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全面审视
、

科学判断国际形势

学习
“三毛个代表

”

重要
J

毛想全面审视
、

科学

判断国 孩示形势

. 倪世雄

胡锦涛同志的
“

七一
”

讲话
,

在新的形势下
,

以世界

视野和创新精神深人系统地阐述了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以

及它对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内政外交的深远影响
。 “

三个代

表
”

重要思想不仅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

根本指针
,

也是全面审视
、

科学判断国际形势
、

开创我国外

交工作新局面的根本指针
。

贯彻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

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
。

¹

¹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

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
,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 ,

2仪刀 年 11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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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

与时俱进
”

就是要求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
,

¹

体现
“

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
” 。º 具体来说

,

坚

持与时俱进
,

就要准确地
“

抓住时代的本质主流和基本趋
·

势
” , » 把握时代发展的新规律和新特点

。

在这方面
,

胡锦

涛同志
“

七一
”

讲话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发和思考
。

认识
“

四化
”

发展趋势
,

树立科学的时代观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通知指出
,

“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确定
,

实现了我党指导思想

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 。

¼ 而这又一次与时俱进集中体现在对

四化 (世界多极化
、

经济全球化
、

国际关系民主化
、

发展模

式多样化 ) 认识的提高
。 “

四化
”

作为一个整体
,

凸显 了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

构成了科学时代观的基本内容
。

与冷战时代相比
,

冷战后时代国际形势的新特点莫过于

¹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

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
,

‘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 , 2(X犯 年 11 月 8 日

。

º 胡锦涛同志在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

么刃3 年 7

月 l 日
。

» 湖南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 “

论与时俱进
” ,

《光明 日报》
, 2田3年 7

月 17 日
。

¼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

知
,

2田3年 6 月 巧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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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全面审视
、

科学判断国际形势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两大趋势的出现和发展
。

从一开始

我们党对此就有清醒
、

敏锐的认识
,

从理论到实践作了许多

重要的阐述
。

20 世纪 90 年代初
,

我们党明确地提出了正确

把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

维护世界和平
,

促进共同发展的任务
。

江泽民同志在 199 2 年指出
, “

当今世

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
。

两极格局已经终结
,

多种力量

重新分化组合
,

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 ” ¹ 后来他又

强调
, “

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
,

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

出特点
” , º “

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
,

经济全球化使

各国间经济联系 日益密切
” , » “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

趋势的发展
,

给世界 的和平与发展带来 了机 遇和 有利条

件
” 。

¼

关于世界多极化
,

在冷战后时代的实践中
,

我们党总结

出了若干重要观点
,

主要有
: 1

.

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
,

是

时代进步的要求 ; 2
.

多极化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 ; 3
.

世界

多极化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 ; 4
.

多极化格局 的最终形成

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
。

关于经济全球化
,

我们

¹ 江泽民
: (论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汲刃2 年
,

第

5 11 页
。

º 江泽民
:
《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以刃2 年
,

第

5 13页
。

» 江泽民
:
《论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ZIX 犯 年

,

第

5 17 页
。

¼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

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
,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 ,

2以犯年 11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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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党则旗帜鲜明地指出
,

它是
“

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

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 ,

¹ 是
“

一种客观趋势
” 。º 经济全球

化既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

也加剧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

对

这种
“

两面刃
”

的特点
,

我们党提出应该加强对经济全球化

进程的正确引导和管理
,

实现全球范围内资本
、

技术
、

知识

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

以逐步实现
“

世界各国平等
、

互

惠
、

共赢
、

共存的经济全球化
” 。» 以上看法已被实践证明

是正确的
,

体现了科学的时代观
。

近几年来
,

在原来
“

两化
”

的基础上
,

我们党提出了新

的
“

两化
” ,

即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
,

这反映

了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认识的深化
。 2(X X) 年 4 月

,

江泽民同志首次全面提出了
“

四化
”

目标
,

呼吁世界各国政

府和人民
“

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
” , “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

化
” , “

尊重世界的多样性
” , “

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
” 。¼ 他

强调
,

世界各国应和睦相处
,

相互尊重
,

凝聚各国人民的力

量合作
,

解决面临的全球问题
。

2(X犯 年 11 月
,

在党的十六

大报告中
,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今后对外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基

¹ 江泽民
:

5 17 页
。

º 江泽民
:

524 页
。

» 江泽民
:

5 18 页
。

¼ 江泽民
:

