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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的建设主要成就与经验研讨会上的发言 

党的对外工作60年来的成就与经验 

 

 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战线，也是党履行执政使命的

重要工具。60年来，党的对外工作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

营造有利于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国际环境、促进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方面，作

出了积极贡献。 

  一、60年来党的对外工作发展历程 

  （一）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党的对外工作在探索中发展。建国后，我们党根据当时的国际

环境，选择了“一边倒”外交政策，同苏东等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和交往。这一时期,我们党一度与外国90

多个共产党或工人党建立了联系并开展友好交往。但中苏论战以及文革期间受“左”的思想干扰，党的

对外工作受到极大影响，交往对象明显减少。 

  （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1世纪初：党的对外工作在调整中不断创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

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拨乱反正，党的对外工作逐步打开局面并迈出了关键的几大步：20世纪70

年代末，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恢复了中断已久的联系与合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开展对民族

主义政党的工作；本着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方针，与西方国家社会党建立联系

和合作；80年代中期开始，为促进与发达国家关系的稳健发展，又开始与西欧国家一些传统中右翼政

党接触和交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苏东剧变以及发展中国家多党制兴起的背景下，加强了与这

些国家各类新老政党的交往；90年代初，在与社会党国际接触和交流的基础上，与基民党国际、欧洲

议会主要党团、拉美政党常设大会、圣保罗论坛等地区和国际政党组织建立联系和交流，并参与了亚

洲政党国际会议等地区和国际政党会议。到2002年，我们党已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政党和

政党组织建立并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往。 

  （三）十六大以来：党的对外工作全面推进、不断深化。十六大以来，党的对外工作以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外事工作的重要决策和战略部署，积极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截止2008年底，

我们党已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70多个政党、政治组织及国际、地区性政党组织建立和保持

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往。由此形成了一个既适应当今世界政党形势又符合我国总体外交需要的、以

各国执政党、参政党、合法在野党以及一些国际和地区政党组织为主要交往对象的全方位、多渠道、



 

宽领域、深层次的对外交往格局。 

 

二、60年来党的对外工作的主要成就 

  （一）着眼于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以党际交往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方面不断取

得新成就。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通过对外交往渠道，争取到不少友好国家向我提供贷款、技术和管

理经验、以及援建重要企业。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党的对外工作进一

步加大对国内经济建设的服务功能。为配合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

能源资源供应多样化等发展战略，着力落实“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推动了中外经济合作。 

  （二）提高了我们党驾驭复杂国际形势、应对复杂国际问题的能力，有力地维护了党的执政安

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苏东剧变两个时期，我国都曾面临西方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党的对外工

作承担了打破国际封锁和开拓国际空间的重任，两次都不辱使命，取得明显成效。新世纪以来，在美

国大肆推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我周边乃至外部环境有所恶化的大背景下，党的对外工作着眼于维

护、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配合国家重大外交部署，在涉及党和国家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的外交问

题上不断有所作为。 

  （三）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党的对外交往格局，为我们党长期执政营造了

有利的外部环境。从以往只同共产党、工人党交往，发展到同世界各国各类主流政党全方位交往，实

现了历史性转变和突破。根据“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格

局，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传统友谊，深入做周边国家政党工作，深化与发达国家政党和

政党组织的对话，稳步推进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交往，积极利用多边政党交往舞台，党的对外交往开

创了新局面。 

  （四）着眼于党和国家关系的长远发展做人的工作，培养了一批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的国际

友华力量，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党的对外工作渠道，我们党每

年与逾千外国政要友好交往，其中既有执政党领导人，也有在野党领导人；既有身负重任的当权者，

也有即将走上领导岗位的青年政治家；既有建交国的政要，也有未建交国的政要。国外政党大多实行

轮流坐庄，政党轮替经常上演，与各国主流政党保持长期友好，有利于保持对华友好力量常在。 

  （五）在不断加强外宣工作的过程中，树立了我们党执政为民、开明开放与和平民主的国际形

象，优化了党执政的国际舆论环境。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外交往，我们党树立了一个既善于打破旧

世界又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形象。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我们党的自身建设以及多年

的外宣工作，树立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执政党形象，善于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现

代政党形象，以人为本的亲民政党形象，开明开放、和平民主的政党形象以及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形象。 

 

（六）借鉴外国政党执政及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规律，取得了显著成

果，促进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自身建设。党的对外工作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为我们党不断提高治国

理政水平和执政能力服务。在与外国政党政要交往中，深入了解外国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

借鉴其经验教训，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党的对外工作还不断为党加强和改进自身能力建设服务,

通过总结前苏东国家共产党亡党丧权以及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兴衰成败的教训，为我们党自身建设提

供鉴戒。 

 



  三、60年来党的对外工作的主要经验 

  （一）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使党的对外工作始终服务于党的执政需要。党的对外工

作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我们党在实践中形成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

务”四项原则，还要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最高准则。一方面不因为意识形态差

异而影响国家关系，另一方面也不因为国家关系一时变动而忽视党际关系。 

  （二）必须坚持外交全局观念,大力推进党的对外工作。党的对外工作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党的对外工作只有与政府外交及其它方面的外交紧密配合，相辅相

成，有机地融于总体外交之中，充分发挥在多年实践中形成的特有优势，切实促进国家关系长期稳定

健康发展，才能在国家外交全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党的对外工作可以说是在总体外交中发挥着“第二

管道”作用。 

  （三）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党的对外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党

和国家中心工作，并善于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自觉从国内建设和发展需要出发开展对外工作。在

经济建设上，要争取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保增长、促稳定。在外交上，发挥优势、体现特色，不断

提高我们党驾驭复杂局势、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要不断为党提供智力支

持，增强我们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在党和国家形象构建上，要发挥重要的窗口作用，不断提升我国

的软实力。 

  （四）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提高党的对外工作的改革创新能力。60年来，党

的对外工作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在调整中不断开拓，从根本上说，是源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展望未来，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包括党际关系还会不断发生变化，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新情

况。党的对外工作必须针对面临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在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而推进党的对外工作与时俱进、锐意进取，不断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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