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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导言

“物极则反,事极则变”,1) 即情况的巨变会带来危机和机会。这就是矛盾双方

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 强调对立统一, 万物归一有求统一的过程。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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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顾曾提出 “动静无端, 阴阳无始”的命题, 肯定对立面转化的永恒性和实在性, 认为阴阳

在相互流转的过程中, 总是一屈一伸, 一盛一衰, 往来不停, 一方发展到极处, 必然走向其

反面。据此, 其在 ≪伊川易传≫中, 处处阐扬 “物理极而必反”的学说。其释泰卦九三爻辞

说: “物理如循环, 在下者必升, 居上者必降, 泰久而必否。



246  中國地域硏究 第5卷 第3號(通卷10號)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是绝不能不离不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2)。当今

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 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 是一个国际体

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 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

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3)。21世纪, 因中国经济崛起而建立现代中国的新国际

秩序的中美共治时代。4)基于辩证角度分析国际环境巨变状态下习近平的外交

理念表现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辩证统一过程。

上个世纪90年前后, 原苏联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们

的巨变终结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是人类历史上一大事件。在

全球上演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之间的体制竞争

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崩溃而宣告结言, 自此之后

再不可能有两大体制之间的激烈的竞争。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正在尝试人类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模式。1978年即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后, 又引入了市

场经济体制, 另起爐灶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笔者以

中国现代历史的辩证逻辑来分析进而得到的结论是 “清末以中国中心的中国帝

国秩序的解体(正)、然后经过共产革命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制撤回后社会主义

项目课题的实现(反)、终于建设新中国期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失败后资本主义

世界体制的再融入(合)而且实践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全球及亚洲地区范围上争霸

参与而探索中国梦”5)。另外的分析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和战争思想(正)、邓小

平时代的和平和发展理论(反), 习近平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国梦思

想(合)。在辩证逻辑上这一条路线是规定了未来的中国走上之路。

众所周知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重大调整和变革时

2) 马克思(1972),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第38页。

3)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 2014年11月29日电。

4) 2012年2月12日习近平国家副主席在美国 ≪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他指出, 宽广的太平
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们欢迎美国为本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发挥建设

性作用, 同时希望美方充分尊重和照顾亚太各国的重大利益与合理关切。

5) 李相万(2016), 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辩证探索: 基于世界体系论的视角解释(中文), ｢韩中

社会科学研究｣, 第14卷3号, 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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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中, 正反两方面的矛盾因素都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国

际关系中各种矛盾和斗争一直存在, 各行为主体相互影响, 国家间利益相互冲

突。现在国际局面上如何准确界定世界梦世界局面和中国梦中国国情, 历史进

程和时代趋势, 外交战略目标和实现手段, 单极和多极的斗争, 硬实力和软实力

竞争等, 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来解决主次矛盾, 洞察和平发展道路顺应天

下大势和建成人类共同体的趋向。因现代社会体系里存在各种纵横交织的矛盾

和问题, 是建立这样的共同体难度非常大造成。但是运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方

法可以解决这样的难题。一方面, 透过各种事物的表面现象, 洞察其本质和深

层内在联系, 把握当今时代发展脉搏；另一方面, 认清世界历史发展脉络, 看准

世界格局演变的长远趋势和方向。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所能容纳的生

产力(经济技術水平)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国家间调整影响力),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 是决不

会出现的”。6)

因此中国成立后, 一代领导集体到五代领导集体不断开拓外交新局面形成了

新的格局。国家口号也从自力更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主动作为、奋发有

为延伸到命运共同体获得了中国外交的核心话语权。中国领导班子始终没有忘

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始终没有忘记社会主义中国在全世界的实现, 始终没有

忘记 “两个必然”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庄严使命。中国共产党执政70年期间

令人瞩目的结果是中国崛起, 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孤立与封锁, 而

且与周边逐步建立起了双边和多变的睦邻友好关系, 中国凭借实力强盛终于获

得了主动建立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可能性。

本文选取有关习近平的讲话资料的内容在辩证视角下分析习近平外交理念的

含义与启示。进入2018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更需要合作伙伴的新的发展阶段。

根据这样的认识下, 本文设计框架是首先提到新时代的辩证含义来介绍习近平

6) 马克思(1972),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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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理念形成的背景；第二是分析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认识方法和核心的话语；

