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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吴登盛总统， 

尊敬的安萨里副总统， 

尊敬的各位使节、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这是中

国、印度、缅甸和国际社会共同的盛会，对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增进各国

人民友好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各位嘉宾

和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刚才，吴登盛总统、安萨里副总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重要讲话，我对他们

的讲话表示高度评价。 

  60 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兴起的非殖民化运动中，亚非拉民族独

立解放事业蓬勃发展，新生的国家渴望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中国、印度、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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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共同倡导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

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 年 6月 28 日和 29日，中印、中缅分别发表联合声明，确认这五项原

则将在相互关系以及各自国家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予以适用。这是

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

贡献。 

  抚今追昔，我们对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三国老一辈领导人表示深

切的缅怀，对长期以来坚持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各国有识之士，致以崇高

的敬意！ 

  今天，我们共同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周年，就是要探讨新形势下

如何更好弘扬这五项原则，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共同建设合作共赢的美好

世界。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在亚洲诞生，是因为它传承了亚洲人民崇尚和平

的思想传统。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

“兼爱非攻”等理念。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人民也历来崇尚仁爱、慈善、和

平等价值观。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用诗歌的语言写道：“你以为用战争可以获

取友谊？春天就会从眼前姗姗而去。”缅甸人民建立了和平塔，用来祈祷世界

和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生动反映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并赋予这些宗旨和

原则以可见、可行、可依循的内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包含 4 个“互”字、1



个“共”字，既代表了亚洲国家对国际关系的新期待，也体现了各国权利、义

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治精神。 

  上个世纪 50年代，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中印友好之风吹遍了两国

广袤大地。当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到处可以听到“潘查希拉金达巴”

（五项原则万岁）、“印地秦尼巴伊巴伊”（印中人民是兄弟）的欢呼声。中

缅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妥善解决了边界问题，1960年两国签署边界条

约，这是新中国同周边邻国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中缅两国还签署了中缅友

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亚洲国家间首个和平友好条约。 

  60 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在中国、印度、缅甸生根发芽、深入人

心，而且走向亚洲、走向世界，中国、印度、缅甸都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中

方认为，总结国际关系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印方认

为，如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所有国家相互关系中获得认可，那么世界就几乎

不会有任何冲突和战争。缅方表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一切国家都是适当的

指导原则。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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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精辟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一个相互联系、相辅

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适用于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体量规模国家之

间的关系。1955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

发展。上个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把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原则。1970年



和 1974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宣言都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为当今世界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文件所采纳，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同

和遵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力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的精髓，就是所有国家主权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国家垄断国际事务。这为广

大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

合作、联合自强的旗帜，加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理解和信任，促进了南南

合作，也推动了南北关系改善和发展。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

了积极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摒弃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壮大了反帝反殖

力量，加速了殖民体系崩溃瓦解。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大背景下，所谓“大家

庭”、“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方式都没有处理好国与国关系，反而带

来了矛盾、激化了局势。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和平解

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开辟了崭新道路。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更加强劲，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国际

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仍很突出，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各种地区冲突和

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不少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儿童依然生活在战火硝烟之中，不

少发展中国家人民依然承受着饥寒的煎熬。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

然任重道远。 



  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不是过时了，而是历久弥新；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意义不是淡化了，而是历久弥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作用不是

削弱了，而是历久弥坚。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刚才，吴登盛总统、安萨里副总统都对新形势

下坚持和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美好世界谈了很好

的想法和主张。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印度、缅甸有着广泛共识。我愿谈几点

看法。 

  第一，坚持主权平等。主权是国家独立的根本标志，也是国家利益的根本

体现和可靠保证。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各国应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这些都是硬道理，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任何时候都不应动摇。 

  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国际

事务的权利。各国的事务应该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我们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

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出于一己之利或一己之见，采用非法手段颠覆别

国合法政权。 

  第二，坚持共同安全。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国际和地区

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的责任。我们要倡导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一个国家

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

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我们要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共同应对日益

增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

土壤。 



  对待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以

对话增互信，以对话解纷争，以对话促安全，不能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

胁。热衷于使用武力，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道义贫乏、理念苍白的表现。只

有基于道义、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我们要推动建设

开放、透明、平等的亚太安全合作新架构，推动各国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

安全。 

  第三，坚持共同发展。天空足够大，地球足够大，世界也足够大，容得下

各国共同发展繁荣。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裕，另一些国家长期贫穷落后，这样的

局面是不可持续的。水涨船高，小河有水大河满，大家发展才能发展大家。各

国在谋求自身发展时，应该积极促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

惠及各国人民。 

  我们要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

续、平衡增长，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持开放的区域合作，反对各

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反对任何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意图和做法。 

  我们要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增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推动发

达国家承担更多责任，努力缩小南北差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

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基础。 

  第四，坚持合作共赢。“合则强，孤则弱。”合作共赢应该成为各国处理

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合作共赢是普遍适用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

域，而且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其他领域。 

  我们应该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

汇合点，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要相互补台、好戏连台。要积极树立双



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我们要坚持同舟共济、权责共担，携手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网

络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

球家园。 

  第五，坚持包容互鉴。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今世界有 70

亿人口，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5000多种语言。不同民族、不

同文明多姿多彩、各有千秋，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

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

族。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

幻想。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要倡导交流互鉴，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

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 

  第六，坚持公平正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

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崇高目标。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公平正义还远远没

有实现。 

  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

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

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 

  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

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



“法者，天下之准绳也。”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没有只适

用他人、不适用自己的法律，也没有只适用自己、不适用他人的法律。适用法

律不能有双重标准。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

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 

  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合理化。适应国际力量对比新变化推进全球治

理体系改革，体现各方关切和诉求，更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载入了中国宪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中国是当代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

设者、贡献者。 

  ——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根据时代发

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

的基因。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对中国有利，对亚洲有

利，对世界也有利，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中国和平发展的信念。中国坚定维护

自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支持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

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不会把自己的意

志强加于人，即使再强大也永远不称霸。中国真诚希望其他国家都走和平发展

道路，大家携手把这条路走稳走好。 

  ——中国将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

作。“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中国坚持按照亲、诚、



惠、容的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

家。中国坚持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坚持正确义利观，永远做发

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中国重视各大国的地位和作用，致力于同各

大国发展全方位合作关系，积极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俄罗斯发展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大家一起

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正在推动落实丝绸之

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等重大合作倡议，中国将以此为契机全面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

济体系，为亚洲和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空间。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奋斗。中国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人民愿意同各国

人民在实现各自梦想的过程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中国愿意同各国尤其是周

边邻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为表彰和鼓励更多人士和团体坚持和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愿宣布，

中国政府决定设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卓越奖

学金”。 

  中国有句古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印度有句谚语：“水滴汇成

溪，稻穗集成束。”缅甸人常说：“想，要凌云壮志；干，要脚踏实地。”中

国将继续做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率，同印度、缅甸和国际社会一道，推

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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