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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关于批准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

管理 条例 的 决議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三日 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一一四次會議決議 : 批准外国人入境出境过

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

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 行管理条例 , 已經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二 日 国务院全体会

議第一百四十一次会議通过, 并經同年三月十三 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

第一百一十四次会 批准, 現在公布施行。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三日

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

第一章总則

第一 条 外国人入、 出 、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和在中国居留、 旅行, 都依照本

条例的規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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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例的規定也适用于无国籍人。

第二 条 外国人在中国, 应当遵守中国的法令。

第三 条 外国人入境、 出境、 过境、 居留、 旅行, 应当经中国政府主管 机关 的 許

可。

第四 条 中国政府在国外受理外国人入境、 出境, 过境申請的机关是中国的外交代

表机关、 领事机关。

中国政府在国内受理外国人入境、 出境、 过境、 居留、 旅行申請的机关是

有关地区的公安局。 外国驻华外交代表机关和 事机关的外交官、 領事官、

公务人員的申請, 由外交部、 有关地区的外事处受理, 其他持有外交、 公务

护照的外国人的申請, 由外交部、 有关地区的外事处或者公安局受理。

第五 条 受理外国人入境、 出境、 过境、 居留、 旅行申請的机关, 有权拒发签证、

証件 , 对已經发出的签证、 証件有权吊銷或者宣布作废。

第六 条 中国的国防軍事要地和禁区, 禁止外国人居留和旅行。

第二章 入境、 出境、 过境

第七 条 外国人入境、 出境、 过境, 应当申請办理签证。

第八 条 外国人入境、 出境、 过境, 应当在签证内注明的有效期限内 , 按照指定的

入境出境口岸、 交通工具和路綫通行。 入境的外国人只許前往签証內注明的

目的地。 入境、 出境、 过境中途, 非經許可, 不得停留。

第九条 在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簽訂的互免簽証协議范围内的外国人, 应当从中国

政府对外开放的口岸通行。 入境后应当向国境检查站說明 目的地, 并且按照

国境检查站指定的路綫、 交通工具前往。 入境、 出境、 过境中途, 非 經許

可, 不得停留。

第三章 居 留

第十 条 外国人在中国居留, 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 , 申請办理居留登記。

第 十 一 条 外国人在中国居留, 应当遵守戶口管理制度, 依照規定申报戶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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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宿外国人的机关、 学校、 企业、 团体、 旅店和居民, 应当依照戶口管理

制度的規定申报戶口 。

第十二 条 居留在中国的外国人, 应当在公安机关指定的時間內 , 到指定的公安机关

繳驗証件。

第十三条 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变更居留地点, 应当 申請办理迁移証件 。

第四章 旅行

第十四 条 外国人前往所在市、 县人民委員会划定的旅行区域以外的地区旅行, 应当

在規定的時間內 , 申請办理旅行证件。

第十五条 外国人旅行, 应当在旅行证件内注明的有效期限內 , 按照批准 的 旅行地

点、 交通工具和经过路 通行, 不得自行变更, 旅行中途, 非經許可, 不得

停留。

第十六条 公安机关在必要的通行地点設立外国人检查站, 或者派出民警, 检查外国

人遵守本条例规定的情况。 外国人应当接受检查。

第五章 处罰

第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外国人, 当地公安机关应当根据情节轻重, 分別給予

警告、 罰款、 拘留、 限令出境、 驅逐出境等处罰, 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享有外交豁免的外国人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事件, 通过外交途径处理。

第六章 附 則

第十八 条 外国人入境、 出境、 过境、 居留、 旅行的具体管理办法, 由公安部、 外交

部制定。

第十九 条 本条例 自 公布之 日 起施行 。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公布的 “外国侨民出入及居留暫行規則” 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 -
-

九五四年八月十 日 公安部公布的 “外国侨民居留登記及居留证签发暂行办

法” 、 “外国侨民旅行暂行办法” 、 “外国侨民出境暂行办法”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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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关于訪問十四国

的报告 (摘要)

