

世界；70年来，亚洲国家成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成功实践

者，为这一原则跨越时空、历久

2018年1月14日，越南永新燃煤电厂一期机组。这是

中国企业在越南首个采用BOT（建设—运营—移交）

模式投资的电力项目，也是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促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电力开发合作的重点项目。

弥新提供了重要的亚洲智慧。特

别是2013年前后，中国先后提

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

念、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思想，以

及“一带一路”倡议，等等，进

一步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内化为

亚洲共识，使这一原则展现了新

的活力与时代意义。今天，在纪

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0周年之

际，总结亚洲实践经验将有助于

汇聚“全球南方”共识，共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在亚洲生根开花

热爱和平的亚洲孕育了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也使这一原则在

亚洲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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