第三是提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实现难题； 后由是习近平外交理念对国际社会

启示。

Ⅱ. 习近平外交理念的形成背景

关于中国政策决策者的对外认识方法的分析如下。第一, 世界体系是如何形

成的?；第二, 考虑到当代的时代性(冷战时代,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时

代)；第三, 设定了当代国际政治体系结构(单极、两极、多极体系)；第四, 考虑

了与国家力量相应的格局(周边国家伙伴关系、强大国家之间的势力均衡、新型

大国关系)。通过这样的辩证唯物的看法完成了对自己作用的对外认识体系, 根

据世界体系的差序型、时代性、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及格局, 重新奠定了中国特

色的对外关系, 根据辩证逻辑建立新国际秩序。中国外交思想经过从毛泽东到

胡锦涛时期的变化逐渐形成了新时代习近平的外交理念, 该外交理念也离不开

前四个领导集体的外交理念。

第一, 习近平奉行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 主要体现在反对帝国

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

交的基本目标。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关系, 不输出

革命, 不干涉别国内政, 不强加于人。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属于第三

世界, 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中国永远不称霸。第二, 习近平充分继承

邓小平的不结盟战略思想, 在开展当代周边外交过程中, 习近平不与强国为敌, 

也不与欠发达国家结盟, 而是在和平共处基础上, 开展平等合作。习近平的外

交风格在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基础上更加主动有所作为变为奋发有为, 

主动提出建立亚太地区新秩序, 与周边国家一道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在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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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外交方针下, 开展更为积极的外交策略, 主动融入世界, 承担大国责任。第

三, 江泽民外交理念为习近平周边外交理念进行更深层次拓展, 提供理念想准

备和实践前提。一方面, 在江泽民伙伴外交基础上, 习近平与周边国家, 进一步

开拓全方位和全天候外交伙伴关系。另一方面, 江泽民的区域合作理念为习近

平在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提出的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基础。第四, 习近

平继承胡锦涛的和谐亚洲周边外交理念, 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中国威胁论的负

面影响, 为习近平周边外交上大国责任意识和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埋下伏笔, 

提供了思想前提。

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国家间

关系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国家经济力量的发展形式变成国家间关系。

中国的成长是非常具有动态性并且具有攻击趋向的。中国的成长以中华民族主

义的中国人们的声望为动力展开的独自的过程, 利用党政系统和其声望带动中

国的成长。中国的增长导致外部效应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他的成长和其带来的

外部效果都是单独的过程, 所以能够预想对外效果在整治措施上有可取之处但

并不完全。在控制国际政治方面成长上的困难是因为外部人员的选择与行动的

衔接导致, 不仅是受到中国成长和扩张影响的大国, 其它强国之间的竞争上, 中

国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自力更生开始, 邓小平的改革开

放, 重视韬光养晦, 江泽民的有所作为, 到胡锦涛带领中国成长, 在国际社会上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现出富国强兵和平掘起, 建造和谐世

界, 习近平在强调中国的权利和义务的同时, 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正是

在世界舞台上运用。中国外交政策框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基本布局, 

逐渐形成 “大国是关键, 周边是首要, 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多边是重要舞台”的

全方位外交格局,7) 也出现了中国外交理念的阶段性特征, 其特征是如下。

7) 其原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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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底, 周恩来在同印度就西藏地区的问题谈判时, 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后来成为

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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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1950年代简称战争与革命时代, 这个时期主旋律是一边倒外交思想。

