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二 

中共新安全觀黨政文件彙輯 
編

號 
日期 地點 

主

角 

文件

名稱
內容摘要 備考 

1 1998/4/3 北京 

江

澤

民 

中央

軍委

擴大

會議

在 15 大後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

上，共軍高層除分析當前國際安全

環境的變化外，同時結合新的國際

形勢，對建立「新安全觀」形成一

致共識。 

1998/4/8
中央日

報第 8
版 

2 2000/10/26 

北京

人民

大會

堂 

江

澤

民 

抗美

援朝

50
週年

大會

當今世界，正在向著政治多極化、

經濟全球化的方向發展，科技進步

日新月異，全球和亞太地區的局勢

發生了深刻的變化。和平與發展，

是不可抗拒的歷史潮流。和平之可

貴，在於贏得和平不易，維護和平

也不易。維護和促進世界持久和平

與安全，必須推動建立和平穩定、

公正合理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

序，徹底擯棄冷戰思維，建立適應

時代要求的互信、互利、平等、合

作的新型安全觀。  

3 2001/7/1 

 

江

澤

民 

中共

建黨

80
週年

講話

我們堅持獨立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為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

作出了重要貢獻。我們徹底結束了

中國近代以來屈辱外交的歷史，有

力地維護了國家的主權、安全和民

族尊嚴。我們積極倡導和維護和平

共處五項原則，堅決反對以強淩弱

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持原

則，支持公道，伸張正義，努力維

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推

動建立公正合理的國際政治經濟

新秩序。 

 

4 2002/10/21 北京 

唐

家

璇 

13
屆 4
中全

會以

來改

革開

推動對話與合作，維護世界和平，

促進共同發展。我們積極參與以聯

合國為中心的多邊活動，發揮聯合

國及安理會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

全上的核心作用。我們積極推動經

濟、環發和社會等領域的國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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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和

現代

化建

設成

就第

8 場

報告

會/
中國

跨世

紀外

交的

光輝

歷程

作，參與亞太和亞歐合作進程。我

們積極宣導和實踐新安全觀，促進

世界持久和平與各國共同安全。 

5 2002/11/8 北京 

江

澤

民 

中國

共產

黨第

16
次全

國代

表大

會報

告 

和 平 與 發 展 仍 是 當 今 時 代 的 主

題。維護和平，促進發展，事關各

國人民的福祉，是各國人民的共同

願望，也是不可阻擋的歷史潮流。

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

發展，給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帶來了

機遇和有利條件。新的世界大戰在

可預見的時期內打不起來。爭取較

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和良好周

邊環境是可以實現的。 

 

6 2004/8/26  

江

澤

民 

江澤

民對

鄧小

平新

時期

軍隊

建設

思想

的創

新發

展 

在制止戰爭的途徑上，堅持鄧小平

同志關於用和平方式處理國際關

係的觀點，作出了「樹立互信、互

利、平等和協作的新安全觀，通過

對話和合作解決爭端，而不應訴諸

武力或以武力相威脅」的新論斷。 

 

7 2004/9/19 北京 

 

中共

中央

關於

堅持以冷靜觀察，沈著應對的方針

和相互尊重、求同存異的精神處理

國際事務，促進世界多極化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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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

黨的

執政

能力

建設

的能

力 

關係民主化，促進經濟全球化朝著

有利於共同繁榮的方向，促進新安

全觀的樹立，維護世界的多樣性，

推動建立公正合理的國際政治經

濟秩序。 

8 2004/12/31 北京 

胡

錦

濤 

2005
年新

年賀

詞－

－共

同創

造人

類的

美好

未來

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是

各國人民的共同心願。中國人民願

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建立公正合

理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提倡國

際關係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樣性，

促進樹立新安全觀，努力實現全球

經濟均衡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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