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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关于国家主权的思想

赵建文

弄
周恩来总理首先提出了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并终生

致力于推广这些原则
,

丰富这些原则的含义
。

他在实践上为维护中国的主权作出了不朽的贡

献
,

在理论上提出了关于国家主权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国际法思想
。

本文仅选取周 总理关于国

家主权的国际法思想中的几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

以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

一
、

国家主权是 由若干基本部分构成的

主权作为国家独立自主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利
,

是由若干基本部分构成的
。

在中外政

治家 和 法学家中
,

周总理是 最早提出这 一思想的人
。

 ! ∀ !年 ∀ 月  # 日
,

周总理在 《关于和

平谈判问题的报 告》 中指出
∃ “

我们对外交问 题有一个基本的 立场
,

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

场
,

独立自主
、

自力更生的立场
。
” � 对这个总的立场

,

他从国家的领土主权
、

政治主权
、

经济主权和文化主权四个方面进行 了阐述
。

�一  领土主权

在 《关于和平谈判问题 的报告》 中
,

周总理说
! “

美国军队驻在中国无论如何总是缺理

的
。

我们叫他们退出去
,

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呼声
。

他们国家的事我们管不了
,

但在中国的领

土上
,

美军若不退出
,

我们就有权消灭他们
。 ” ∀ 他这里所说的 “

有权
, ”

从国际法上讲
,

也就是有领土主权
。

·

#∃ %息年#&月 ∋# 日
,

周总理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的时候
,

为了强调 中印两国关系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即领土争议问题
,

第一项是
“相互尊重

领土主权
。 ”

后来
,

经周总理参加改动并沿用至今的第一项原则是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
。 ” 比较这两种提法

,

可以看出
,

周总理是把领土主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一个构成部分看待

的
。

按照帕尔马斯岛案的 仲裁人胡伯的见 解和 #∃ (% 年国际 法院关于 西撒哈拉向题的咨询意

见
,

领土主权就是国家依照国际法在自己的领土上履行国家职能所必需的一切权利
。

领土主

权既包括国家对领土的
“拥有权

、

使用权和处置权
, ” ) 也包括国家对其领土范围内的人

、

物及事件的排他的管辖权
。

领土主权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主权国家所必需的
,

实践中出现的个

别国家的领土主权的这两个方面相分离的情况
,

是国际关系中的不正常现象
,

不能由此得出

领土主权普遍可分的结论
,

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依照国际法应 当是完整的
。

�二 政治主权

政治主权
,

在国内政治中
,

按照周总理的说法
,

就是 各国人民
“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

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
的权利

,

不容任何形式的外来千涉
、

强迫或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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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中
,

政治主权意昧着政治独立
。

周总理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样说

过
∃ “在政治上

,

我们 的立场仍然是民族独立
,

平等相 待
。

美国国会在 吵嚷承认不承认中

国
。

一

其实
,

这有什么了不起  即使你承认我
,

我承认不承认你还 尚待考虑
。

⋯⋯如果急于要

求承认
,

就会陷于被动
。

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 % 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
。 ”

+ 他强调必须 “
把旧的外交传统割断

, ”
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外交关系

,

废除一切

不平等条约
,

肃清帝国主义的特权和影响
,

然后
“
另起炉灶

, ”
在平等

、

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

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

周总理后来自己总结说
!

