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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新中国谈判建交的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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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出“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并确立建交原则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新中国即将成立，如何处理旧中国的外交关系就成为一个

适时提出了“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也就是说，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

关系，把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当作普通侨民而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这一方针通过1月19日中共中央发

实施。 

  确立“另起炉灶”方针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要求。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反

地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它同时也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根本目标。从原则立场上讲，新中

交。如毛泽东所说“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

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

其次是反对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政权和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要求。《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曾指出

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

员，实为理所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

命的教训。由于希望尽快得到外国的承认，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历届旧中国政府都承袭了旧的外交关系，却

争取民族的彻底独立和完全解放就更无从谈起了。所以说，正是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出发，汲取中

国成立前后国内外形势的客观分析，毛泽东才提出了“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 

  所谓不破无立，“另起炉灶”的方针包含了“破旧”和“立新”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与旧中国外交决

呢?毛泽东首先思考了关于争取承认和建交原则的问题。 

  依据国际法，新中国的人民政府是通过革命建立的政权，所以争取其他既存外国政府的承认，既是新政府

需要，也是新政府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从刘少奇在1949年7月4日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

在承认和建交问题上的几个想法:一是关于争取外国承认的形势，“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理我

条件来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何种政策?足以束缚我们手足的条件，我们当然是不能答

家承认的时机，“是应该采取积极的办法去争取这些国家的承认，以便我们能够取得合法地位去进行国际

些国家的承认，以便肃清内部，免得麻烦呢”。三是“如果帝国主义各国采取承认中国的新政府的政策，那我

关系，那时，我们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我们”。[③] 事实上，在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已先后

  关于建交原则。在3月中共中央七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和4月为抗议“紫石英号”事件起草的声明中，毛

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

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已明确指出:“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

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

  关于争取国际承认的首要对象。1949年初确立的处理各国前驻华使领馆政策指出“对于苏联及新民主

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

[⑤] 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即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

联合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 



  关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采取“等一等”的策略，“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

不必急于去解决”。因为尽管“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

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等的，争取承认决不是要求施舍，更不意味着去接受任何勒索条件。如果要损害国家主权，牺牲民族独立，人民政

新中国宁愿搁置承认问题。必须强调的是，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与美、英等国在承认

于新中国采取的“等一等”的策略，而在于这些国家的反华政策和敌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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