当时在一穷二白情况下, 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程中需要原苏联的援

助, 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周边国家结盟, 这时期在新中国的周边外交

目标是维护新政权, 保障周边局势稳定和安全第一。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

展变化, 先后提出两个阵营、两个中间地带、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和划分

第三世界的战略思想。1960年代简称中间地带论和第三个世界论的时代。中美

关系仍未改善的情况下中国因国家利益冲突导致中苏关系恶化, 面对险恶的国

际局势, 反帝返修外交战略使中国外交环境更加不合理, 因此寻找国际关系上

的中国外交缓冲区, 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论逐步开展第三世界国家

的经贸往来, 外交处境得到一些改善。毛泽东外交战略上作了三次调整。首先, 

建国初的战略重心是联苏反美, 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

倒三大外交决策8)。第二次也就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 战略重心由联

苏反美转为既反对美国又反对苏联, 实行两个拳头打人的对外政策方针；20世

纪70年代初到70年代末, 战略重心是联合美国, 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推行一条

线战略方针和第三世界理论, 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的斗争。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

合而产生的第一次中国外交的历史性飞跃, 建立中国外交政策理念的重大基

础。尊重万隆会议的精神奠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 该原则就是坚持中

国外交思想的古典型精髓之一。

第二, 1970年代独立自主的不结盟阶段。在国际局势慢慢地移动到和平共处

倾向。国际局势处于苏攻美守的状态, 1964年中苏两国边界发生珍宝岛事件后

苏联已成为中美两国首要的威胁国家。此时已经开始改变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办

法来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因此中美为了共同国家利益而走到一起, 利用团结

8) 王红霞(2009), 论建国初期毛泽东的三大外交政策, ｢党史文苑｣, 2009年第10期； 毛泽东

(1991), 毛泽东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第1434、1466、1473页；周恩来(1984), 周恩

来选集(下卷), 人民出版社, 第8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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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对抗苏联, 在与美国结盟的一条线和一大片原则下终于建立中美国交正

常化。一条线是指按照大致的纬度划出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

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战略线, 团结这条线以外的国家(这就是一大

片), 共同抗衡野心 大的苏联。中美化解和建交使得中国周边的与美国同盟的

日本和菲律宾天改善了对中国的关系。中国确保了周边的安全问题, 走向利于

经济发展的大好机会。中国周边外交谋求实力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 实现

了不结盟政策, 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核心积极解决周边外交的难题, 集中力量对

付苏联的安全威胁。中国进入联合国, 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国际上开

始发挥影响, 更加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造成了和

平共处的时代。

第三, 1980年代和平发展的阶段, 中国外交政策提出在立足亚太、稳定周边

的原则下, 改变一条线的政策, 不与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 进一步强调

独立自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论亲疏, 不以哪个大国畵线, 以是

否有利于和平发展作为判断国际事件是非的标准。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 并实

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 强调开展经济外交, 外交工作积极介入双边、多边的经

济谈判……由于实行了重大调整, 中国外交开创了一个崭新局面, 中美、中日

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与苏联、东欧国家关系正常化, 中国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合

作进一步加强。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理论的崭新局面, 是制定了一个中心和两

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为了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宏伟目标, 以邓小平为核心

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改变了毛泽东时代对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看法, 上世纪70 

年代末, 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顺应这一潮流, 摒弃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

态外交和结盟外交, 真正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以国家利益为中心, 在边界

纠纷问题上提出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思想, 一度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 中国周

边外交 “初步形成全方位友好、多领域合作的新局面”9)。邓小平指出 “现在世

9) 王光厚(2013), 可持续发展中的中国周边外交, 吉林大学出版社, 第80-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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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具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

或者说发展问题”,10)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大国关系上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出

发点, “中国是从自己根本利益出发来指定国内外政策和做出决策的。我们不打

什么牌, 也不搞权宜之计”11)。放弃与大国结盟或为敌政策 “我们坚持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 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12)。实现了独立自主地开展周

边外交。中国周边外交开始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 顶住大国压力, 奉行不

结盟政策, 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核心, 积极改善了毛泽东时期留下的周边外交

难题。

特别是1989年6月, 中国国内发生天安门事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借此

对中国实施多方面制裁。这使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出现严

重倒退。13)20世纪80年代后期, 东欧国家相继出现政局动荡, 即, 1990年11月, 

被视为冷战标志和柏林墙被推倒；1991年底,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走

过70年之后宣告解体, 持续了几十年的东西方冷战格局也宣告结束。面对国际

上的复杂情况, 邓小平及时提出了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

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28字对外关系指导方针, 之后增加了 

“朋友要交、心中有数、抓住时机”奠定了40字外交方针的基础。14)中国肯定要

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 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在1990年12月再

