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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和

          我国外交政策

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对于执政者和辅政者来讲都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形势判断直接关系到决策和服

务的成果。当前各种渠道信息庞杂，非从事国际关

系相关工作的同志如何正确认识国际形势是我们面

临的现实问题。在此，笔者总结个人学习思考过程

中的一些经验，为读者介绍一些相对简单的方法，

来判断哪些国际形势认识是相对符合客观实际的，

仅供大家参考。

一、从实力对比变化趋势认识国际形势

综合国力变化是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第一要

素。国际格局的变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其中

影响力最大的因素是大国的综合国力。在国际社会

这个体系中，决定国家“社会等级”的是国家间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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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服务、生物、新材料、软件和服务外包、文化

创意、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服

务、快递、节能环保服务、融资租赁、第三方支

付、检验检测认证、人力资源服务、工业机器人

等。新兴业态和服务业的发展环境有很大的改善空

间。今后可从深化改革开放、完善财税政策、强化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健全价格机制等方面，加大对

新兴业态和服务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促进新兴业态

和服务业发展。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状

况符合增长阶段转换期“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

阶”的变动趋势。当前需要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机

制改革的同时，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精准发

力，在不推高杠杆率的情况下将经济增速保持在合

理水平，为结构调整、培育新增长动力、防范和化

解风险创造有利条件，在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之

间、需求和供给之间、经济增长和结构改善之间取

得平衡，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第二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

公厅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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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力的消长，这是一个相对量而不是绝对量。例

如，世界两极化还是多极化趋势是由大国间的实力

对比变化决定的。目前情况下，当中国与美国的实

力差距缩小，两国又同时拉大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

距时，两极化的可能性才会出现。美国实力大幅下

降或同时出现多个实力相当的国家，多极化才有可

能。可见，国际格局多极化还是两极化都是大国实

力对比不断变化的结果。判断国际格局变化趋势的

根本依据是实力，而不是判断者的知名度或机构权

威性。

我认为，人均GDP与综合国力没有太大关系。

有的小国人均GDP长期是美国的两倍以上，但其国

家综合国力在国际政治中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国际

格局的变化、国家利益冲突时的较量、国际战略竞

争与合作等事务都受到大国综合实力的影响，但与

这些国家人均GDP都未必有直接的关联。

二、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国际形势

国际趋势的变化时缓时急，以10年为观察期限

较为适宜。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是均速的，有时快有

时慢。1988年美苏在核竞赛上达成和解，宣布冷战

结束，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结束，4年

里的变化使国际形势发生质变。但2001年阿富汗战

争至今的14年里，国际形势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根

据我30多年从事国际关系预测研究的经验，目前人

类对于国际关系的认识能力还非常有限。自上世纪

60年代，欧洲的罗马俱乐部发布长期国际经济形势

预测报告以来，时间定为20年的预测研究成果被历

史证明基本上是错误的。我个人以为，依据现有科

学研究能力，预测10年的国际形势或可有一定的把

握。以往10年国际形势的变化过程，对我们认识今

后10年国际形势变化趋势具有重要作用，可作为研

究的重点。

人类历史是一部文明进步史，国际关系的内容

和形式是不断变化的，但在本质上则是相通的。国

际关系的本质是国家间的权力竞争关系，但在不同

历史时期，国家间竞争方式和竞争内容是不同的。

例如，知识经济时代，国家间的竞争内容不再是肥

沃农田而是技术优势；在核时代，大国不再以全面

战争方式，而是通过争夺国际规则制定权的方式竞

争国际主导权。鉴于此，认识当前国际形势要区分

什么变了什么没变。例如，中美之间实力差距逐步

缩小可能会导致竞争逐渐激烈。过去10年，中美在

经济领域里的主要矛盾是贸易赤字和汇率，今后10

年，竞争的内容也会越来越复杂。过去10年，由于

军事实力相差悬殊我主要以军事不透明的策略威慑

美国，今后10年，也可选择其他策略。

三、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认识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变化是各国维护本国利益的结果。