·

“
这一

‘
另起炉灶

,
的方针

,
,

使我

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
,

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 ” −

�三 经济主权

国际法确立国家的经济主权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

要比领土主权和政治主权的确立晚

得多
。

周总理在四十年
一

代就注意 到了国家的经济主 权问题
。

#∃ .∃ 年 . 月
,

他说
! “

在经济

上
,

有买卖就做
,

国际贸易要开展
,

这是与双方都有利的
。

帝国主义的特权
,

我们不承认 ,, ,

“
我们要自力更生

,

然后才能争取外援
,

外援如有利于中国
,

当然要
,

但不能依赖
。

即使对于

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
,

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
。

如果只依赖外援
,

那还能办什么事 / 蒋介

石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

就是一切依赖外援
,

这是
‘
前车之鉴

。 ’
我们愿意与一切平等待我

之国家合作
。 ” 0 #∃ .∃年 ( 月

,

他又指出
! “

中国的半殖民地经济结构
,

是服从于帝国主义

的意志的
,

现在要把它改变过来
。

,, 1 #∃ %%年
,

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上说
,

我们亚非国家需要

在经济上合作
,

以便有助于消除我们在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迫下所造成的经济上的落后

状态
。 “

我们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应该以平等互利为基础
,

而不应该附有任何特权条件
。

我

们相互之间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应该以促进各国独立经济发展为目的
,

而不应该使任何一

方单纯地成为原料产地和消费品的销售市场
, ”

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
,

同时还要求经

济上的独立
, ” “

要求发展亚非各国独立自主的经济
。 ” 2 #∃ 3 ∋年底和#∃ 3.年初

,

周总理在

访 间非洲国家时
,

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

保证中国政府根据平

等互利原则对外提供援助
,

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和独立
。

#∃ ( .年的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的第一
、

二条规定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含义问题
。

第一条规定
! “

每个国家有依照其人民意志选择经济制度⋯⋯ 的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
。 ”

第

二条规定
! “

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
、

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
,

包括拥 有

权
、

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
,

并得自由行使此项主权
。 ”

该条还规定了国家管理外国投资
、

监

督和管理跨国公司以及对外国企业财产实行国有化的权利
。

4 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
,

同建立

国际经济新秩序密切相关
,
旧 国际经济秩序的要害就是无视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主权

。

�四  文化主权

文化主权是指国家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独立自主地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权利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

周总理说
! 在文化上

,

帝国主义有许多侵略机构
,

如学校
、

医院及教堂等
,

这些文化机构有坏的一面
,

但还有好的一面
,

可 以从内部来改造
,

使他们变

成民族的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他又指出
! “旧 中国不但在经济方面

,

而且在文化教

育方而也是依赖帝国主义的
6 不但经济上受剥削

,

思想上也受毒化
,

这是很危险的
。

7

现在要

清算
,

消除这些毒素
。 ” 4

“

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
,

但帝国主义在我 国百余年来的



经济势力还很大
,

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
。

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
。
” 4 在#∃ 扣

年的亚非会议上
,

周总理讲到
! “

我们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尊重 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
,

而不抹煞任何一国的特长优点
,

以便互相学习和观摩
。 ” 5 后来

,

他还 指出
!
在文化上

,

“
我们自己提倡民族化

,

也要尊重人家的民族化
。”

4 这些思想是十分深刻的
,

富有远见的
。

帝国主义
、

殖民 主义和种族 主义
,

都曾采取 各种形式
,

压 制殖 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文

化
,

妨碍被压迫 民族的个性发展和文化进步
。

尽管历史上那种赤裸裸的文化侵略今天已有所

改变
,

但是
,

有些国家仍然凭借其政治经济实力
,

把双向文化交流变成单项的文化输出
,

以 、

种种现代化的手段扼杀或压制弱小国家的民族文化
,

实行蓄意的文化侵略或渗透
。

一些发展 8
9

中国家的民族文化面临着生存危机
。

一个民族失去文化特性
,

就有可能失去凝聚力
。

知识和

文化依赖的结局同政治依附或经济依赖的后果同样地严重
,

无怪乎在七十年代后期
,

不结盟

国家首脑会议把
“
新的世界交流秩序

” 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相提并论
。

4

二
、

各国应相互地算重主权

�一  各国应完整地尊重主权

如上所述
,

国家 主权是 由领土主权
、

政治主权
、

经济主权和文化主 权等基本部分构成

的
。

主权的各个部分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

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领土单位
,

领土主权是基

础
,

有了它才谈得上政治
、

经济
、

文化主权
,

但经济
、

政治及文化主权的行使又会进一步巩固

领土主权
。

政治主权是经济
、

文化主权的前提
,

经济和文化主权是政治主权的保障
。

当一个

民族争取独立建立 国家的时候
,

总是先取得领土
,

获得物 质基础
,

进而 建立自己的政治组

识
,

取得政治独立
,

然后才能开展自己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
,

进一步巩固政治独立
,

巩固领

土主权
。

在这里
,

逻辑的顺序和历史顺序是一致的
。

既然国家主权是由若千基本部分构成的
,

那么各国的主权就有是否完整的问题
。

周总理

把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 的提法改为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 ” 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
这项原则中的