次确认 “我们千万不要当头, 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 自己力

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 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中国永远不称霸, 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 还是

10) 邓小平(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第105-106页。

11) 同上, 第154-155页。

12) 同上, 第162-163页。

13) 总所知道, 美国霸权在巧实力里面有四根支柱。这四大支柱分为了经济领域面拥有生产方

式的优越性和经济制度的相对优势;金融方面反映美国经济更高生产率的美元优势;安全方

面美国的军事力量强大；文化方面享受美国文化为主的美式普世价值。所以美国在制造生

产、通商贸易、金融通货、军事安保和文化层次等, 在多方面对世界政治经济具有了超级

性影响力。

14) 邓小平(199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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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所作为。作什么? 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5)1992年4

月又指出: “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 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 中

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16)主要说道以不干涉、不称霸、不结盟、不

当头的12个字主线基础上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

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第四, 1990年代坚持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原则下1997年提出睦邻友好为主, 

实践区域合作的对外政策。使中国经受住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冲击, 顶住

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对中国的制裁和压力, 使中国的国际大环境大为

改善, 国际地位大幅提高。90年代以后,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提

出了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思想原则, 外交模式更加积极、灵活、务实, 改善

和发展了同发达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进一步加强了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

系, 积极开展首脑外交和参与多边外交,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浪潮, 不仅提升了

中国的外交国际形象和地位, 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当时中国面

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政治压迫, 人权问题攻击, 经济制裁等

严峻形势, 国际局势的发展对中国略显不利。这时, 江泽民提出周边外交的重

要性, 他强调了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 特别是良

好的周边环境”17)。江泽民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 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 

提出伙伴外交的理念。即说 “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 成为不对

抗、不结盟、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18) 

坚持 “推行伙伴外交, 构筑中国与周边大国面向21世纪的战略关系框架”19)。在

中日建交20 周年纪念时江泽民表示 “各国之间只有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平等

15) 邓小平(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第363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4),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1346页。

17) 江泽民(1997),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

一世纪”,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 1997年9月22日。

18) 江泽民(1994), 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 每日电讯, 1994年9月4日。

19) 赵桂兰(2006), 江泽民与我国周边外交,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06(7), 第5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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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待、和平共处, 才能维护持久的世界和平”20)的讲话。特别是1992年坚持伙伴

外交重要理念的基础上与韩国建交, 中韩关系发展速度之快、领域之广、影响

之深, 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国家关系发展的典范, 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开创中韩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韩关系正面临大发

展的机遇, 给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是双方面临的共同课题, 也是我这次访

问的主要任务。在江泽民的周边外交思想中, 开始出现区域合作理念。在十六

大报告中指出 “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 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加强区

域合作, 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21)。

第五, 2000年提出伙伴关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政策方针。2003年提

出睦邻、安邻、富邻的三邻政策, 正在进入和谐亚洲并和谐世界的时代。胡锦

涛作为中心的中国第四代领导集体, 继承了前三代领导人睦邻友好的周边政策, 

同时根据国内外新形势, 全面暖和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胡锦涛的周边外交政

策在党十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 “我们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

交方阵, 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 积极开展区域合作, 共同营造

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22) 在总体外交政策的指导下, 

2005年在亚非峰会上, 胡锦涛首次使用和谐世界理念, 而与周边国家邦交的和

谐与稳定是构建和谐世界的第一步, 2006年在亚信会议上, 胡锦涛提出和谐亚

洲的理念是 “办好亚洲的事情, 必须依靠亚洲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团结协作。中

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所有亚洲国家儶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

同繁荣的和谐亚洲”23)。该理念体现了中国对周边以及亚洲发展高度重视, 并积

极准备好贡献力量的负责任大国态度。随后得到周边国家的积极响应, 和谐亚

20) 江泽民(1992), 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在日本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民间组委会演讲