523 一 525 页
。

《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2汉)2年

,

第

(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加咙 年
,

第

《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么刃2 年
,

第

《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么刃2 年
,

第



学习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全面审视
、

科学判断国际形势

本主张
,

其中一项就是
“

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
,

提倡国

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
” 。

关于
“

民主化
”

和
“

多

样化
”

的这一段文章写得特别生动和精辟
,

特录以备考
:

“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

世界上的多种文明
、

不同的社会制度

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
,

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
,

在求同存

异中共同发展
。

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
,

世界上

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
。 ”¹

新
“

两化
”

的提出是着眼于国际关系中和平的保障
、

平

等的基础和发展的需要
。

一方面
,

民主化和多样化
,

与多极

化和全球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

另一方面
,

民主化与多样化也

相辅相成
,

缺一不可
。

多极化和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既符

合世界多样性的客观规律
,

又是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热切呼

唤和有力推动
。

世界多极化必须以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

式多样化为基础
,

而绝不是大国主导世界或大国均势民主的

回复
。

经济全球化则应以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和共同繁荣为宗

旨和归宿
,

而不应由某个超级大国或少数发达国家来操纵
。

因此
,

不尊重多样化和 民主化
,

多极化和全球化就不可能顺

利
、

健康地发展
,

反之亦然
。

只有建立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

发展模式多样化基础上的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
,

才能真

正有利于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

才能给世界人民带来希望和福

音
。

古代思想家庄子说过
: “

夫物之不齐
,

世之情也
” 。

人类

社会与自然界一样
,

充满着多样性和差异性
。

没有多样性
,

¹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

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
,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 , 2(X犯 年 n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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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世界
,

多样性是世界的客观存在
, “

是人类社会的基

本特征
,

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 ” ¹ 尊重国际社会的多

样性
,

主张发展模式多样化
,

承认各国在历史
、

传统
、

文化

背景
、

社会制度
、

意识形态
、

价值标准
、

生活方式上的区

别
,

允许各种文明
、

体制和发展道路和平共处
、

平等竞争
,

让各国人民对其作出选择
,

这本身就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

的本质要求和基本动力
,

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精髓所在
。

如果把某种社会制度
、

发展模式
、

价值观念和文明模式加以

绝对化
,

将其强加给别国
,

这就完全违背了多样化的客观规

律和 民主化的客观要求
,

只能导致国际关系中无穷无尽的纷

争
、

矛盾
、

对立
、

冲突
,

甚至战争
,

贻害人类社会
。

2(X) l年 n 月
,

胡锦涛同志访欧时
,

对
“

民主化
”

和
“

多样化
”

曾作了重要的阐述
: “

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世界和平

的重要保证
。

国家不分大小
、

贫富
,

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

员
。

⋯⋯我们的世界是丰富多采的
,

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
。

应承认世界的多样性
,

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
,

社会制度和发

展道路
。 ”

在今年
“

七一
”

讲话中
,

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
,

在对外工作方面
,

坚持和贯彻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
,

就必

须
“

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
,

维护世界多样性
,

促进世界多

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

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
。” º 从我们党第三代领导人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

¹

l 日
。

º

月 l 日
。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 2(X) 1 年 7 月

胡锦涛同志在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

以刃3年 7



学习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全面审视
、

科学判断国际形势

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从理论到实践承上启下的连续性
。

在把握

冷战后时代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过程中
,

他们不断加深对
“

四

化
”

的认识
,

以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和与时俱进的科学时

代观来全面审视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
,

及时回答时代所提出

的重大问题
,

提示国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

这是马列主义

世界观在新形势下的重要发展
。

坚持
“
三总体

、

三局部
”

判断
,

把握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

江泽民同志指出
: “

进人新世纪
,

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

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
,

⋯⋯总体和平
,

局部战争
,

总体缓

和
,

局部紧张
,

总体稳定
,

局部动荡
,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
” 。

¹ 这
“

三总体
、

三局部
”

的

判断
,

是对冷战后国际形势变化的生动和深刻的概括
。

冷战时期
,

由于美苏为霸权而开展激烈角逐
,

在全球形

成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对抗的态势
,

世界上发生的地区冲突和

战争几乎都有美苏争霸的背景
,

新的世界大战危险严重存

在
。

当时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总体紧张
,

革命与战争是主

题
。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
,

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

围内严峻对峙的局面逐渐消失
,

国际关系进人重要的历史转

变期
,

国际形势出现了总体缓和
、

总体稳定
、

总体和平的发

¹ 江泽民
:
《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中央文献 出版社
, 2(X) 2 年

,

第

52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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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趋势
。

1
.

