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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大后中国外交的走向

文 / 赵可金

在
确定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时

,

必须首先将中国

置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去认识
,

确定

符合国家利益和发展需要的恰当外交战略
。

十八大

报告对中国外交战略做出了系统深人的思考
,

提出
,

“

综观国际国内大势
,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

当今世界是一个你中有我
、

我

中有你的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 “

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 ,

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为新

时期中国外交规划了路线图
,

指明了前进方向
。

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

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
,

推

动建设持久和平
、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 。

因此
,

对

内求发展
、

求和谐
,

对外求和平
、

求合作
,

将是中国较

长一段时期内外战略的核心
。

并且
, “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

已经成为
“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的根

本诉求
,

是一切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的中心和大局
。

在这一大局中
,

党的建设
、

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已经

成为新时期中国大战略的三个支柱
,

也是中国对外

战略紧紧围绕和服务的中心任务
。

两大挑战

一个 目标

外交是 内政的延伸
。

作为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
,

中国外交战略必须始终围绕中心
、

服务大局
,

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中国总体发展战略 目标的需要
。

十八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

在十六大
、

十七

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

新的要求
,

明确提出了
“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和

“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

的任务 目标
。

“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的目标决定了中国在

较长一段时期内的战略是
“

内政优先
” ,

其重心是推

进国内现代化建设
。

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
“

人类

命运共同体
” ,

中国发展是全球发展的一部分
,

不能

脱离全球发展整体而
“

关起门来搞建设
” , “

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

意味着 中国必须
“

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
” ,

必须要
“

坚持开放的发展
、

合作的发展
、

共赢的

发展
,

通过争取和平 国际环境发展自己
,

又以自身发

到 2 0 2 0 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十分艰

巨
,

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
,

中国对外战略面

临着两大挑战
。

一是安全压力急剧上升
。

从传统安全威胁来

看
,

未来五至十年
,

中国最大的安全压力来 自于美国

亚太战略调整带来的结构性压力
。

自2 0 09 年 以来
,

美国启动
“

重返亚洲
”

战略
,

不断强化与韩国
、

日本
、

菲律宾
、

泰国
、

澳大利亚的盟国关系
,

频频举行军事

演习
,

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

推动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计划
,

推销美国的 自由民主价值观
,

制造了亚

太地区的紧张态势
。

同时
,

地区动荡频繁发生
,

热点

问题此起彼伏
。

朝鲜半岛局势充满不确定性
,

黄海
、

东海和南海地区争端联动
,

树欲静而风不止
。

从非传统安全威胁来看
,

随着 中国与世界相互

依赖程度的加深
,

中国海外利益加速拓展
,

新安全问

题层出不穷
。

在十八大报告的不同部分提到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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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安全问题
,

如大规模传染病
、

严重 自然灾害
、

国际恐怖主义
、

国际金融危机
、

重大突发事件
、

气候

变化与生态安全
、

粮食安全
、

能源资源安全
、

网络安

全等
,

诸如此类的新安全问题如果处置不当
,

均可能

上升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全局的总体威胁
。

二是发展任务 日益艰巨
。

十八大明确 了未来十

年
“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和
“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

的艰巨任务
,

特别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为第一要务
,

以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线
,

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结

构和体制机制的调整
,

无异于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

同时
,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的深人
,

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也不断增强
,

利益格局的深层调

整释放了各方面参与外交的积极性
,

网络问政
、

媒体

参政
、

社会议政
,

使得中国外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社

会压力
,

维护和巩固中国发展势头和推进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的阻力在加大
,

中国寻求和平发展的难度

在加大
。

承受压力和化解压力的压力型外交越来越

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征
。

已不仅把外交看作一种业务性工作
,

而将其看作一

种使命
、

责任和事业
,

贯穿于治党治国治军的总体布

局中
。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记

者见面会上的讲话中
,

阐明了
“

中国需要更多地 了解

世界
,

世界也需要更多地 了解中国
”

的外交总方针
。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
,

中国外交不仅是 中国外交部 门

的事务
,

也不仅是中国政府的事务
,

而是党
、

政
、

军
、

民共同参与的总体外交事业
,

它的 目标是
“

同各国人

民一道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不懈努力
” 。

三是统筹五位一体布局的关系
。

十八大确立了

经济建设
、

政治建设
、

文化建设
、

社会建设
、

生态文明

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

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对

外事务
,

外交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政治领域
,

而是弥

散到经济领域
、

社会领域
、

文化领域和生态文明建设

领域
,

领域外交逐渐从地区
、

国别外交的内涵中分离

出来
,

成为相对独立的外交新概念和范畴
,

外交的层

次化和深度化趋势明显加强
。

四大支柱

三对关系

围绕
“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和
“

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
”