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1992年4月8日。

21) 江泽民(2002),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 2002年11月8日。

22) 胡锦涛(2007),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 2007年10月25日。

23) 胡锦涛(2006),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 人民日报, 2006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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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理念逐渐扩展, 深入民心。

第六, 2010年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进行了亲诚惠容的理念基础上

强调命运共同体, 实践奋发有为、更加主动、积极有为的讲话, 随着中国国家

实力的增强, 国际地位的提高, 中美共治’的新时代正在来到。习近平在分析中

美关系时, 指出 “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24)。到了习近

平时代, 世界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况巨变, 启动 “中美共治”的新型大国关系, 与

周边国家创出义利观及亲诚惠容的理念建立命运共同体, 以一带一路倡议提供

国际公共产品, 实行五通, 逐渐展开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萌芽。

Ⅲ. 习近平外交理念的认识方法

1. 习近平外交理念的辩证含义

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和国际格局发展趋势给予人们三个重要启示: 第一, 纵观

世界历史进程中大国兴衰规律, 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终究难逃失败的结局。

中国梦的实现, 不能依靠重复历史上西方列强采取对外战争和扩张的方式, 而

只能通过和平途径达成。第二,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 中国的发展已和世界的

发展密不可分, 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同时, 

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也必将给各国创造更多机遇, 更好地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因此, 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 世界的繁荣稳定也需要中国。第三, 和平与发

展互为依托、互为条件, 且共同构成有机整体。没有和平, 顺利发展难以实

现；没有发展, 持久和平也难以达成。中国一定要抓住历史和时代赋予的宝贵

机遇, 全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并依靠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更好地走和平发展

24) 习近平(2014), 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

上的致辞, 新华网, 2014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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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25)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有着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

首先, 世界与中国互为对方提供着发展机遇, “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 中

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26)其次, 中外机遇可互为转变, “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

走得通, 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 把中国

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 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

进。”27)再次, 立足本国与放眼世界, “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 坚定不移走自己的

路, 同时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 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 把中国

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 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28)

后, 参与国际事务与履行国际责任, “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 以更加积

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努力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29)

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融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深刻揭示了审视

国际形势的五个必须充分估计和五个更要看到: 一是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

演变的复杂性, 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二是要充分估

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 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三是要充分估

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 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四是

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 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五

是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 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

态势不会改变。运用上述方法纵横审视, 便可看到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所具有

的四大特征: 第一, 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第二, 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

穷；第三, 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持续深度调整；第四, 国际力量对比不断发生

深刻变化, 且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演进。在此基础上, 习近平同志

25) 苏格(2016), 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全面领航,  ｢国际问题研究｣, 2016年第5期, 第4页。

26) 习近平(2013), 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新华社, 2013年1月29日。

27) “百日新政的世界印象”, ｢人民日报(海外版)｣, 第1版, 2013年2月22日。

28) 习近平(2013), 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新华网, 2013年1月29日。

29) 习近平(2013), 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新华网, 2013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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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重大战略判断, 即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们 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 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 善于

化危为机、转危为安。30)习近平深化和发展了和平发展战略思想, 并赋予之新

的内涵与外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精神予以深化和

升华, 实施 “六个坚持”, 即坚持主权平等、坚持共同安全、坚持共同发展、坚

持合作共赢、坚持包容互鉴及坚持公平正义。31)

新时代的新思想是指为了明确区分旧时代和新时代而进行的新理念武装。因

为开创新时代的前提是需要差别化的理念和新的思想。如果说第一个100年

(1921-2021年)的目标是建设意味着全面富裕社会的小康社会,那么第二个100年

(1949-2049年)的目标就是实现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经过革命和战争的毛

泽东思想和和平与发展的邓小平理论为提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新时代的思想基

础一样, 习近平也是宣布了新的时代的开幕。习近平表示了新思想的 终目标

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国梦。为此, 执行的任务被定义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意味着在所有领域中