周恩来总理最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和国务院全体会議联席会議上, 作

了关于訪問阿联、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阿尔巴尼亚、 突尼斯、 加纳、 馬里 、 几内亚、

苏丹、 埃塞俄比亚、 索馬里、 緬甸、 巴基斯坦和錫兰等十四国的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員会在討論后, 一致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

1

周恩来总理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向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轉达了十四

个友好国家的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摯友情。

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首先談到这次訪問的經過和成果。 他說 :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初到肯尼亚参加独立庆典后, 同我在开罗会合, 我们从一九六三年十二

月十三日 至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 , 訪問了 非洲十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从一九六

四年二月十四日 至三月一日 , 訪問了南亚三国, 总共历时七十二天, 行程十万八千里。

周总理說: 这次訪問 , 获得了 圓滿的成功 ,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通过这次訪問 , 进一步

巩固和发展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党 两国的伟大友誼和战斗团结, 进一步增进了中国

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从而有利于加强全世界人民的反帝大团结, 有利于保卫世

界和平和争取人类进步的事业。

阿尔巴尼亚之行

周总理报告的第一部分是阿尔巴尼亚之行。 他說 : 我們在美丽的 “山鷹之国 ” , 同

阿尔巴尼亚同志們一道辞别旧岁, 欢庆新年, 度过了永远难忘的九天。 我們受到了以恩

維尔 • 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員会和人民共和国政府极其隆重、 极其

亲切的接待, 受到了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滿街滿城、 山遍野的热烈欢迎。 我們訪問

了阿尔巴尼亚光荣的首都地拉那、 北部边防重鎭斯庫台、 南方重要海港发罗拉、 革命搖

籃科尔察、 历史名城培拉特。 我們到处都听到响彻云 的 “恩維尔——毛泽东 ” 的欢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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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到处都看到阿尔巴尼亚同志們发自内心的 激动的笑容。 同志誼长 , 战友情深。 阿

尔巴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爱, 是对中国人民的巨大鼓舞和宝

貴支持。

周总理热烈贊揚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 他說 :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

英雄的人民,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是英雄的国家。 几个世纪以来, 阿尔巴尼亚人民一

直是依靠自己的力量, 同外国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最后终于在以恩維尔 · 霍查

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一九四八年改名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的英明领导下,

取得了 自己的解放。 接着, 阿尔巴尼亚人民又多次粉碎了 叛徒鉄托集团的 复阴謀,

再击退了希腊保皇法西斯的軍事挑衅, 捍卫了 自己的革命果实。

---

周总理指出 : 当現代修正主义者掀起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逆流的时候, 阿尔巴尼

亚劳动党挺身而出, 現代修正主义者以坚决的打击。 阿尔巴尼亚同志們下定决心, 在

任何情况下絕不拿原則作交易。 “一手拿鎬 , 一手拿枪” , “宁願站着 死, 不願跪着

生” , 这两句有名的战斗口号, 显示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崇高的革命品德

和无畏的斗争精神。 我們在这次訪問期間, 亲眼看見阿尔巴尼亚全民戒备, 日夜警惕,

斗志昂揚, 信心百倍。 二十年来, 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像一座不可搖撼的山岳, 屹立

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 , 向全世界放射出革命的光輝。 我们确信, 不管世界上出現什么

惊涛骇浪, 阿尔巴尼亚这个坚强的革命 是頂得住的 。

周总理在談到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取得的辉煌成就 說 : 解放以前,

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经济和文化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沒有一座现代化工厂 , 沒有 一条鉄

路, 沒有一所高等学校。 解放以后, 在阿尔巴尼亚的土地上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 。 阿

尔巴尼亚一九六三年的工业产值相当于一九三八年的三十倍, 农业产值相当于一九三八

年的二点四倍, 全国每四个人中間就有一个人在校学习 。 阿尔巴尼亚已經变成了一个拥

有現代化工业和集体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农业一工业国 。

周总理指出 : 最近几年来,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 战胜了現代修正主义者

背信弃义所造成的严重困难,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續取得了重大进展。 現代修正主

