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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国际定位的重新选择 
 

 赵可金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突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G2论”、“中国
模式论”、“中国道路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论”迅速涌现，中国国际定位的问题一下子凸显出

来，成为事关中国外交战略全局的重大问题。 
  定位原本是一个心理学范畴，舆论之所以关注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主要是关注中国的国家

角色及其政治影响，从根本上是中国对外战略评估和战略选择的问题。近年来，中国迅速崛起和

卷入全球化导致对中国进行战略定位的难度增加。一方面，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壮大，在很多领域

呈现出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外在特征，将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已经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

同；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已经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道路，继续把中国视

作一个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使其他国家产生严重的战略误判。可见，中国国际定位之所以

变得重要，与中国崛起的时代特征和发展道路密不可分。 
  中国崛起是在全球化和国际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实现的。面对新的时代潮流，中国选择了

一条不同于以往大国崛起的道路，即通过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在体系内寻求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和

平、和谐发展。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中，中国对外战略的模糊性大大增强，敌

友的界限难以确定，笼统地进行中国国际定位难以周延其国际角色的复杂内涵。随着卷入全球化

程度的加深，中国国际定位的复杂性大大增强。今后一段时期内的中国国际定位很可能将在不同

维度上具有不同的定位，其确定的标准将取决于主权、安全和发展等核心利益的需要。 
  在国际战略格局中，中国日益呈现为当今世界具有显著影响力的新兴大国。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大大下降，

多极化趋势在各个领域都有新的发展，战略力量出现了新的分化和组合。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日益

成为一支具有显著影响力的战略力量，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应该逐

步扮演多极化进程中的稳定者与和谐者的角色，致力于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争端，实现多种战略

力量的和谐并存，营造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中国的国际定位逐渐从体制外的反对者转变为体制内的参与者、维护者

和改造者。随着国内市场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全面参与了大量的全球性及区域性国

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并主动倡导和培育多边外交舞台。20多年来，在与国际体系互动的过程中，
中国逐步从反应式利用逐渐向主动式参与、积极性构建过渡，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

国越来越成为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完善者和改造者，这是中国国际定位最突出的

变化之一。 
  在地缘政治环境中，中国的国际定位从天然的地缘政治大国向制度化的区域国家转变。受国

家规模、地缘特点和历史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天然的地缘政治大国，中国的崛起必定

引发地缘环境的复杂变化，对周边地区的利益和心理形成不小的冲击。一些国家为了谋求地区战

略利益，趁机鼓动在中国周边构建环环相扣的复合遏制体系，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制造压力。要想

避免地缘局势紧张化，中国必须在地缘政治观上进行调整。一方面，中国要明确阐述其战略利益，

在地缘战略上引入开放与合作的思维，缓解安全困境的压力；另一方面，要积极建设一个以周边

地区为平台、以相互依存为基础、以多边主义为主旨、以寻求合作为途径、以构建和谐地区为目

标的新地缘秩序，不断将中国定位为一个制度化的区域国家，为周边和平、发展和繁荣承担力所

能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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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综合国力与社会发展程度上，中国的国际定位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向新

兴的发展中大国定位转变。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初具大国形态，但超大社会的国情制约了 GDP
总量增长的意义，中国在社会发展水平上仍将长期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因此，在较长一

段时期内，中国无法完全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在外交战略上要恪守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在

国际事务中伸张正义，主持公道，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当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合作，

要注意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尽可能让发展中国家掌握推动双边和多边合作的主动，彼此

的合作要走多远和走多快，完全取决于它们的意愿，中国不可勉强，这一点对中国战略调整至为

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