成为具备强国面貌的新型国家。通过这些,中国将再次站在世界的中心地位。

2. 习近平外交理念的核心话语

1) 中国梦

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梦, 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习近平表示了不仅 

“我们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并强调中国梦同周边国家人民的梦

30) 习近平(2014),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网, 2014年11月29日；苏格(2016), 

“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全面领航”, ｢国际问题研究｣, 2016年第5期, 第7页。

31) 习近平(2014),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新华网, 2014年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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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相通的, 很多周边国家领导人积极呼应。要加强宣介, 重点把中国梦同周

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 让命运共同体意

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32) 而且 “团结协作、发展振兴是拉美人民薪火相传的

梦想。中国梦和拉美梦息息相通。中拉双方要勇于追梦、共同圆梦”33)。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维护世界的和平梦、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进步梦是和谐

的统一, 就是为实现民族振兴中国梦争取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外交为维护主

权、安全和发展服务, 服从于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 就是说中国梦的对内

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外目标是实现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了不仅 “这个世界, 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 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 越来越

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4)而且 “今天,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村, 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空前加深, 国际社

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休戚

与共, 中国人民的梦想和各国人民的梦想紧紧相连”。35)习近平指出了中国外交

路程经过60年后的今天,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 各国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 应该看到, 世界还很不

太平, 局部动荡此起彼伏, 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 

南北差距依然悬殊, 亚非国家的主权安全、团结合作、共同发展依然面临不少

32) 习近平(2013), 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的讲话, 新华网, 2013年6月7日。

33) 习近平(2014), 在巴西国会发表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的演讲, 新华网, 2014年7月

16日。

34) 习近平(2013), 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

要演讲, 新华网, 2013年3月23日。

35) 习近平(2014), 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发表题为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

主旨演讲, 新华网, 2014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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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和挑战。新形势下, 万隆精神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我们要大力弘扬万隆

精神, 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

同体, 更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为此, 我愿提出如下倡议”。36)

习近平面临了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 应该思考总结历史经验和面向未来

发展的课题, 对如何实现亚洲发展、如何处理亚洲与世界的关系, 做了深刻的

总结。习近平强调了万隆精神, 揭开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争取国家独立和

主权、谋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的历史新篇章。建设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阐释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 

明确了中国的作用、角色和道路, 有助于实现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

3) 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 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

国关系。习近平在2012年之初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美期间, 即提出了建立新型

大国关系的构想。2013年, 习近平强调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

赢”的重要原则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倡议。2014年, 中美两国元首在中南

海瀛台夜话, 在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达成许多新共识。2015年, 习近平主席在

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与奥巴马总统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相关问题

举行了深入、坦诚、建设性的会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 “14字方针”为核心特

征, 明确了大国交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 “共治”方向, 

为处理大国间关系提供了崭新思路,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他指出了 “世界潮流, 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 

36) 习近平(2015), 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 新华

网, 201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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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 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各国应

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37) “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 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

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

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38) “新形势下, 万隆精神仍然

具有强大生命力。我们要大力弘扬万隆精神, 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推动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

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更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

人民”。39)

习近平之所以强调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是在世界格

局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国家合作的方向。现在的世界是不平等的, 西方国家仍

占领国际体系的塔尖, 他们在主导着国际体系, 话语权比我们大, 所以发展中国

家要联合自强, 通过更多的务实合作来提升各方面实力, 从而获得有力的话语

权。中国在中美关系上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将逐渐降低。而且, 这会促使两国形

成更为对等的双边关系, 也就意味着中国意义上的新型大国关系将逐渐变为

现实。

4) 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将中国梦与世界梦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是相关国家人民筑梦的

战略纽带而扩大新的经济成长动力的空间。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

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新一届领导集体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 

37) 习近平(2013), 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

讲, 新华网, 2013年3月23日。

38) 习近平(2014), 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新华网, 2014年11月29日

39) 习近平(2015), 在雅加达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

赢的重要讲话, 新华网, 201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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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以点带面, 从线到片, 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2013年9月7日,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说过 “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 使

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 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 共

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40) “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 不是封闭的, 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 而是沿线国家的合