义者施加经济压力, 断 经济援助, 非但没有吓倒阿尔巴尼亚人民, 反而促使阿尔巴尼

亚人民更加奋发图强、 艰苦奋斗, 决心把祖国建設得繁荣富强起来 。 目前, 阿尔巴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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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正在为争取几年内实现粮食、 肉类和奶类的 自 而努力, 为实现工业的更加健全的

发展而努力。

周总理說: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革命和建設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都是以恩維尔 · 霍

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正确领导的結果。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光荣的馬克思列

宁主义革命党 ,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支久經考驗的坚强队伍。 它把馬克思列宁主

义普遍眞理同阿尔巴尼亚革命和建設的实践结合起来, 引导阿尔巴尼亚人民披荆斩棘,

英勇战斗 , 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它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 纯洁

性、 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中, 作出了 卓越的贡献。

周总理說 : 我們在这一次訪問期間同霍查同志、 謝胡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其

他頜导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双方就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 两党 两国的友好团結

和互助合作关系以及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問題 , 充分地交换了意

見, 双方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 , 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 各国反动

派和現代修正主义的重要文件。 所有这一切, 对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和保卫世界和

平的事业 , 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 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一道, 同社会

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一道, 同全世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的人民一道, 继續高举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 , 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 旗帜, 高举反对帝国主义、

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 为全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 民族解放、 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

伟大事业的最后胜利奋斗到底。

非洲十国之行

周总理报告的第二部分是非洲十国之行。 他說 : 我們在非洲十国所受到的隆重接待

和热烈欢迎, 也是永远难忘的。 这些国家的人民, 冒着炎热的天气, 长时间地等候在路

旁, 向我們夹道欢呼。 有些城市更是万人空巷, 滿城欢騰, 載歌載舞, 鼓声雷动。 这些

激动人心的場面, 充分地显示了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休戚相关的战斗友誼。

周总理接着談到了非洲反帝革命的大好形势。 他說 : 非洲人民遭受过殖民主义几个

世紀最野蛮、 最残酷的奴役和剝削, 进行过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长期英勇的斗争。 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 特別是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議以后,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以雷霆万鈞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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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发展起来。 万隆会議举行时, 非洲只有四个独立国家 。 現在, 在非洲五十九个国家

和地区中, 已經有三十四个国家获得了独立。 这是非洲人民坚持不懈地斗争的结果。 还

处在殖民統治下的非洲各国人民, 也正在为争取独立和 自由而进行着前仆后继的斗争。

殖民者的压迫越残酷, 人民的反抗越坚决。 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民, 由于遭到殖民者的武

装鎭压, 忍无可忍, 终于拿起武器, 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周总理說: 在我們訪問非洲新兴国家的过程中, 最使我們感动的是, 非洲人民的精

神面貌有了深刻的变化 。 他們热情勇敢、 生气勃勃, 表現了独立了的, 站立起来的人民

的豪迈气概。 他們敢于当家作主, 敢于管理自己的国家, 敢于藐視一切敌人 , 敢于同一

切新老压迫者进行斗争。 这种斗争精神, 是一切新兴国家的立国之本。 非洲人民有了这

种斗争精神, 就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和新 殖民主义的任何 謀詭計, 克服前进道路上的

一切困难和障碍。 今天的非洲, 已經不是十九世紀末叶或者二十世纪初叶的非洲了 。 非

洲已经成为一个觉醒的 、 战斗的、 先进的大陆。

周总理指出 : 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不会甘心于 自己的失敗, 它們正在极力阻

挠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企图继續控制非洲 。 老殖民主义者在多数情况下, 被迫作

了让步, 又采用新殖民主义的手法, 企图在軍事、 政治、 经济、 文化各方面控制非洲新

独立国家。 美国新殖民主义者采取更加阴险狡猾的手段, 企图取代老殖民主义者 的 地

位, 把非洲新兴国家置于 自己的奴役之下。 这就使非洲人民同帝国主义之間的斗爭日益

激化, 非洲的反帝革命运动日益深入 。 有些非洲国家的反帝革命运动, 在帝国主义的鎭

压和欺騙下, 可能遭到暂时的挫折, 但是非洲人民总是要继續前进的。 例如, 刚果 (利

奧波德维尔) 的民族独立运动, 虽然在美帝国主义的干涉下遭到了挫折, 使刚刚独立的

刚果淪为美国的半殖民地, 但是, 刚果的爱国力量已經重新聚集起来, 展开了反对美帝

国主义及其代理人, 争取民族解放的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 周总理指出 : 帝国主义和新

