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恩来总理在抵达印度尼西亚（1955年）时受到官方的热烈
欢迎。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宣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和平五项原则

这五项原则最先是周恩来总理于１９５３年１２月31日在会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
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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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当时在撰写这些原则时，世界各地人民已极端厌恶几十年的战争侵略、内战
和殖民帝统治阶级的压迫。在世界各地的主要城市一片废墟，数以百万计的
难民在这片充满冲突的土地重新建设新的家园。饥饿，贫穷和疾病夺去了年
轻一代的生命。人们付出了整整一代的牺牲，然而更多的战争一触即发，这
也激发了世界数十亿的人民对和平渴望和勇气。

人们共同思考的是－－是否可以结束暴力和防止破坏？

周恩来总理的回答是明确的 －－ 以世界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共识为基准。他认识
到 －－ 我们在理念上、经济上、社会制度上、宗教上、文化和种族意识上有着深
远的不同。他起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观众找到了共鸣。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
时在机场受到尼赫鲁总理的欢迎

他指出：“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多国之间，还适用于总体的国际关系之
间，它们就会为和平和安全构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并且取代今天所存在的
恐惧和顾虑而感到信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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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４年４月２９日，中印两国发表谈判公报，并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
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两国政府一致同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入公报和
协定中，把它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这一准则后被联合国公约采纳并备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德里，万隆，日
内瓦和开罗等更多的国际会议中发表和
讨论。最终得到57各国家和不结盟运动
的成员国的签署和批准，并已被纳入世
界贸易组织的宪章。

五项原则是基于国际事务的最根本的思
想，并且绘制到国联盟约、凯洛格条约
和联合国宪章。这些原则也基于了中国
2600年前老子和孔子的传统哲学。

周恩来的贡献是认准这些原则，用超人
的智慧简单明了地将它们以5个亮点概
括，并且做了合乎情理的解释说服了许
多政府和公共组织去接受它们。

当今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观察是根据世界上多种复杂的因素而放大了它们的重要
性 －－ 这些因素包括苏联解体，多边主义的增长，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草根组
织和非营利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国际法的实践，全球化的传播，美国的军事作用，
经济和维护社会和平的使者，以及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和复兴。

今天，撰写60年之后的和平五项原则比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 －－ 有必要加强理解
和研究，延续不断的实践它们。

这些原则可以从政治领域扩展到每一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无论是哪个民族的
人民对和平的感知，都需要相互关切和平互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帮助建立一



个基本的标准，这也将使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关系、我们的事业、我
们的城市和国家更为和平。

整个人类世界是厌倦战争的，人类刻骨铭心的共鸣是持久发展的这一永恒的改变。

这就是2013年10月20日我们在全国政协礼堂庆贺和平五项原则的目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3年6月，周恩来和平研究院；于檀香山和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