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 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 

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 

东面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 西面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 其间是广袤的潜力巨大

的发展中国家”41)。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转型的需要, 顺应了中国

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 顺应了中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国家结构转

变的需要, 顺应了国际经贸合作与经贸机制转型的需要世界经济主要变化有三

个转型过程；一是从欧美世纪到亚洲世纪, 相对经济实力发生变化, 发达国家

正在丧失绝对主导权；二是从美国中心到中美双中心, 相互依存关系重新定位, 

美国中心地位受到挑战；三是从中心-外围到网络板块, 相对利益格局重新洗牌, 

世界经济体系处于深刻转型。一带一路能为实现中国梦创造良好条件, 又能向

相关国家和地区辐射中国红利, 实现战略机遇的对接、交汇。更为重要的是, 

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三足鼎立态势, 加快形成国际

经济新格局, 进而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深远影响。

5) 亚洲安全观

中国是亚洲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 也是坚定实践者。中方将一步一个脚印加

40) 习近平(2013), 在印尼国会发表题为儶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 新华网, 

2013年10月3日。

41) 习近平(2015), 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发表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

新未来的主旨演讲, 新华网, 2015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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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同各方的安全对话和合作, 共同探讨制定地区安全行为准则和亚洲安全伙伴

计划, 使亚洲国家成为相互信任、平等合作的好伙伴。2014年５月, 习近平在上

海亚信峰会上提出了亚洲安全观倡议, 该倡议提出两年多来, 已得到社会各界

越来越多的关注。亚洲大国协调和合作安全相融合的一轴两翼多节点的亚洲安

全观制度建构路径。其中, 一轴着眼于区域总体安全的亚洲大国协调；两翼即

上海合作组织等中亚中心和东亚峰会等东盟中心的合作安全；多节点即各种次

区域或微区域合作机制。42)

中国将同各方一道, 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搭

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 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中国和平发展始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实现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亚

洲梦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创新安全理

念, 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 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

全之路。 

习近平强调了安全方面的辩证意义。他说 “第一, 发展和安全并重, 以确保

安全为前提发展核能事业；第二, 权利和义务并重, 以尊重各国权益为基础推

进国际核安全进程；第三, 自主和协作并重, 以互利共赢为途径寻求普遍核安

全；第四, 治标和治本并重, 以消除根源为目标全面推进核安全努力”,43) “亚洲

和平安全观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创新安全

理念, 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 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

全之路”。44) 

当前, 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 但世界仍然很不太平, 局部动荡此起彼

伏, 恐怖主义、毒品威胁、重大疫情、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

42) 郑先武(2016), “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与 “中国经验”, ｢当代亚太｣, 2016年第２期, 第

15页。

43) 习近平(2014), 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上发表讲话, 新华网, 2014年3月

24日。

44) 习近平(2014), 在中国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发表题为积

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讲话, 新华网, 201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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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应该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协调行动, 相互支援, 

儶手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中国的主张可谓是经济发展与安全并重。这是因为

中国深刻认识到, 经济发展与安全可以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习近平的亚洲安

全观对中国和亚洲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6) 义利观

盡管亲仁善邻是中华文化里儒教价值的精髓, 与周边邻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底

色。在中国传统社会被称为义利之辨义的义利之争就是说义的道德和称作利的

利益间在争论哪一个更重要。汉朝以后儒教思想是坚固的统治理念, 对于义利

的多视角固定在重义轻利, 义利观的落脚点就是天下万民的共同利益。 “国不

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也。在国际合作中, 我们要注重利, 更要注重义 ……在国

际关系中, 要妥善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政治上, 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原则, 秉持公道正义, 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 要立足全局、放眼长远, 坚持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45)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 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

赢。中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将坚持正确义利观, 不搞我赢你输、我多

你少, 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 

中国说到的话、承诺的事, 一定会做到、一定会兑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坚持和积极践

行正确义利观, 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既

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理念, 也是中国外交遵循的重要原则。义利观作为中国传

统哲学思想的重要精髓, 强调重义轻利、舍利取义、以义取利、见利思义。这

些每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道德准则, 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基因。中国