老殖民主义无論采取怀柔欺騙的手段, 还是采取武装鎭压的手段, 都不能够阻止非洲民

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周总理說 : 非洲新兴国家的人民正在为清除殖民主义势力, 反对帝国主义的控制、

干涉、 顛复、 侵略而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阿联从殖民者手中收回了苏伊士运河, 并且把

英、 法企业收归国有。 阿尔及利亚接管了殖民者占有的二百七十万公頃土地 ( 占全国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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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百分之四十以上) , 并且没收了一部分殖民主义者的企业。 摩洛哥迫使美国答应撤除

它設在摩洛哥的軍事基地。 突尼斯收复了比塞大軍事基地。 加納最近再一次破获了 帝国

主义的顛复阴謀, 加納政府和人民正在为反对帝国主义的 复活动而展开着 坚决 的 斗

争。 馬里迫使外国撤除了 設在它的領土上的全部軍事基地, 并且收回了殖民主义的农业

垄断企业尼日尔公司 。 几内亚把殖民者的大部分工商企业收归国有。 苏丹、 埃塞俄比亚

和索馬里, 也都在进行着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控制和干涉、 维护国家主权和巩固民族独立

的斗争。 周总理强调指出 : 非洲独立国家进行的所有这一切正义斗争, 都是非洲反帝民

族革命的組成部分。

周总理說: 不少非洲新兴国家的頜导人表示要把革命继續推向前进。 他們认为, 当

前的迫切任务是: 坚持依靠人民群众, 巩固革命政权, 建立和发展民族的 自卫 武装 力

量, 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 发展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 等等 。 我们认为, 只要这样

作, 就能够保卫非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成果, 并且把民族民主革命继續推向前进。

周总理接着談到, 非洲新兴国家的人民正在为发展民族经济、 建設自己的国家, 逐

步消除殖民統治所造成的貧困和落后状态而努力, 并且已經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許多非

洲国家的领导人指出, 仅仅取得政治独立是不够的, 要进一步争取经济独立, 才能够使

自己的国家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控制, 走向完全的独立。 非洲经过帝国

主义的长期殖民统治和掠夺, 绝大多数国家存在着单一经济作物和单纯发展采矿工业的

畸形经济。 帝国主义力图继續保持这种状态, 以便在经济上长期控制和 非洲国家 。

因此, 非洲新兴国家要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 不能不是一場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

义的严重斗争。

周总理說: 我們高兴地看到, 非洲新兴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正在从建設自己国家的实

践中取得經驗, 开辟着适合于本国具体情况的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 非洲有着勤劳勇敢

的人民, 有着富饒的地下, 地上和水中資源。 我們相信, 只要坚定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

量, 充分地利用本国的資源, 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友好国家互助合作, 非洲新兴

国家是一定能够逐步建設起来的。 一个独立自主、 繁荣富强的新非洲是一定要出現的 。

周总理說 : 在这次訪問过程中, 我們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 、 阿尔及利亚

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本 · 貝拉、 摩洛哥王国国王哈桑二世、 突尼斯共和国总统 布尔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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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 加纳共和国总统恩克魯瑪、 馬里共和国总统凱塔、 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 · 杜尔、

苏丹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委員会主席阿布德、 埃塞俄比亚帝国皇帝海尔 · 塞拉西一世、

索馬里共和国总理舍馬克等非洲十国的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会談, 就进一步发展中国和

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問題交換 意見, 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并且

发表了一系列有助于加强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的联合公报。 我国 同突尼斯建立了外交

关系, 同埃塞俄比亚达成了在最近的将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協議。

周总理說: 在这次訪問期間, 我們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

五項原則 , 即 : 一、 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争取和

維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二 、 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結盟政策。