“
尊重

” 一词 的对象
,

既

有
“
主权

, ”
也有

“领 土
, ”

这项原则中 的
“
完整

”
一词

,

既与
“
领土

”
有关

,

也与
“
主

权
”
有关

。

这样
,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 的原则就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
,

即 “互相尊

重主权完整
” 和 “互相尊重领土完整

。 ”

完整地尊重国家主 权这一思想
,

是周总理 对传统 国际法理 论 中的国家主 权思想的新发

展
。

在传统国际法理论的主权概念 中
,

一般只讲领土主权和政治主权
,

不讲经济主权和文化

主权
,

影响国家主权的完整性
。

周总理深知中国过去主权不完整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
,

对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是否完整有高度的警觉
。

他关于完整地尊重国家主权的思想
,

代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
,

把握住了国际法的发展方向
。

在广大第三世界国

家的推动下
,

现代国际法在保障各国主权完整方面有了重要发展
。 #∃ ( .年的 《各国经济权利

和义务宪章》
,

明确规定了国家的经济主权
,

奠定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础
。

一

与此同时
,

建

立国际交流新秩序
,

保障国家的文化主权
,

也成了国际法领域里的重要问题
。

在当代国 际关系中
,

完全 无视别国主权的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 权主义行径已经不多见

了
,

但无视别国主权完整性的行为还 比较常见
。

因此强调完整地尊重国家主权的思想
,

就具

卜
:

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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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二 � 尊重主权是相互的
周总理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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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四项有个
“互”

字
,

后一项有个 “共
”
字

,

科学地反映和概括了国际关系具有

相互性的特点
,

坚持了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

在国际法上
,

各国都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利
,

同时
,

也都 负有尊重别国

主权的义务
。

一国行使主权不能违背国际法
,

不能侵犯别国主权
,
历史上出现的唯意志论的

国家主权学说或绝对主权学说
,

把国家主权强调 到至高无尚的地位
,

强调到可 以不服从国际

法的地步
,

成了为对外扩张服务的理论
。

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的理论是对绝对主权论的否定
。

相互尊重主权的原则
,

是弱小国家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侵犯它们的主权的法律武

器
,

特别受弱小国家的欢迎
。

所以
,

相互尊重主权的原则
,

旨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

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径
。

�三� 国家行使主权的领土范围应当完整

领土是 国家的构成要素
,

是国家生存的物质基础
,

是国家行使主权的范围
。

不仅主权的

各个基本构成部分和对内对外各方面应当是完整的
,

而且国家行使主权的领土范围也应 当是

完整的
。

正因为如此
,

周总理才把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 两项内容作为一项原则提出

来
,

放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位
。

在 国内许多版本的国际法教科书中
,

在谈到国家主 权和领 土完整 的关系的时候
,

认为
“
领土完整构成 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 ”

这与周总理的思想是不符的
。

只摹分析一下
“
互

相尊重主权和领土 完整
”
这项原则 的语法结构

,

就 可以看出这种观点 的不妥之处
。

周总理

在
“主权和领土完整”

’

之间用了
“和”

字
, “和”