时代主题的转换
:
从冷战时代的革命与战争转变为

和平与发展
。

早在 20 世纪 so 年代初
,

邓小平同志就指出
,

和平与发展是
“

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

或
“

两大带全球性的

战略问题
” 。 ¹ 到世纪之交时

,

江泽民同志概括地说
: “

当前

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
。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

题
。

⋯⋯要和平
,

求合作
,

促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流
。”º

2
.

大国关系的调整
:
冷战后大国关系经历着二次大战

以来深刻又重大的调整
。

从紧张到缓解
,

竞相建立各种
“

伙

伴关系
” ,

大国合作的新机制正在形成
。

美俄
、

美欧
、

美日
、

美印
、

中美
、

中俄
、

中欧
、

中日
、

中印等关系均有明显的改

善
。

原来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
,

一个解体了
,

一个受制约
。

大国关系的积极改善使新的世界大战更成为不

可能
。

3
.

“

两化
”

发展的趋势
:
如前一部分所述

,

多极化和全

球化的趋势
,

促使全球范围内相互依赖程度提高
,

从而有利

于世界和平和稳定
。

4
.

和平力量的增长
:
冷战后

,

多种区域性
、

国际性的合作

组织先后成立
,

空前活跃
。

第三世界国家的总体实力有明显提

高
,

联合国维和作用日益扩大
,

各国人民要求维护世界和平的

呼声不断高涨
,

世界上各种反战运动此起彼伏
,

正聚集为阻止

战争
、

特别是世界大战的中坚力量
。

为 世纪世界人民经历了两

¹ 《邓小平文选》第 3卷
,

人民出版社
, 1男3年

,

第 1仿页
。

º 江泽民
:
《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中央文献 出版社
, 21】)2 年

,

第

513页
。



学习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全面审视
、

科学判断国际形势

次热战
、

一次冷战的浩劫和灾难
。

在新的世纪里
,

世界人民都

不愿再看到发生新的热战和冷战
,

都渴望过上安宁的生活
、

渴

望各国友好相处
、

渴望促进共同发展
、

渴望世界持久和平
、

渴

望人类拥有美好的未来
。 “

世界要和平
,

人民要合作
,

国家要发

展
,

社会要进步
,

是时代的潮流
。 ’,

¹

由于三总体的主趋势
,

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
,

争取

和平
、

稳定的国际环境
,

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
。

然而
,

在三总体的趋势下同时出现了
“

三局部
” 。

世界

从总体紧张
、

动荡到总体缓和
、

稳定
,

无疑是各国人民的福

扯
。

这一变化是冷战结束带来的直接结果
,

来之不易
。

它是

世界人民共同努力
,

付出代价赢得的
,

不是某一 国家的功

劳
。

世界人民也清醒地认识到
,

尽管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总

体缓和
、

总体稳定
、

总体和平
,

但局部紧张
、

局部动荡
、

局

部战争的情况不可忽视
。

在冷战时期
,

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是美苏争霸对抗
,

地

区矛盾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被美苏争霸的大背景掩盖了
。

冷

战结束后美苏争霸格局 的消失使地区问题凸显
。

种族
、

民

族
、

宗教
、

边界
、

难民
、

毒品
、

恐怖活动
、

武器扩散等方面

的矛盾成为引发越来越频繁的地区冲突的主要因素
。

据报

道
,

194 5 一 1989 年冷战时期
,

世界上发生的地区军事冲突约

17 0 多次
,

平均每年近 4 次
。

冷战结束后
,

重大的地区战争

就有海湾战争
、

南斯拉夫 (科索沃 ) 战争
、

阿富汗战争
、

伊

拉克战争等
,

小规模的地区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更是不计其

¹ 江泽民
:
《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刀及年
,

第 5拓



美国问题研究

数
。

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10 月 19 日发表的年度报告称
,

1999 年全球死于地区冲突的人数超过 10 万人
。

经历了南斯

拉夫战争后的 2(X X) 年
,

世界上局部战乱连续不断
,

竟达 30

多次
。

¹

冷战后
“

三局部
”

的主要表现和特点是
:

1
.

相当部分的地区冲突是冷战时期的延续
,

大部分是

冷战遗留下来的问题
,

如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
、

东北亚朝鲜

半岛的南北军事对峙
、

南亚地区的印巴矛盾等
。

2
.

