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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经济与贸易（东南亚方向）国家特色专业系列教材：东南亚政治与文化》分十二章展开，
内容主要涉及东南亚地区及其相关国家政治与文化发展的演进脉络、基本特征、未来的拓展趋势、主
要影响以及大国因素的作用情况等。

　　作为广西财经
　　作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东南亚方向）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系列成果之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东南
亚方向）国家特色专业系列教材：东南亚政治与文化》既适合大中专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
、市场营销等专业使用，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材和干部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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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54年6月底，周总理应邀访问了缅甸，他与缅甸总理吴努发表的《联合声明》写
进了五项原则，并进一步确认它适用于同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1955年4月，中国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万隆会议）。
中国代表团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挫败了美国破坏和分裂会议的图谋，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得到许多东南亚国家的认同，在此基础上达成了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维护冷战初期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它为东南亚地区相同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提供了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
正确指导原则。
 2.它指明了东南亚地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
 3.它有力地维护了东南亚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促进了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4.它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东南亚地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使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取得了更多的外交空间。
1958年7月中国与柬埔寨建交，1961年4月与老挝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苏冲突的发生，中国意识到美苏在东南亚地区保持平衡局势会有利于中国的国家
安全，中国更多的是在美苏两个大国之间坚持自己较为独立的外交政策，试图在两个大国之间起到权
力平衡的作用。
中国的东南亚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中国的东南亚观发生了变化，即东南亚国家既不属于帝国主
义阵营也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而是与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一样，同属于反帝国主义阵营。
 2.支持不结盟运动。
中国竭力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 East Asian Treaty Organiza tion），亚太理事会（Asianand Pacific
Council）和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而支持不结盟运动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
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多为双边关系。
即便是在冷战背景下，中国出于安全和其他方面的考虑，但从未组织或寻求和任何东南亚国家结成正
式同盟。
 3.中国认为自己可充当亚洲共产主义阵营，包括北朝鲜、北越、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的领袖，支持东
南亚国家的共产党或亲共势力，与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怀疑及不支持一些新独立的亲
西方的东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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