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網報道，上
海社科院副院長黃仁偉和清華大學
當代國關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指出，
正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讓新中國擺
脫被孤立的狀態，使很多國家改變
與中國的敵對立場。
黃仁偉強調，新形勢下和平共處五
項原則不會過時，中國現在所說的和
平發展道路、利益共同體、新安全
觀，都是中國在崛起的新階段提出的
新的國際關係思維和準則。「中國已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舉一動都
在受到世界關注。我們需要向世界解
釋中國的和平發展路線，但更重要的
是需要身體力行。」

「我們要解決的是，如何讓中
國在民族復興過程中、在崛起的

新歷史階段被國際社會接受。這比當
年被別國接受並跟我們建交難度大得
多。」閻學通認為，當年，基於和平
共處五項原則的具體政策讓很多國家
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但這並不意
味這些國家會支持中國繼續強大。
「崛起過程中，合理的利益可能

受到壓制，合理的主權可能受到侵
犯，合理的制度可能被顛覆。」黃
仁偉指出，中國主張走和平發展道
路，但需要清醒地意識到，競爭過
程中發生一些問題是必然的。「我
們可以逐步解決，不能解決的可以
留待將來。如果對方
一定要用最壞的態度
對待我們，我們也應
該有所準備。」

和平崛起需有新思維

A13 中國新聞
■責任編輯：黃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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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
年紀念大會」昨日在人民

大會堂舉行，緬甸總統吳登盛、印度
副總統安薩里出席了會議。習近平在
主旨講話中表示，歷經國際風雲變幻
的考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一個
開放包容的國際法原則，集中體現了
主權、正義、民主、法治的價值觀。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載入中國憲法，
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石。中國是當代
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
者。」

崇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中國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中國不認同『國強必霸
論』，中國人的血脈中沒有稱王稱
霸、窮兵黷武的基因。」習近平說，
中國將堅定不移沿着和平發展道路走
下去，這對中國有利，對亞洲有利，
對世界也有利。「中國堅持不干涉別
國內政原則，不會把自己的意志強加
於人，即使再強大也永遠不稱霸。」
習近平指出，各國都有平等參與國

際和地區安全事務的權利，也都有維
護國際和地區安全的責任。「不能一
個國家安全而其他國家不安全，一部
分國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國家不安全，

更不能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身所謂絕
對安全。我們要加強國際和地區合
作，共同應對日益增多的非傳統安全
威脅，堅決打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
義，剷除恐怖主義滋生的土壤。」

對話解紛爭 勿武力威脅
「新形勢下堅持和弘揚和平共處五

項原則、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係和美
好世界，必須堅持主權平等。」習近
平說，主權是國家獨立的根本標誌，
也是國家利益的根本體現和可靠保
證。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侵犯，各國
應該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這些都是硬道理，任何時候都不能丟
棄，任何時候都不應動搖。
「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

是國際社會平等成員，都有平等參與
國際事務的權利。各國的事務應該由
各國人民自己來管。我們要尊重各國
自主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反
對出於一己之利或一己之見，採取非
法手段顛覆別國合法政權。」習近平
說，對待國家間存在的分歧和爭端，
要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
決，以對話增互信，以對話解紛爭，
以對話促安全，不能動輒訴諸武力或
以武力相威脅。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昨日強調，中國人民不認同國強必霸論，亦沒有稱王稱霸的基

因，將繼續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熱衷於使用武力，不是

強大的表現，而是道義貧乏、理念蒼白的表現。」他並指出，要

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反對用非法手段顛覆

別國合法政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印度副總統安薩里（前排右）及
緬甸總統吳登盛（後排右）出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六十周年紀念。 美聯社

習近平對國際關係六點看法
第一 堅持主權平等。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侵犯，各國應該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
切。各國都是國際社會平等成員，各國的事務應該由各國人民自己來管，要尊重各國自主
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
第二 堅持共同安全。我們要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的理念，堅持通過對話
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存在的分歧和爭端，推動建設開放、透明、平等的亞太安全
合作新架構。
第三 堅持共同發展。我們要共同維護和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
義，推動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
第四 堅持合作共贏。我們應該把本國利益同各國共同利益結合起來，樹立雙贏、多贏、
共贏的新理念，堅持同舟共濟、權責共擔，攜手應對全球性問題。
第五 堅持包容互鑒。我們要尊重文明多樣性，推動不同文明交流互鑒、取長補短、和平
共處、和諧共生。
第六 堅持公平正義。我們應該共同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國政府和人
民共同商量辦。我們應該共同推動國際關係法治化，推動各方遵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
係基本原則。我們應該共同推動國際關係合理化，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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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
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
和和平共處）是由中國政府提
出，並與印度和緬甸政府共同
倡導的在建立各國間正常關係
及進行交流合作時應遵循的基
本原則。
1953年12月31日，時任國

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在同來訪的
印度代表團就關於兩國在中國
西藏地區的關係問題舉行談判
時，首次完整地提出互相尊重
領土主權（在亞非會議上改為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
等互惠（中印、中緬聯合聲明
中改為平等互利）與和平共處
五項原則，並得到印方的贊
同。
1954年6月下旬，周恩來先

後訪問印度和緬甸。並分別同
印度總理尼赫魯、緬甸總理吳
努發表聯合聲明，確認和平共
處五項原則是指導兩國關係的
原則，並共同倡議將五項原則
作為指導一般國際關係的原
則。

中印緬提出
五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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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
萬隆會議
（亞非首
腦會議）
期間，周
恩來總理
（左）與
印度總理
尼 赫 魯
（右二）
在一場會
談 後 閒
談。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