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政治实体，其特殊性各有

不同。然而，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讲，各国的对外政

策都只有一个目的，即维护本国的利益。竞争与合

作、结盟与不结盟、友好和对抗都是维护国家利益

的手段，各国的手段选择取决于哪种手段利大于

弊、损失最小。根据这个规律我们可以知道，美国

不愿意看到强大的中国，因此防范中国崛起是美国

的对华政策主轴。在西方增加对俄罗斯制裁的情况

下，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国可向俄罗斯提供更多强大

的战略支持，因此俄愿意深化与中国的军事战略合

作。中国崛起增强我维护在南海主权的实力，有的

国家会根据自身利益选择与我国对抗的政策。

安全利益冲突是推动国际形势变化的最大动

力之一。安全意味着没有威胁、没有恐惧和没有不

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参加战争的国家并不

必然安全。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安全利益受威

胁的问题。虽然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下降，但国

际安全威胁没有减少，特别是全球化时代，传统安

全威胁不减的情况下，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增多。

经济利益冲突对国际形势的影响是无法与战争、领

土争端、核扩散、分离主义、恐怖主义中任何一个

相提并论的。如果没有安全利益冲突，国际社会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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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就成了一个和谐世界。有一种误解，认为国家强

大了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就少了。美国比德国强大

得多，而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也比德国大得多。中

国崛起将是可改变21世纪国际形势的最大事件，因

此，伴随我国的崛起，我国面临的国际安全问题将

会越来越多。除了美国和一些反华力量会加强与我

对抗政策之外，我国利益在全球的拓展就决定了我

面临的安全威胁将增加。例如，我出国人数越多，

中国公民海外安全威胁问题就越严重。

四、从客观变化认识外交政策的效果

政策的合理性由政策效果决定。进入21世纪

后，我国学界就开始了关于对外政策应坚持韬光养

晦还是转向有所作为的争论。这争论至今也未结

束，但争论的内容从是否应调整，转变为有所作为

政策是否成功，这些仍需要以客观结果作为判断标

准。

一些人相信西方媒体的分析，认为我与日本、

菲律宾关系恶化是因为我对外政策开始强硬。然

而，仔细观察一下我与日本、菲律宾关系的恶化时

间起点，就能发现双边关系恶化早于我政策调整。

我与日本关系恶化始于2001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

小泉2006年下台后，中日双边关系回暖3年，2010

年就发生了日本故意抓扣中国渔船事件，而后发生

2012年9月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事件。菲律宾总

统阿基诺2010年上台后就在南海问题上大幅调整对

华政策，并于2012年4月率先挑起黄岩岛事件，激化

两国南海争议，使中菲关系遭受严重挫折。中日和

中菲关系恶化都在我国调整对外战略之前。这个客

观现象说明，关系恶化并非源于我外交战略调整。

2013年后，我国对外战略环境发生较大的变

化。我们可以从下面四方面观察外交战略调整的客

观结果是什么。

一是实质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得到加强。中俄军

事合作深化，柬埔寨成为我在东南亚最可信赖的伙

伴，巴基斯坦仍是我在南亚最可靠战略支点。

二是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关于

中国在非洲经济殖民主义的舆论下降，中东国家呼

吁中国在中东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拉美国家把中

国视为今后拉丁美洲地区之外优先的合作国家，很

多欧洲国家开始拉近与我国的关系，在中美之间搞

等距离外交。对我国公民实行免签和落地签证的国

家由不到20个增加到49个。

三是美国开始向与我平等打交道的方向发展。

美国长期以来对我国政策是居高临下，不愿承认中

国与美国有平等的地位。美国很长时间不接受我国

“新型大国关系”建议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愿意给

我与其平等的地位。2013年底美国官方正式接受了

“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2014年7月的中美战略

对话会上实现了双方提出的议题同等重视，同年8

月奥巴马调侃中国，暗含他承认中国也是个超级大

国的潜台词。日本和菲律宾怀疑美国在他们与中国

对抗中的战略支持是否可靠。

四是少数与我对抗的国家采取的抱团政策未能

达到预期目标，而且有瓦解可能。日本搞价值观同

盟，印度、法、德、英都不支持。美国搞美日澳三

边同盟，目前尚未达成正式协议。菲律宾提议召开

南海声索国会议，并未形成大的气候。越南只是和

美、日、菲搞双边军事合作。美国为防范我国崛起

的重返亚太战略不会因领导人变更而改变，但是，

菲、澳、日三国领导人变更后则可能改变对华政

策，因为这三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现

任领导人个人因素的影响。

有所作为外交战略对于我国外部环境改善是否

能起到重要作用，仅靠这两年的成果还不能作出最

终判断。这个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其具体的

战略内容，而在于其改革创新的实质。而对复杂多

变的外部环境，无论多么成功的外交战略，只要长

期保持不变都必然走向僵化。客观的国际形势是不

断变化的，只有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创新

的外交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