字表示并列关系或平行关系
, “主权

”
不

包括在
“
领土 完整

”
中

, “
领土完整

”
也不 包括在

“
主权

” 之中
, “

领土完整
”
也就不会

是
“
主权

”
的组成部分

。

如果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只要说相互尊重主权就

可以 了
,

没有必要再加上领土完整
。

但是
,

这并不是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之间没有联系
,

周总理把尊重主权完整和尊重领

土完整这两项内容合并为一项原则
,

说明他认为这两者之间有密切联系
。

把尊重领土完整理

解为尊重国家行使主权的领土范围的完整
,

尊重国家间疆界的划分
,

似乎更合乎逻辑一些
。

当一 国领土被部 分侵占时
,

该 国行使主权的范围不完整了
,

但国家丰权并不 因此而缺少任

何
“重要组成部分

, ”
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领土主权都还可能是完整的
。

英国占据香港
,

中

国的领土不完整
,

不能说 中国的主权不完整
,

一

只能说中国行使主权的领土范围不完整
。

主权

的组成部分和领土的组成部分不是一回事
。

说领土完整是 国家主权收重要组成部分
,

可能是

把
“
领土完整

” 和 “
领土主权

” 这两个概念相混淆了
,

如果说领土主权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

分则是正确的
。

国际法确认的国家行使主权的领土范围
,

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

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的
。

传统国际法确认的国家领土空间范围只包括领陆
、

领水和领陆
、

领水的底土&∋ 现代国际法确认国家对其领陆和领水的上空享有完全 的排他的主权
,

扩大了国

家领土的空间范围
。

现代国际海洋法还确认了国家对毗连其领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自



然贪源的主权权利和对这些区域 内某些海洋活动的专属管辖权
,

确认了内陆国进出海洋的过

境权
,

确认了群岛水域的地位
,

这是国家领土主权的延伸
,

是对
一

领土完 整的补充和保障
。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给大陆架所下 的定义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
该定义指出

∃ “
沿海国的大

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
,

扩大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

底土
。 ” 既然沿海国的大陆架是其陆地领土在海洋中的进一步的延伸

,

那么
,

如果沿海国不

对其大陆架上的自然资源行使主权权利和对某些海洋活动行使专属管辖权
,

就会影响沿海国

的领土完整
。

在大陆架划界的时候
,

如果要求把别国的陆地领土在海洋中的自然延伸划归自

己
,

从大
一

陆架制度是对沿海国的领土完整的补充这个意义上讲
,
就违背了相互尊重领土完整

的原则
,

侵犯了别国的领土完整
。

苏

三
、

国家主权原则与国际主义原则及人类总体利益原则应当是统一的

�一 � 国家主权原则与国际主义原则是统一的

中苏关系的历史演变
,

是同两国对国家主权原则与国际主义原则的相互关系的不同认识

联系在一起的
。

周总理在理论和实践两条战线上同那种把国家主权原则和国际主义原则对立

起来
,

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应该适用国际主义原则
,

而不应讲国家主权的主张进行了坚决

斗争
。

五十年代初期
,

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立
,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

主要威胁的情况下
,

周总理认为同苏联结盟是必要的
,

双方作出适当的自我约束是可以理解

的
。

但他一再表示
∃ 相互尊重

、

平等相待和独立 自主的立场绝对不能改变
, “

不能把 自己的

党和国家的独立性失掉
” 。

4 即使在中苏合作处在高潮的时候
,

他还是清醒地维护中国的主

权
,

断然拒绝苏联把中国的军事和外交纳入其战略轨道 的图谋
。

六十年代
,

苏联把中苏两

党的理论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以后
,

周总 理终生反对 在
“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

”
名义下

搞
“
所谓

“
有限主权论

” 和其他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
。

在理论上
,

周总理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和国际主义原则的统一
。 # ∃ %&年 . 月& ∋日

,

他在对

中国驻外使节的讲话巾说
! “

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平等
。 ” 4 #∃ %%年 % 月#∋ 日

,

周

总理在 第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时指

出
!
在亚非会议上有人对殖民主义一词作了奇异的别有用心的歪曲

,

称社会主义是殖 民主义的

另一种形式
。 “社会主义国家既然推翻了本国的资本主义

,

也就推 翻了在 本国保存或产生

殖民主义的基础
,

社会主义 国家之间的关系
,

完全是一种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关

系
,

是以平等互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为基础的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
。

一个国家控制另一个

国家的行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毫无共同之处
。 ” 4 周总理的这一思想反映在#∃ % 3

年 ##月 # 日的中国政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声明中
,

该声明说
!
社会主黑国家都是

独立的主权国家
,

同时 又是 以社会主义的共同 哩想和无产阶级的 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

的
。

因此
,

社会主义 国家的相互关系
,

就更应 该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 土完整
、

互不侵

犯
、

耳不干涉内政
、

平等互利
、

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

4

周总理关于国家主权 原则和国际主义原则的相互关系的认 识
,

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

的
。

如果取消国家主权
,

也就无所谓国际主义
。 正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倡导者恩格斯所说

!

