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打破西方“制裁”

1989 年中国平息国内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口所谓维

护“人权”“自由”“民主”，对中国政府进行污蔑，并宣布对中国实行

“制裁”。

1989 年 6 月 5 日， 美国总统布什宣布 5

项对华制裁措施。澳大利亚、丹麦、法国、英

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西方

国家也相继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英国还

单方面推迟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谈判。



三、打破西方“制裁”

在西方国家对华实施所谓“制裁”的同时

，国际局势出现剧烈动荡，发生了苏东剧变。

1991年 12月 25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

苏联解体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结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两极格局，社

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

低潮，遭受了重大挫折。中国面临着因苏东剧

变而来的又一巨大压力和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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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苏东剧变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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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苏东剧变的启示

1 、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3、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4、妥善解决民族问题，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5、发展良好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极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三、打破西方“制裁”

党中央经过冷静观察和缜密思考，提出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

：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

的方向发展。尽管目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

世界两大主题。根据这一基本判断，党中央明确提出，要继续执行

改革开放以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概括和制定了“冷静观

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

作为”的外交战略策略方针。



三、打破西方“制裁”

在该方针指导下，党中央确定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我国外交工作的两个重点：

二是积极主动，努力打破西方“制裁”，恢复和稳定

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并提出和执行了“坚持原则、利

用矛盾、广交朋友、多做工作、打破制裁、避免孤立”的

基本方针策略。

一是开展睦邻外交，稳定和积极发展同周边

国家的关系，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三、打破西方“制裁”

为了打破“制裁”，从 1989 年下半年开始

，在国内局势基本趋于平静之后，我国领导人

以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为中心，积极开展

各个层次的外交活动。从 1990年至 1992 年，

中国的外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到 1992年，中

国已同 15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 200多

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

合作。

1990年 3月，应金日成的邀请，江
泽民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图为江泽
民在金日成陪同下观看歌剧《卖花姑
娘》，并在演出后与演员合影留念



三、打破西方“制裁”

• 中国打破制裁的第一步，推动日本加速改善对华关系。 1990年 7

月，日本率先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提出取消对华“制裁”

• 中国打破制裁的第二步，争取同西欧国家恢复正常关系。 1990年

10月22日，欧共体外长会议作出决定取消对华采取的限制措施

• 中国打破制裁的第三步，在前两步的基础上，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1993年 11月，江泽民与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举行首脑会晤，标

志着美国对华“制裁”政策的基本打破



小结
进入1988年，改革开放迎来第十个年头。加快和深化改革，加速和扩

大开放，成为这一年中国社会的主题词。在从计划经济旧体制向尚未成形的

市场化经济新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 10年改革发展长期积累的一系列深层

次矛盾和问题开始集中暴露，推动的价格改革“闯关”受挫。为扭转经济形

势，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改革的重点转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

序上来。正当治理整顿方针分步实施之时，国内风波、国际变局给中国的改

革开放造成了一定冲击。中国共产党坚定果断地应对这一冲击和挑战，成功

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这条强国之路。



思考题
1、新时代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2、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

3、新时代我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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