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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发展对外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

和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发展同联合国等

国际组织的关系，适用本法。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

展对外关系，促进友好交往。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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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

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

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推动构建新型

国际关系；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在国际

关系中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反对霸权主义和

强权政治；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

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工作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第六条 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

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公民，在对外交流合作

中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尊严、荣誉、利益的责任和义务。

第七条 国家鼓励积极开展民间对外友好交流合作。

对在对外交流合作中做出突出贡献者，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违反本法和有关法律，

在对外交往中从事损害国家利益活动的，依法追究法

律责任。

第二章 对外关系的职权

第九条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机构负责对外工作的

决策和议事协调，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对外战略和

有关重大方针政策，负责对外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

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第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批准

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行使宪法和法

律规定的对外关系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积极开展对外交

往，加强同各国议会、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第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行国事活动，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对外关系职权。

第十二条 国务院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

约和协定，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对外关系职权。

第十三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开展国际军事交

流与合作，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对外关系职权。

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依法办理外交事

务，承办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外国领导人的外交往来事

务。外交部加强对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地区对外交流合

作的指导、协调、管理、服务。

中央和国家机关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对外交流合作。

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国的使馆、领馆以

及常驻联合国和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代表团等驻外

外交机构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交部统一领导驻外外交机构的工作。

第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中央授权在特

定范围内开展对外交流合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职权处理本行政区

域的对外交流合作事务。

第三章 发展对外关系的
目标任务

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对外关系，坚持

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

土完整，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动践行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进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立体化的对外工作布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按照

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发展同周边

国家关系，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发展中

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治理体

系改革和建设。

第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经

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完善参

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

国责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维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权威与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和参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

权的维持和平行动，坚持维持和平行动基本原则，尊重

主权国家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保持公平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国际军备控制、裁军与防扩

散体系，反对军备竞赛，反对和禁止一切形式的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相关扩散活动，履行相关国际义务，开展防

扩散国际合作。

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公平普惠、开

放合作、全面协调、创新联动的全球发展观，促进经济、

社会、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尊重和保障人权，

坚持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本国实际相结合，促进人权

全面协调发展，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人权

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第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世界各国超越

国家、民族、文化差异，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第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平等、互鉴、对话、

包容的文明观，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

第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

气候治理，加强绿色低碳国际合作，共谋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气候治

理体系。

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积极促进和依法保护外商投

资，鼓励开展对外投资等对外经济合作，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

义和保护主义，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第二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经济、技术、物

资、人才、管理等方式开展对外援助，促进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增强其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推

动国际发展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国际人道主义合作和援助，

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国际合作，协助有关国家应对人道

主义紧急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对外援助坚持尊重他国主

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第二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发展对外关系

的需要，开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生态、

军事、安全、法治等领域交流合作。

第四章 对外关系的制度

第二十九条 国家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加强涉外领域立法，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

第三十条 国家依照宪法和法律缔结或者参加条

约和协定，善意履行有关条约和协定规定的义务。

国家缔结或者参加的条约和协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第三十一条 国家采取适当措施实施和适用条约

和协定。

条约和协定的实施和适用不得损害国家主权、安

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三十二条 国家在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加强涉外领域法律法规的实

施和适用，并依法采取执法、司法等措施，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

第三十三条 对于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和限制措施。

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必要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建立相应工作制度和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确定和

实施有关反制和限制措施。

依据本条第一款、第二款作出的决定为最终决定。

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个中国原则基

础上，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

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缔结或者参加的条约和协

定、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有权采取变

更或者终止外交、领事关系等必要外交行动。

第三十五条 国家采取措施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制裁决

议和相关措施。

对前款所述制裁决议和措施的执行，由外交部发

出通知并予公告。国家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在各自职权范围内采取措施予以执行。

在中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应当遵守外交部公告内

容和各部门、各地区有关措施，不得从事违反上述制裁

决议和措施的行为。

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据有关法律和缔

结或者参加的条约和协定，给予外国外交机构、外国国

家官员、国际组织及其官员相应的特权与豁免。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据有关法律和缔结或者参加的

条约和协定，给予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

第三十七条 国家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中国

公民和组织在海外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保护国家的海

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

国家加强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工作机制和能力建设。

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保护在中国境

内的外国人和外国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国家有权准许或者拒绝外国人入境、停留居留，依

法对外国组织在境内的活动进行管理。

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外国组织应当遵守中国法

律，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

社会公共秩序。

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强多边双边法治

对话，推进对外法治交流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缔结或者参加的条约和协

定，或者按照平等互惠原则，同外国、国际组织在执法、

司法领域开展国际合作。

国家深化拓展对外执法合作工作机制，完善司法

协助体制机制，推进执法、司法领域国际合作。国家加

强打击跨国犯罪、反腐败等国际合作。

第五章 发展对外关系的保障

第四十条 国家健全对外工作综合保障体系，增

强发展对外关系、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

第四十一条 国家保障对外工作所需经费，建立

与发展对外关系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

费保障机制。

第四十二条 国家加强对外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采取措施推动做好人才培养、使用、管理、服务、保障等

工作。

第四十三条 国家通过多种形式促进社会公众理

解和支持对外工作。

第四十四条 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

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国，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法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 6月 2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
（2023 年 6 月 2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已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

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3 年 6 月 28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七号

文件文件 1212 2023年 6月 29日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