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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来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 

                    四大趋势： 
1、二战后到50年代中：两极格局形成，进入“冷战”； 
2、50年代中到60年代末：6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资本主义阵营分
化；第三世界崛起，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 
3、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美、日、西欧三足鼎立，多极化趋势发展； 
4、80年代至90年代后：苏东剧变，两极格局解体，“一超多强”的世
界多极化趋势加强。 

两极格局形成 两极格局受冲击， 
多极化趋势出现 

两极格局瓦解， 
多极化趋势加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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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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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外交：奠基（1949-1956） 

50年代中-60年代末：“两个拳头打人” 反美反苏 

60年代中期开始“一大片、一条线”的外交方针。 

70年代：外交关系突破 

新时期（1978以来）：全方位、无敌国多边外交 

基本政策（方针）：独立自主和平外交 
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一边倒 

革命外交——国家外交 

全方位、无敌国多边外交 
（不结盟） 



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较量 
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的争夺 

49年-50年代中： 

“冷战”下的的中国外交 

零和思维+全面对抗 



(步步高P88) 



新中国初期的外交方针(步步高P85) 

解决问题 基本方针 内涵 意义 

如何处理国
民政府的外
交？ 

  

如何对待以
美国为首的
资本主义国
家？ 

如何对待以
苏联为首与
社会主义国
家？ 

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
子再请客 

一边倒 

不承认旧的屈辱外交关
系，而在新的基础上另
建新的平等外交关系。 

先清除帝国主义在华
势力和一切特权，再
考虑与西方国家建交。 

坚定不移的站在社
会主义阵营一边。 

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
地位，在国际交往中独立
自主。 

巩固了新中国的独立与
主权，奠定了与世界各
国建立平等互利外交关
系的基础。   

在保障革命成果、捍卫和
平以及维护独立与主权的
斗争中不致孤立。 
 

依据： 意识形态  国家利益 



材料    美苏两国都不可能允许新中
国在它们之间采取某种较为平衡的政
策，新中国要保持中立的办法是行不
通的，必须在两大阵营中作出抉择，
也就是选择“一边倒”。 
    ——隋淑英《论“一边倒”的历史局限性》 





合作探究：为什么要倒向苏联呢？一边倒与
独立自主矛盾吗？为什么？ 

◆一边倒方针主要包含两大内涵：一是与苏联结盟、倒向社会
主义阵营；二是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步步高P87 

 



    材料：二战后中国的走向成为强权博弈的新的焦点……已经隐
然出现了一个美、苏、国、共等三国四方纵横捭阖的政治结

构。……“一边倒”从深层次讲是中、美、苏三方选择的结果，但
其中最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自己作出的选择。 

   —孔寒冰《论新中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产生》 

材料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
订。条约规定：……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
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一边倒”政策 

◆一边倒方针的前提条件是坚持独立自主。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实施不仅使新中
国在经济援助、外交等方面倚重苏联,并且政治体
制、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也照搬前苏联经验,产生
了许多弊端,走了许多弯路。同时也加剧了中美关
系的冻结程度,限制了中国外交向纵深的发展。 
——游艳丽《美国对华政策与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之
联系》 

   请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材料中的观点。(要求观
点明确,史实充分)(12分) 



第一种:赞成材料观点即“一边倒”外交政策
产生很多消极影响。(4分)从国家安全与领土
完整来说,与美国敌对给自己找来了更强大的
对手,中国领海及沿海弧形地带承受的压力骤
然上升;从得到的国际承认来说,同美国的敌
对导致中国不被很多国际组织接纳,越来越走
向自我封闭,与世界的发展潮流相脱节;从经
济的恢复与发展来说,参加朝鲜战争和长期面
临战争威胁,以及美国经济上的封锁和禁运,
使中国无法利用外部条件和良机来发展自己。
(8分) 



第二种:不赞成材料观点,“一边倒”外交政
策具有重大的积极影响。(4分)从政治上看,
为新中国获得国际承认、发展对外关系、粉
碎帝国主义的孤立政策起了积极的作用;从经
济上看,为我国迅速医治战争创伤,促进国民
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援助和强
有力的支持;从军事上看,为我国挫败美帝国
主义包围与挑衅提供了坚强的后盾,维护了我
国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
位。(8分) 



1 苏联 1949.10.3. 10 印度 1950.4.1. 