三、 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用 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願望。 四、 支持非

洲和阿拉伯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間的爭端。 五、 主张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

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 反对来自 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这五項原則是和

平共处五项原則和万隆会議十項原則的具体运用 , 是万隆精神的发扬光大, 受到了許多

非洲国家的贊同。 我們今后应予貫彻执行。

周总理說: 我們还提出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項原則, 即 : 一 、 中国政府一貫根据平

等互利的原則对外提供援助, 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賜予, 而认为援助是相

互的。 二 、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 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 絕不附带任何条

件, 絕不要求任何特权 。 三、 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貸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 在需

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 以尽量減少受援国的负担。 四、 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 目的,

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賴, 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 经济上独立发展的

道路。 五 、 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設的項目 , 力求投资少, 收效快, 使受援国政府能够

增加收入 , 积累资金。 六、 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 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資, 并

且根据国际市場的价格議价。 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資不合乎商定的規格和质

量, 中国政府保証退換。 七、 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 保証做到使

受援国的人員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八、 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設的专家, 同受

援国 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 不容許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这八項原則充分

地体现了我国 同新兴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和文化合作的真誠願望 。 它不仅适用于我国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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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新兴国家的援助, 也适用于我国对亚洲和其他地区新兴 国家的援助。

周总理强调指出 :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向认为, 援助总是相互的。 亚非新兴国家

繁荣富强起来 , 就能够增强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争取和维护民族独

立的力量, 就能够增强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 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 这对中国人民

来說, 就是巨大的支持和援助 亚非国家遭遇相同 , 处境相似。 我們之間的相互援助,

是 朋友之間的同舟共济, 而不是强欺弱、 大凌小。 这种相互援助的規模目前虽然还不

大, 但是, 它是可靠的, 切合实际的, 有助于各国独立发展的。 随着各国建設事业的发

展, 这种相互援助的規模 日益扩大, 范围将日益广泛。

南亚三国之行

周恩来总理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南亚三国之行。 他說: 在訪問非洲之后, 我們又訪問

了緬甸、 巴基斯坦和錫兰三个友好的亚洲国家, 旧地重游, 倍感亲切。 我們受到了这些

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殷勤接待和热情欢迎。

周总理說: 中国人民和緬甸人民之間一向存在着深厚的 “胞波” 情誼。 为了加强两

国間的友好睦邻关系, 两国领导人頻繁地进行了相互訪問。 我已經是第六次 訪問 緬甸

了 。 这一次, 我們 同 主席在額不里海滩进行了亲切的会谈, 双方一致表示要为进一

步发展两国之間的友好合作关系而努力。 中国方面表示支持緬甸政府奉行的和平中立的

对外政策。

周总理指出 : 近几年来,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間的友好 关

系获得了重大发展。 两国 圓滿地解决了边界問題, 签订了航空协定和貿易协定 。 我們在

这次訪問期間 , 从西巴基斯坦走到东巴基斯坦, 时刻都生活在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

的深情厚誼之中 , 使我們深为感动。 我們亲眼看到, 巴基斯坦人民决心为反对外来压力

和威胁、 維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促进亚非团 而斗争。 任何外来的干涉和压力, 都

无法阻止巴基斯坦人民沿着这条独立自主的道路 前进。 周总理說: 我們這次同阿尤

布汗总统举行了友好坦率的会 , 进一步加深了相互了解, 发表了联合公报。 这一切,

为进一步发展中巴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双方在联合公报中表示 ,

希望克什米尔争端能够像印度和巴基斯坦向克什米尔人民所保証的那样, 按照克什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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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願望获得解决。

周总理說: 宋庆龄副主席和我这次訪問錫兰, 进一步加强了 中錫两国之間的友好合

作关系。 几年来, 西丽瑪沃 · 班达拉奈克总理领导的錫兰政府, 继承前总理班达拉奈克

的遺志,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 复和干涉、 肃清殖民主义势力和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取得了