的任务 目标
,

十八大强调必须更加 自觉地把

统筹兼顾作为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

法
,

强调中国对外战略需要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

一是统筹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 的关系
。

近年

来
,

中国强调转变内外有别的传统外交观念
,

确立国

际国内一盘棋的战略思想
。

十八大报告指出
, “

综观

国际国内大势
,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

要战略机遇期
” 。

这是从复杂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

的发展变化的国际大局着 眼
,

把握中国改革发展稳

定 的国内大局
,

把 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更好统一起

来
,

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
,

更好地为

推动科学发展
、

促进社会和谐服务
。

二是统筹治党治国治军的关系
。

十八大报告提

出中国将
“

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 ,

适应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要求
,

十八

大报告对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进行了重新部

署
,

核心是把 中国定位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
,

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

安全
、

发展利益的基础上
,

强调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
,

无论在心态
、

原则和姿态上
,

还是在理念和行动上
,

都集中传递出

一个重要信息
,

那就是中国对外战略将强化战略导

向
,

将更多在世界舞台上表达中国声音
,

维护世界和

平
,

促进共同发展
。

一是公平正义精神
。

十八大报告在坚持和谐世

界思想的基础上
,

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若干新精

神
。

十八大报告指出
, “

在 国际关系 中弘扬平等互

信
、

包容互鉴
、

合作共赢的精神
,

共 同维护 国际公平

正义
。 ”

与一些国家推行的
“

新干涉主义
”

理念不 同
,

中国倡导一种以国家平等
、

政治互信为基础的国际

关系原则
。

与
“

颜色革命
” 、 “

文化帝 国主义
”

理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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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中国对多种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

采取了
“

尊

重
” 、 “

包容
” 、 “

互鉴
”

的态度
, “

尊重和维护各国人 民

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 ,

包容不同的

价值观念和政治选择
,

互鉴不 同文 明的经验和成

果
。

与一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以邻为壑
,

靠牺

牲他国利益来寻求本 国利益的做法不 同
,

中国倡导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意识
,

强调
“

兼顾
” 、 “

平等
” 、 “

均

衡
” 、 “

共赢
”

等思维
,

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

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

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实际
,

反

映着当今世界发展的方向
,

是 中国外交必须长期坚

持的战略指导思想
。

二是和平发展道路
。

面对中国实力的迅速崛

起
,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充满疑虑
,

担心中国

走
“

国强必霸
” 、 “

冲突战争
”

的老路
。

面对 国外舆论

的种种猜测和怀疑
,

十八大报告指出
, “

中国将始终

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

坚定奉行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
。 ”

强调中国的发展必须坚持和平发展
, “

要坚

持开放的发展
、

合作的发展
、

共赢的发展
,

通过争取

和平国际环境发展 自己
,

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

世界和平
,

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
,

推动建设持久和

平
、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 ”

十八大报告以否定式 的

思维对中国外交面临的热点问题表达了鲜明的立场

和主张
,

明确了一切外交事务的是非标准
,

比如中国

外交
“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

安全
、

发展利益
,

决不会屈

服于任何外来压力
” , “

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和热点问题
” , “

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

反对颠覆别 国合法政权
,

反对一切形式 的恐怖主

义
” , “

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

不干涉

别国内政
,

永远不称霸
,

永远不搞扩张
” 。

同时
,

十八

大报告也以肯定式的思维表达了对全球性挑战的积

极态度
,

比如中国
“

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

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

事务
,

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 ,

“

积极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
” , “

积极参与全球

经济治理
,

推动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
” 。

可见
,

十八大报告在对外事务上改变以前只强调不要什么

的战略思维
,

从过去
“

反对什么
”

和
“

不干什么
”

转向
“

支持什么
”

和
“

干什么
” ,

丰富和发展 了和平发展道

路的内涵
,

使得外交战略更具操作性和务实性
。

三是互利共赢战略
。

十八大报告对互利共赢战

略进行了新的发展和提升
,

将互利共赢提升到世界

理念
、

国际规范和外交战略的高度
。

从世界理念来

看
,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的理念
,

强

调
“

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

在谋求本

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 ,

首先把
“

共赢
”

作为新

时期 中国外交的旗帜
,

是中国对世界理念的一次重

大改变
。

为此
,

中国不仅继续依靠和支持发展中国

家
, “

中国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
,

支持发展中国家增

强 自主发展能力
” ,

而且将
“

加强 同主要经济体宏观

经济政策协调
,

通过协商妥善解决经贸摩擦
” ,

还将
“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

推动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

利化
” 。

总之
,

中国所寻求的是积极参与全球化分

工
,

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

发展贸易
,

推动投资
,

通

过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
、

可持续
、

平衡增长
。

这是一种开放的发展思路
,

更是一种与世界同兴衰共

命运的战略观念
,

是中国外交战略的一次深刻调整
。

四是和平共处原则
。

十八大报告在坚持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

对处理不同类型的国家间关系

做了创新和发展
。

在发达国家外交上
,

提出发展
“

新

型大国关系
”

的主张 ;在周边国家外交上
,

提出
“

努力

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 国家
”

的新诉求 ;在发展中

国家外交上
,

提出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
“

代表性和发

言权
” 、 “

可靠朋友
”

和
“

真诚伙伴
”

等新提法 ;在多边

外交上
,

明确提 出支持联合国
、

二十国集团
、

上海合

作组织和金砖国家四大平台等发挥积极作用
。

还首

次提出扎实推进
“

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
” , “

维护海外

合法权益
” 、 “

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
”

等主张
。

所有这些新提法和新主张都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
,

是 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产物
,

为未来中国外交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

(作者
: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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