新的地区热点问题不断出现
。

如南斯拉夫问题
、

东

北亚问题
,

非洲一些地区的冲突与内乱问题
,

它们均与错综

复杂的种族
、

宗教
、

人权等矛盾和纠纷有关
。

3
.

从地区来看
,

中东
、

巴尔干
、

中亚
、

南亚
、

东北亚

构成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多发弧形地带
。

新旧热点问题时

隐时现
,

复杂多变
,

有的问题久拖不决
。

4
.

就性质来看
,

特别是
“ 9

·

n ”

事件后
,

美国调整其

对外战略
,

把重点放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上
,

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
,

从南亚核问题到朝

鲜核危机
,

国际形势呈现出局部紧张
、

动荡上升态势
。

虽然

就其规模
、

进程
、

后果和影响而言
,

这两场战争
,

特别是伊

拉克战争
,

均超过冷战以来的历次地区冲突
,

但它们仍是地

区性的局部战争
。

对冷战后国际形势
“

三总体
、

三局部
”

的科学判断提醒

我们
,

进人 21 世纪之后
,

世界仍不太平
,

地区冲突仍将是

国际斗争的主要形式
,

这反映国际关系处于新旧交替过渡时

¹ 《和平与发展》2田1年第 l期
,

第 1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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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全面审视
、

科学判断国际形势

期出现的无序和混乱现象
。

民族矛盾
、

种族纠纷
、

宗教对

立
、

领土争端
、

资源角逐
、

武器扩散等成为日益增多的地区

冲突的主要原因
,

加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有新抬头
,

“

三局部
”

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
。

处理
“

两大任务
”

的关系
,

迎接

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新挑战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目前世界的两大主题或两大潮流
。

发

展需要和平
,

和平离不开发展
。

而和平与发展则要求有一个

平等和稳定的国际环境
,

也就是说
,

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

与反霸和反恐两大任务密不可分
。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
: “

当头总是与霸权主义相联系
,

苏联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头
,

走上了霸权主义道路
。

美国当资

本主义国家的头
,

也是搞霸权主义
。 ” ¹ 199 7 年 4 月

,

江泽

民同志提出
“

二要二不要
”

原则
: “

要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利
,

不要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 ; 要对话与合作
,

不要对抗与冲

突
” ,

认为这
“

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
。 ”º 2仪刃 年 12

月江泽民同志在谈到多极化时又强调说
: “

单极与多极的矛

盾
,

称霸与反霸的斗争
,

将成为 21 世纪相当一个时期内国

¹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

人民出版社
,

1%岭 年
,

第 416 页
。

º 江泽民
:
《论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中央文献 出版社
, 2(X) 2 年

,

第

51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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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斗争的焦点
。 ” ¹ 这里

,

江泽民同志没有指名道姓地说出

谁搞霸权主义
,

而是从总体上指出反霸的任务
。

谁搞霸权
,

就反其霸权
。

回顾战后历史
,

世界范围的反霸斗争从未停止过
。

冷战

时期
,

反对美苏称霸
。

冷战后
,

美国凭借惟一超级大国的实

力地 位
,

继 续 推行 霸 权 主 义
。

最 近 几 年关 于
“ 1恤x

Am e ric an a’’ (美国治下的和平 ) 和美国是否想当
“

新帝国
”

的讨论
,

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称霸和反霸的斗争
。 “

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
。

⋯⋯世界还很不安全
,

人类面

临着许多严峻挑战
。 ”º 反霸仍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一项重要

任务
。

恐怖主义则是冷战后困扰国际社会
、

危及世界和平的一

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

它曾与地区冲突
、

武器扩散
、

毒品走私

一起被并称为
“

国际社会四大恶果
” 。

在较长时间里
,

恐怖

主义基本上被视为地区和局部问题
。 “ 9

·

11 ”

惨案震惊了国

际社会
,

国际恐怖主义已成为一个全局和全球的问题
,

它对

世界和平与稳定
,

对国际安全构成新的威胁
,

它是
“

世界政

治的毒瘤
” , “

国际社会的公害
” , “

世界人民的公敌
” 。

人们

对恐怖主义的危害性
、

严重性
,

对进行反恐斗争的紧迫性和

长期性有了新的认识
。

在这一共识基础上
,

反恐斗争成为国

际合作新的凝聚点
,

反恐斗争正在不断深人
。

¹ 江泽民
:
《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么幻2 年
,

第

519 页
。

º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

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
,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 , 2(X犯 年 11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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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全面审视
、

科学判断国际形势

反霸与反恐两大任务都很重要
,

如何定位
,

如何处理
,

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
。

江泽民同志在
“

十六大
”