进展。 最近, 錫兰把过去 外国资本垄断的石油經銷业务和保险业务改为国营。 錫兰政

府表示反对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印度洋, 并且严正宣告不准載有核武器的外国军舰和飞机

进入錫兰国境。 这些都体现了錫兰人民坚持独立、 坚持反帝的决心。 我們在同錫兰 导

人会谈中 , 表示坚决支持錫兰政府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和平中立的政策。 双方在會談 討

論了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合作問題。

周总理在分析当前亚洲形势时指出 : 亚洲的民族民主革命正在深入发展。 反对美帝

国主义的侵略、 干涉、 复和控制, 已经成为亚洲反帝民族革命深入发展的一个鮮明标

志。 在受到美国軍事占領和控制的地区, 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如火 如

茶。 越南南方人民反抗美国武装侵略的爱国正义斗争节节胜利。 南朝鮮人民最近展开了

声势浩大的运动, 反对美国幕后操纵的 “ 日 会談” 。 日本人民的反美国正义斗争继

續高涨。 美国組織軍事集团 , 把亚洲国家拴在美国的战車上, 損害它們的利益, 現在 ,

这些軍事集团 日益分崩离析。 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侵略陣地已經在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同时, 决心要走独立发展道路的亚洲新兴国家, 也在不断反击着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熲

复活动。 以諾罗 · 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政府和柬埔寨人民就在勇敢地进行着这

种斗争。

周总理指出 : 美帝国主义在亚洲推行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 不可避免地树立了 自

己的对立面。 它到处干涉和控制別人 , 到处惹起別人的反抗。 亚洲各国人民已經越来越

清楚地认識到 , 美帝国主义是他們当前的主要敌人。 亚洲人民也坚决反对其他帝国主义

的侵略和干涉。 北加里曼丹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火焰是扑不灭的。 印度尼西亚和

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坚决反对英帝国主义制造 得到美帝国主义支持的新殖民主义产物

“馬来西亚” 。 只要亚洲各国人民团结起来 , 进行坚决斗争, 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

义总有一天要被完全赶出亚洲去。

周恩来总理接着說: 在这次訪問亚非国家过程中 , 我們到处感受到 , 万隆精神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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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 , 亚非人民团结反帝的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 許多亚非国家领导人认为, 召开第二

次亚非會議的时机已经成熟, 应该为此进行积极的准备。 当前的形势要求我們並非国家

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 共同对敌。 我們需要采取具体措施, 支持仍然处于殖民統治下的

亚非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我們需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 维护国家主权 ,

巩固民族独立。 我們需要根据平等互利、 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 , 进行不附带条件 的經

济、 文化 、 技术合作。 我們需要在万隆会議十項原則的基础上 , 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友

好合作。 我們需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 保卫世界和平。 我們相信, 第

二次亚非会議将能够更高地举起亚非团结、 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旗帜, 进一

步发揚万隆精神, 使第一次亚非合議制訂的十項原則更加具体化, 从而把亚非人民团結

反帝事业继續推向前进。 中国政府愿意同亚非各国一道, 为做好第二次亚非會議的筹备

工作貢献自己的力量。

周总理指出 : 第二次亚非會議同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議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在中国

錫兰联合公报中, 我們 同錫兰总理一道表示, 希望第二次不結盟国家会議将对反对帝国

主义和殖民主义、 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贡献。

我国对外政策总路綫

周恩来总理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中談到, 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继 执行 自己的对

外政策总路綫。 他說 : 这次訪問非洲 、 欧洲和亚洲十四个国家, 更加深切体会到, 我国

对外政策总路綫是符合中国人民、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 亚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

同利益的。

周总理說 : 我們将继續努力維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間的团结合作。 現在已

經越来越看得清楚 , 只有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坚持一九五七年宣

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則 , 才能眞正維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眞正发展社会主

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

周总理說 : 我們将继續努力争取在五項原則的基础上 , 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

共处。 中国已經根据五項原則 , 同許多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 。 我們也愿意在

五項原則的基础上同資本主义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 但是 , 中美大使 会談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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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了八年多 , 至今还没有取得結果。 原因是美国政府一再拒絕同中国政府达成在五項

