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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5日，习近
平主席抵达印度尼西亚
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
织第21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中国周边外交积
极布局、奋发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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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

中国外交全面改革的开始

我感到，中央此时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标志着改革开

放35年来外交工作的一个重大变化，这被国际社会定为“中国外交

2.0版”。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上的讲话，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把

“改革创新”带入了外交领域。

变化的核心是什么呢？首先是看到了外交工作有不足，因此

需要不断与时俱进、进行调整，对那些不合理、不合适、不可

取、不符合客观环境变化的方面进行改革。

其次，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把我们的外交工作从守成转向

进取。过去常说“弱国无外交”，强调客观的实力不足；过去有人

认为在外交领域“无过就是功”，维护既有的成果，不出什么事，

就是成就。现在不行，必须有所收获，才算有成就。习近平主席提

出“奋发有为”，这比“有所作为”更为进取。从语义上讲，“韬光

养晦”和“奋发有为”是反义词，既无法并列也不可能有递进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改变，就是强调

“有为”。

上述观念的改变，比具体政策的改变更重要。这实际上使我

们的外交工作方向发生了改变。过去说外交工作的目标是“维持一

个和平的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这是说现在的环境是有利

的，别让它发生变化。今后要奋发有为、与时俱进，要主动塑造国

际环境，使之进一步向于我有利的方向变化。过去要“和平”的环

境，而现在更进一步，叫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

这样，我们外交的目标就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的目标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是“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民族复兴”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质的区别。因为仅有经济建设是不能实现

民族复兴的，就是说国富并不等于国强。国家虽然富有，但国际地

位下降了，就不是民族复兴。

这样，整个外交的政策就不能不调整。所以习近平主席提

出，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体现为“亲、诚、惠、容”的理念。他

还说，“要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

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这就是说，我们的外交要从“挣钱”

转向“交友”。就是说，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由经济导向转向政治导

向，这是重大的利益排序区别。这种变化符合我国现在的需要。

要让小国跟大国友好，就得让小国在经济上受惠。“惠及周

边”就是经济上我们要让利，而不是跟人家去争平等互惠。必须

嘉 宾／阎学通  金灿荣  刘江永

    邢广程  虞少华  赵可金

    翟 崑  曲 星

主持人／徐 波 世界知识杂志社编审



16

封面话题封面话题

明确：外交不是挣钱的工具。有人评估

外交政策是否合理，总是从钱的角度衡

量。比如说，我国从利比亚撤3.6万人回

来，就有人在媒体上批评说这样做损失

几百亿美元。难道钱比人命更重要吗？

从外交布局上，中国外交今后是以

美国为重中之重，还是以周边为重中之

重？过去一直是以美国为重中之重，而

且似乎只要“安抚”了美国，周边的环

境就改善了。以往20年的历史证明，美

国是“安抚”不了的。中国和美国之间

的结构性矛盾是客观存在，想使美国不

防范中国崛起是不可能的，美国2010年

以来的“重返亚太”战略就是证明。我

认为，这次周边外交座谈会表明，“周

边是重点”这一点已经明确，不再以美国

为重中之重了。试想，如果当美国和我国

周边国家有矛盾时，我们不支持周边国

家，那么，当我国跟美国有矛盾的时候，

我们又怎么要求周边国家支持我们？

这些改变既是策略的改变，也是思

想观念的改变。要想让别的国家支持我

们，前提是我们得支持人家。习近平主

席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

讲情义、讲道义”，这就是说，外交要

划分敌友。过去有些人认为“全球化时

代外交无敌友”，甚至说“外交划分

敌友”是冷战思维。自有外交史以来，

外交都是划分敌友的。一个国家跟所有

国家都同样友好，那它还有真朋友吗？

有人认为，我们外交的目的不应是交朋

友，而应是争取没有敌人。“一个敌人

都没有”和“一个朋友都没有”，这不

是同义语吗？没敌人怎么比较出谁是朋

友呢？ 

建立“命运共同体”是一件非常

重要的事。“命运共同体”都包括什么

内容？当周边国家遭受侵略和威胁时，

中国政府是对它们讲“我为你们提供安

全保障”，还是说“这事跟我无关”？

如果我们告诉它们“中国不能保护你

们”，中国怎么能指望这些国家跟中国

友好呢？怎么能指望这些国家支持中国

崛起强大呢？这些国家遇到威胁时，

如果不能找中国保护，它们就只能找美

国。特别是，当我国跟它们发生矛盾时

怎么解决？要让周边国家安心并愿意成

为中国的铁杆朋友，就得给它们提供安

全保障。

总之，这次会议表明，我国外交政

策的调整不仅仅是简单的策略上和政策

上的，而是方向性的和原则性的。所以

我认为这次周边外交座谈会标志着中国

外交的全面改革。

金灿荣

周边处理好，大的矛盾就控制住了

新的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对外交的

重视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对外交工作

的目标定得很高，要求把世界的机遇变

成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变成世界

的机遇。

看起来新领导集体在外交方面总

的战略还是延续的，还是坚持和平发

展，但在战术层面有很多变化。一是主

动性大大加强。二是更加全方位，包括

内容上全方位和地理上全方位。三是突

出了底线原则，强调“绝不牺牲核心利

益”。四是个人色彩，习主席和李总理

的讲话都比较口语化，有个性。战略上

延续性强，战术上有变化。能不能这样

说：是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前提下，

更加突出了“有所作为”？

从2013年的外交日程安排上看，

可以说是“先外围，后内线；先巩固友

谊，后处理问题”。3月、4月、5月是

“走亲戚”，习近平主席访问了俄罗斯

和非洲三国，李克强总理访问了南亚两

国和欧洲两国，李源潮副主席访问了拉

美的阿根廷和委内瑞拉。6月、7月集中

处理中美关系，习主席与奥巴马加州庄

园会（并访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

达黎加、墨西哥三个拉美国家），再加

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都非常成功。9

月、10月是周边外交的发力期，9月习

主席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中亚四

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设想。10

月更突出，习李两位领导人都出去了，

访问了五个国家（习主席访问印尼、马

来西亚，李总理访问文莱、泰国、越

南）,参加了两个会(习主席出席亚太经

合组织第2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李总

理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提出了

三大设想：第一是“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是通过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促进互联互通，第三是东亚地区安全合

作框架。

在周边外交这么突出的背景下召

开周边外交座谈会，就显得特别引人注

目。看来周边外交就是未来一段时间我

国外交操作上的重点。我们重视周边，

有几个理由：一个理由是在周边矛盾

最集中。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矛盾说起

来主要就是两个：一是美国对我们不信

任，二是周边一些国家跟我们有具体的

纠纷。美国对我们不信任，但是如果它

真的要把这种不信任的情绪变成对我们

的伤害，还是得在我们周边找麻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