上的报告把

新世纪我党对外工作的大政方针概括为
“

四主张
” 、 “

六继

续
” 。

这
“

四主张
”

是
: “

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
,

维护全人

类的共同利益
” , “

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 , “

我

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
,

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

样化
。 ” “

我们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 。 ¹ 第四个主

张的具体要求是
“

要加强国际合作
,

标本兼治
,

防范和打击

恐怖活动
,

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
” 。º 在党的重要

文献中写进反恐斗争的内容
,

并把它列为四个基本主张之

一
,

这是前所未有的
。

这反映了我党对
“9

·

11 ”

事件后国际

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和国际反恐斗争重要意义的新认识
。

然

而
, “

十六大
”

报告也给予反霸以应有的重视
,

在第二个主

张里
,

报告强调
: “

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

中国永远不称霸
,

永远不搞扩张
。 ”

在反对别国称霸的同时
,

中国宣示自己永不称霸
,

永不扩张
,

显示了中国人民大无畏

的精神和言行一致的态度
。

根据
“

十六大
”

报告里阐述的反恐和反霸关系
,

我们可

以初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

1
.

反霸与反恐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

我们的政策和方针

应是既要坚持反霸
,

又要进行反恐
。

两者不能偏废
,

不能互

替
,

甚至不能轻易认为反霸应服从反恐
,

或反之
。

¹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

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
,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 , 2(X犯 年 n 月 8 日

。

º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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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反霸与反恐实际上是个把握好既要斗争又要合作的

问题
。

坚持反霸
,

就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
,

冷战后显

然是与美国的单极独霸进行斗争
。

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

争
,

美国的新霸权主义抬头
,

美国再次暴露其扩张权力的欲

望和巩固其世界领导地位的企图
。

反霸突出了斗争
。

然而
,

美国也是国际恐怖活动的受害者
, “
9

·

n
”

惨案值得反思
,

也值得同情
。

不消除国际恐怖主义
,

就世无宁日
。

反恐突出

了合作
,

各国人民要加强合作
,

把反恐斗争进行到底
。

3
.

反霸与反恐也是一个处理好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

的问题
。

反霸是大原则
,

反恐是大方向
,

都应坚持
。

但在处

理时要注意具体分析
,

掌握一定的灵活性
。 “
9

·

n
”

事件后
,

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
,

美国是不是以反对恐怖主义之

名
,

行扩展霸权主义之实? 也就是说
,

美国是不是借反恐搞

霸权 ? 如果是
,

还要不要与美国进行反恐合作? 答案是显然

的
,

要反对美国搞地区霸权
,

但仍要坚持反恐合作
。

这就是

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

要坚持反霸
,

也要善于反霸
,

在反

对美国搞霸权的同时
,

以灵活的策略团结更多的国家和人民

加人反恐斗争行列
。

4
.

反霸与反恐均应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依据
。

国

家利益集 中表现为 4 个
“
s
” :
主权 (阮
vere ign ty )

、

安 全

(S 犯
uri ty)

、

稳定 (S栩由ili ty ) 和地位 (Sta tu
s
)
。

无论是霸权主

义还是恐怖主义
,

只要它损害国家根本利益
,

它就构成最大

的威胁
,

就应坚决斗争之
。

所以何时以反对什么为重应以国

家根本利益为准
,

并以此决定反霸与反恐的政策和措施
。



学习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全面审视
、

科学判断国际形势

抓住又一次历史机遇期
,

开创

我国对外工作新局面

党的
“

十六大
”

报告指出
: “

综观全局
,

21 世纪头二十

年
,

对我国来说
,

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
。 ”¹ 20 世纪 80 年代初

,

邓小平同志曾作出
“

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

今后二十年内可以集中精力搞建设
”

的论断
,

为我国经济在 20 世纪末最后二十年的腾飞指明了

方向
。

现在
,

党的
“

十六大
”

报告再次提出
: “

新的世界大

战在可预见的时期打不起来
。

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

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 ”

这是对邓小平同志国际战

略思想的重要发展
,

它不仅是我们党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的结

果
,

而且也是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前提
。

我们党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有三层重要含义
:
一是

“

紧

紧抓住
” ,

不能放松
。

机不可失
,

时不再来
。

如果说
,

邓小

平同志的论断为我国经济在 20 世纪末最后二十年的腾飞指

明了方向
,

那么
,

我们党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论断
,

将

会为我国在新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

推进现代化

的进程指明新的方向
。

二是
“

大有作为
” 。

20 世纪下半叶中

国基本上是有所作为的
。

21 世纪开始
,

在原有的发展基础

上
,

中国要迈开大步
,

大有作为了
。

这是何等振奋人心的号

¹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

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
,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 , 2《X吃年 11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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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 这是新的时代要求
,