原則的基础上和平共处的协議, 拒絕保証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出它 的 武装 力

量。 关键就在于美帝国主义要继續用武力霸占中国领土台湾, 用武力威胁中国大陆, 坚

持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美帝国主义为了把台湾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

中割裂出去, 正在加紧进行制造 “两个中国 ” 或者 “一个中国, 一个台湾” 之类的变相

的 “两个中国 ” 的阴謀。 可以肯定地說, 这种企图无論怎样花样翻新, 是永远不能得逞

的
。

周总理指出 : 要争取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在五項原則的基础上和平共处, 必须坚决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而最近苏联政府提出的所謂 “放弃使用武力解决

領土爭端和边界問題” 的建議 , 却是一个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的新的

騙局。 这个建議故意把帝国主义侵略和霸占 国领土, 同历史遗留下来的国与国之間的

領土爭端和边界問題混为一談。 亚非国家之間的边界問題, 当然是应該而且可以通过和

平协商, 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的 。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边界問題, 也是这样。 但是 , 帝

国主义侵略和霸占別国领土 , 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被帝国主义侵占的領土 , 受侵

略的国家当然拥有一切权利使用任何手段加以收复。 如果要受侵略的国家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得使用武力, 那实际上就是要各国人民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

斗争, 听任帝国主义的宰割和奴役。

周总理強調說 : 我們要继 坚决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这

种斗争越发展, 越能够打击和削弱帝国主义 侵略和战争势力, 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

平。 用任何借口来反对和破坏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都是在帮助加强帝

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势力, 危害世界和平。

周总理指出 : 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到处横行霸道, 作威作福, 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最

凶恶的敌人 。 全世界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 控制 、 干涉和欺負的国家要联合起来, 结

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周总理表示深信, 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

力量联合起来, 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就能够挫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計划和战争計划,

保卫 世界和平。

周恩来总理最后說 : 目前的国际形势有利于全世界革命的人民 。 但是 , 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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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反动派和現代修正主义还会进行搗乱和掙扎。 今后的斗争仍然是长期、 艰巨的 。 我

們必須戒驕戒躁, 謙虛謹慎, 坚持原則 , 奋勇前进。 我們在国际关系中, 必须继續貫彻

平等待人的精神, 坚决反对和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在各方面的表現。 天涯处处有芳草, 我

們要继續发揚相互学习的精神, 认真地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 归 根 到

底, 全国人民必須艰苦奋斗、 勤俭建国、 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战 上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 才能够在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

保卫世界和平、 争取人类进步的共同事业中 , 更好地尽 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

务。 (根据新华社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的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免人員

一九六四年一月四日

任命王幼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古巴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免去申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駐古巴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

一九六四年二月一日

任命楊伯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駐瑞典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免去 越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駐瑞典王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

一九六四年二月 四日

任命 :

王雨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肯尼亚特命全权大使,

王若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駐阿拉伯也門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任命刘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駐 馬尼亚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免去許建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罗尼亚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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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任命张海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免去王国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任命孟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駐桑給巴尔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

任命柳雨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駐布隆迪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三日

任命陈志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駐烏干达特命全权大使。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任命黃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駐法兰西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免去何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駐烏干达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十 日

任命王国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駐波兰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免去王炳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职务。

一九六四年五月三日

任命姚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尼斯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六日

任命周秋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刚果共和国 (布拉柴维尔 ) 特命全权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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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人員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 日

任命吳庭芳为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副院长, 文阳魁为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刑事

审判庭庭长, 谷延寿为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井玉章、 刘永賢、 李在

时为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审判具, 洛桑慈誠、 吳庭芳、 文阳魁、 谷延寿、 呂光生、 井

玉章、 刘永賢为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审判委員会委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变动情况

上海市选出的湯桂芬代表于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八 日逝世。

云南省选出的周保中代表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 日逝世。

湖南省选出的周震鳞代表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逝世。

四川省选出的邓錫侯代表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 日逝世。

河南省选出的賈心斋代表于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 日逝世。

湖北省选出的湯用彤代表于一九六四年五月 一日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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