2 保加利亚 1949.10.4. 11 印度尼西亚 1950.4.13. 

3 罗马尼亚 1949.10.5. 12 瑞典 1950.5.9. 

4 匈牙利 1949.10.6. 13 丹麦 1950.5.11. 

5 朝鲜 1949.10.6. 14 缅甸 1950.6.8. 

6 波兰 1949.10.7. 15 瑞士 1950.9.14. 

7 蒙古 1949.10.16. 16 列支敦士登 1950.9.14. 

8 阿尔巴尼亚 1949.11.23. 17 芬兰 

9 越南 1950.1.18. 1950.10.28. 

建国第一年与十七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第一次建交高
潮。 

论从史出 从上表可以看出新中国刚成立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以

社会主义国家为主，体现了“一边倒”外交方针，社会制度和意

识形态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发展。 



 年   份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建交国家 10 9 1 0 0 

1949—1953年与中国建交国家数据简表 

       新“炉灶”建好了，“屋子“打扫干净
了，为什么却请不到几个朊友？ 

“一边倒”突出意识形态 革命外交 



        材料    中国人民意识到，经济建设非得有稳定、和
平的国际环境不可，中国需要同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国家
到交道。               ——周盛平 

《新中国60年外交：打破封锁、敞开国门、融入全球》 

       革命外交 

（突出意识形态） 

        国家外交 

（更多考虑国家利益） 

       材料：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
平共处，这也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 
——《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54年7月7日 
《毛泽东文集》 



新兴民族独立的国家 

朝鲜问题 

台湾问题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 



积极同邻近国家和新兴民族独立国
家发展友好关系； 
 
为国内经济建设赢得稳定环境；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目的 



A.1953年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时，

首次提出； 

B.1954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时，

再次提出和完善； 

C.1955年亚非会议上最终确定；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制定的经过 



和 
平 共 

处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 

核心 基础 

保证 

条件 

归宿 



拓展延伸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意义？ 

材料   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表示，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完全适用于巩固和发展越南、老挝和
柬埔寨三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材料   60年来，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
则  ……适用于各种社会制度……已经成为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得到国际社会
广泛赞同和遵守。                         

                           ——习近平讲话 



拓展延伸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意义？ 

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特点见步步高P88） 

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成熟； 

成为解决国与国乊间问题的基本准则，具有

强大的生命力； 



印度支那 

朝鲜半岛 



拓展延伸 
印度支那问题 

柬埔寨 

二战前，属于法国的殖民地 

二战中，被日本占领 

战后获得解放，但是法国企图重

建殖民地，于是在美国支持下卷土

重来 

1946~1954印度支那人民进行反法

斗争 

1954年《日内瓦会议》承认三国

独立和主权。 



       周先生在会议中起了别人不能起的卓越作用。
没有您的帮助，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是不可想象
的，说不定我们早已散会回家了。      
                                    ——英国外交大臣 艾登 

思考：周恩来在会议上发挥的作用？ 

作用：会议进入僵局时，提出就印度支那停
止敌对行动的合理建议，推动协议达成。 

日内瓦会议（1954年） 

              ——新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 



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国际会议 



       材料  亚非的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起

都受到幵且现在仍然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

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维护民族独立和

发展经济中找共同基础。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我们幵不要求各

人放弃自己的见解，以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

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

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幵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

结。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的讲话 “求同存异”中“同”和“异”分别指什么？ 

 同遭遇：曾遭受殖民主义侵略   

 同任务：维护民族独立、 

         发展本国经济 

         维护世界和平 

异：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新中国初期的外交政策及成就 

打破
外交
孤立  

外交政
策成熟
标志 

步入世
界外交
舞台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特点(步步高 P88) 

(1)革命性：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另

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等方针，从解决的主要

问题看，这几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 

(2)结盟性：“一边倒”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与苏联等国

结盟，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一大特点。 

(3)平等性：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基础上，提出了外交三大政

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也在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等外交实践活

动中得以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