更是新的历史责任
。

三是机遇总是

与挑战联系在一起
。

今后二十年
,

对中国来说
,

既是机遇
,

又是挑战
。

对此
,

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

应有优患意识
。

如

果说 20 世纪是一个
“

对抗世纪
” 。

21 世纪将会是一个
“

竞

争世纪
” ,

在和平与发展的目标实现之前
,

新旧格局
、

新旧

秩序
、

新旧制度之间的磨擦和冲突将会持续较长时期
,

中国

会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
,

在竞争中求发展
。

同时
,

对可

能出现的各种威胁和危机还应保持高度的重视和替惕
。

要抓住和用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
,

笔者认为我们必须

着重地树立两个新观念
、

搞好两个重要关系
。

1
.

树立新的安全观
。

冷战后
,

安全的范围扩大了
,

除

了传统的军事安全之外
,

人们更加重视经济安全
、

环境安全

等
。

同时
,

由于各国在安全上的相互依存不断发展和加深
,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实现其安全 目标
。

要克服
“

安全困

境
” ,

加强安全的国际合作
,

必须探求新的安全观
,

以互利

求合作
,

以互信求安全
。

江泽民同志对这一新安全观作了重

要概括
: “

树立以互信
、

互利
、

平等
、

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

观
,

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
。 ” ¹ 只有这样

,

以

军事联盟为基础
,

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才能得以克

服
。

2
.

建立新的秩序观
。

有序才能稳定
,

稳定才能发展
。

我们党主张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
,

改变不公正的国

际政治旧秩序
,

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

¹ 江泽民
:
《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2(X 犯 年

,

第

525 页 。



学习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全面审视
、

科学判断国际形势

新秩序
。

具体来说
,

新的世界秩序应该
:
(l) 坚持互相尊重

主权和领土完整
、

互不侵犯
、

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 (2) 坚

持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 ; (3) 坚持世界各国主权

平等的原则 ; (4) 坚持尊重各国国情
,

求同存异的原则 ;

(5) 坚持互利合作
,

共同发展的原则
。

3
.

改善周边关系
。

周边关系对战略机遇期有着直接的

影响
。

令人欣慰的是
,

经过多年的努力
,

我国的周边关系出

现了积极的改善势头
,

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

与

东盟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

与印度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

和加强
,

与 日本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
。

今后
,

我们应继续

坚持与邻为善
,

以邻为伴
,

加强睦邻友好
,

加强区域合作
,

进一步发展周边关系
,

为抓住战略机遇期提供有力的保证
。

4
.

发展中美关系
。

中美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的重中

之重
,

是赢得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关键
。

我们能否抓住
、

用

好战略机遇期
,

在相当的程度上要看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
。

三十年来
,

虽然中美关系走过不平坦的路途
,

几经波折
,

几

遭危机
,

但总的来说还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
。

从江泽民主席

与布什总统克劳福德高峰会谈到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的埃

维昂首脑会晤
,

中方完成了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承先启后的过

程
,

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中央新领导集体
,

和毛
、

邓
、

江三

代领导一样
,

高度重视中美关系
。

胡锦涛同志最近说
:
中美

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
。

我们愿意同美方一道

努力
,

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

¹

¹ 胡锦涛主席在法国埃维昂与布什总统会晤时的谈话
,

入刃3年 6 月 1 日
,

《人民 日报》
,

入刃3年 6 月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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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
,

我国对外关系的第一要

务是争取保持中美关系相对稳定
,

根据
“

既斗争又合作
,

既

冲突又协调
。

斗争而不破裂
,

冲突而不对抗
”

的原则
,

发展

中美之间的建设性合作关系
。

三十年来
,

中美关系留下了珍

贵的历史经验
,

我们应该记取并加以实践
:
第一

,

以战略高

度看待中美关系
,

登高望远
,

把握方向 ; 第二
,

以求同存异

的利益观扩大共同点
,

缩小分岐点 ; 第三
,

不断加强两国在

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 ; 第四
,

根据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地处

理好台湾问题
。

我们相信
,

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

民的根本利益
,

符合 21 世纪的时代潮流
,

也有利于亚太地

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

中美关系将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得

以改善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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