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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邓小平解决周边争端的战略思维 

 作者:潘光  来源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就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

形成了解决周边争端的战略性思维（以下简称“战略思维”）。今天，重温他当时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战略思维的形成与内涵 

  上世纪70年代末，刚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挑战和周

下，邓小平同志认真思索解决国际争端、加强周边安全的新途径，逐步形成了解决

  1978年，当中国和日本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进行谈判之际，邓小平同志提出了

来的建议，从而使双方能挪开障碍顺利达成协议。此后几年，又在“搁置争议”的基

发”的想法。如对于钓鱼岛问题，他提出“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

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谈到南沙群岛争端时

议，共同开发”的方式来解决。1984年，当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邓小平同志在多

“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

‘共同开发’的办法。” 

  由此可见，这一战略思维的重要内涵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所谓“搁

立又统一的两个层次。首先是原则性层次，即不否认争议的客观存在，坚持在解决争

与核心利益这一原则立场；其次是灵活性层次，即承认解决争议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致矛盾激化，可先将争议搁置起来，待时机成熟再加以解决。所谓“共同开发”，即在

上合作开发、利益共享、共同发展。 

  战略思维的成功实践 

  30多年来，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战略思维对中国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各类争端发挥

为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 

  例如，南海争端牵涉到五国六方，颇为错综复杂。中国长期坚持“搁置争议，共同

细致地做相关各方的工作，终于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时，在南海争端一

中国与越南本着搁置争议、先易后难的精神，签订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使中越

界。中国和印度也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精神，签署了《关于解决中印边

定》，使双方能在达成最终解决办法之前维持边界现状，共同推动边界地区的贸易和

  这一战略思维在中国与中亚、俄罗斯的关系中更是取得突破性成功。苏联解体后，原中

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经过22轮谈

境地区加强军事互信和相互裁军签署了协定，体现了搁置争议、加强互信、裁减军

后，中国与四国在协定的基础上分别展开谈判，短短几年内就解决了数百年积累下

  苏联解体后，中俄双方经谈判解决了除黑瞎子岛以外的前中苏边界东段的全部

双方签署协定，决定暂时搁置争议，在一定期限内对该岛进行共同开发。许多人以

“搁置”。但仅仅过了不到五年，中俄双方就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将黑瞎子岛一分

国。这一事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第一个经过“搁置”期以后得到彻底解

决周边争端的战略思维取得完全成功的范例。 

  战略思维的现实意义 



  今天，中国的国力大为增强，周边环境大大改善。然而，仍有一些势力坚持冷

派，试图对中国进行牵制或遏制。特别是，东海和南海的一些争端至今未能解决，往往成

威胁论”的主要借口。在此形势下，邓小平解决周边争端的战略思维仍然是我们处

全的重要思想武器。 

  中国的发展需要政治上和谐相处、经济上共同发展、文化上取长补短、安全上互信

些年来，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解决周边争端的战略思维不断进

具体包括：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

提出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可以“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

“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目标，等等。所有这些，都源于邓

维，但又超越和发展了他的理论和思维，为我们处理周边问题提供了更具现实性的理

践经验。 

  新形势下，尽管中国周边存在许多争端，但求同存异、维护稳定、促进发展仍是

在。沿着维护共同利益的轨迹循序渐进，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争端总是可以找到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