苏

衣



长

‘成

奋

“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
,

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
、

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

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
。 ”

( 恩格斯还说
∃ ‘“

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
,

无论如何只

有在独立 民族 的范围内才有可能
,

⋯ ⋯ 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
” 。

4
‘

#∃ ;今年 % 月#; 日
,

中苏两国在联合公报中声明要在以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基

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 国关系
。

4 周总理关于 国家主权原则和国际主义原则

的关系的理论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

中苏关系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

�二  国家主权原则应与人类总体利益原则统一起来

列宁说
! “

爱 国主义就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 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
。 ” 5 由于当

今的人类社会是技地域划分为国家的
,

各国的政治制度
、

经济发展程度和历史文化传统存在

着这样那样的差另<<,

国民不可能没有爱国主义
。

只要国民存在爱国主义
,

就会维护国家的主

忆 以便达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
。

爱国主义
、

国家主权
、

国家利益等问题
,

都是十分现实的

问题
。

但是
,

各国的利益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 而独立地存在
,

现代人类社会是作为一个

整体向前发展的
,

作为人类一部分的各个国家
,

都不能回避人类的总休利益
。

在
7浅争与和平

问题上
,

两次世界大战早已证明人类存在总体利益
。

在经济方面
,

一个息息相关的世界市场

的形成
,

也表明人类存在总体利益
。

面对这样的国际关系现实
,

如果不讲国家主权
,

只讲人类总体利益
,

那等于空谈 6 女口果

不讲人类总体利益
,

只讲国家主权
,

把国家利益绝对化
,

就是狭隘民族主义
。

只有把国家主

权原则和人类总体利益原则统一起来
,

才是适合国际关系现实的
。

早在# ∃ ∋∃年
,

毛主席在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时候就曾说过
! “

打倒帝国主义
,

解

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
,

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
,

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
,

这就是我们用以反

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 ” 4 #∃ %&年

,

周总理在谈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

任务的时候指出
!
我们要

“
坚持国际主义

,

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
” , “

社会主义的爱国主米

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

而是在 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
。 ” 4

周总理的这一思想
,

在 #∃ % .年
、 #∃ 了%年

、 #∃ ( ;年和#∃ ;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都得

到了体现
。 #∃ ;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序言指出

! “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人

民的支持分不开的
。

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的
。 ”

这就是中国人民把 国家主

权原则同人类总体利益原则相结合的思想基础
。,

该宪法序言接着规定
! “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

的对外政政策
,

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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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处的五项原则
,

7

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
、

文化的交流
6 坚持反对帝国主义

、

霸权主

义
、

殖民主义
,

‘

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
,

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团家争取和维护民族

独立
、

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
,

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 ”

上述规定

以 “
中国坚持独立 自主的对外政策

”
开始

,

以 “
为维护 世界和 平和促进 人类进步事业而努

力
” 结束

,

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中国奉行 国家主仅原则和人类总体利益原则相结合的处理内外

事务的方针
。

国际法正是朝着把 国家主权原则和人类总体利益原则结合起来的方 向发展的
。 #∃ . %年的

《联合国宪章》
、 #∃ % ∃年的 《南极条约》

、 #∃ 3 (年的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



关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
、

 ! # !年的 《指导各国 在月球 和其他 天体上活动的协

定》
、

 ! ) ∗年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都表明了这一点
。

其中海洋法公约表述得最清楚
,

公约序言指出
∃ “

需要通过本公约
,

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
,

‘

为海洋建立一种法

律秩序
。 ” 又指出国际海底 区域及其资源

“

为全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 其勘探与开发应为虫

人类的利益而进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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