已经开始在国际事务中显示出自己的领导能力, 并在此过程中向世界传达出有

45) 习近平(2014), 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题为 ≪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的

演讲, 人民日报, 2014年07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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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讲情谊、讲道义的外交理念。在这种愿与世界儶手共进的义利观引导下, 

中国不断促成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为亚太梦、拉美梦乃至世界各国的团

结合作带来生机活力。

7) 亲诚惠容理念

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 “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坚持睦邻、安

邻、富邻, 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中国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

理念, 就是要诚心诚意同邻居相处, 一心一意共谋发展, 儶手把合作的蛋糕做

大, 共享发展成果”。46) “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 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 

不断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中国已经同8个周边国家签署睦

邻友好合作条约, 正在商谈签署中国—东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并愿同所有周

边国家商签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为双边关系发展和地区繁荣稳定提供有力保

障”。47) 

中国传统上注重邻里之情, 现在用 “亲、诚、惠、容”来阐释周边理念, 就把

中国与周边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到情感高度, 用情粘合、塑造中国同周边在利

益、责任和命运三方面的共同体意识。周边外交的四字理念实际上是中国第五

代领导集体结合当代中国历史与现实, 对中国与周边关系的一次重新定位。总

体上看起来习近平周边外交目标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外交方针是亲、诚、

惠、容；外交思想的具体畛域是经济上合作共赢, 政治上和平共处, 文化上包

容互鉴, 军事上新亚洲安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特色是彰显积极有为新姿态, 

不承认赢者通吃, 强调大国责任意识和共赢理念。

46) 习近平(2014), 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 ≪儶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演讲, 人民日报, 

2014年09月19日。

47) 习近平(2015), 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发表题为 ≪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

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 新华网, 2015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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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习近平外交理念的实现难题

1. ‘中国梦’与 ‘命运共同体’的不一致 

为了理解现在中国, 应该专注于帝国传统的连续性。19世纪末东亚地区由朝

贡体系产生的地区秩序已经瓦解。所谓的中国世界秩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 

并且由于对当时中国的对外关系没有很好的说明而遭到批判。据此, 中国世界

秩序的核心就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的差序-格局性。差序-格局的社

会必然是礼治的社会。这概念和西方的等级制度(hierarchy)概念完全不同。东亚

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 中国世界秩序就是以天子为顶峰, 其他各国家顺次依次

排列的观点。目前正在谈论的中国梦如果仅仅是因为要重建过去, 那么这与中

国领导层的意识构成绝对不会一致。它们应该是中国的世界秩序将带来邻国的

稳定, 中国的混乱动荡会带来邻国的不安。此外, 中国的掘起在东亚地区乃至

在世界体系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 也将反映这个变化或权力的变动, 也可以说, 

正在成为左右这个变化的力量。

21世纪初, 世界秩序变动的活跃性, 正好与中国地位历史性的转折点相符。

中国在过去的200年间一直作为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代表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甚至受到帝国主义的桎梏与军事力量的封锁, 还有在远离世界市场的情况下提

出的 “赶英超美”的冒进中, 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从来没有被抛弃。1978年11届三

中全会以来, 通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奋斗努力中国为了恢复自己的自信心, 一

心一意谋发展, 国家通过经济发展使得一方独大, 扩大了经济影响力, 并使之成

为一个良好的崛起起点。因为经济力量已经成为所有政治力量和军事安保政策

展开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细想种种经济力利害关系对国家的政治政策和安保

政策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经济力无论怎么被强调都不为过。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积累了一定的综合国力, 且恢复了自信心, 但在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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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市场经济体制执行过程中已经暴漏了问题点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存在

体制不安感。中国确实是一个两难的时候, 进入21世纪后, 政治稳定和经济增

长将能否持续和发展这个议题与中国的政策性危机感相交。关于中美间竞争关

系的政体危机方面, 中国想找到一个比例。中美间的战略性竞争和合作都会给

世界带来较大影响。是因为中美两国不顾安保战略认识差异, 为了反映和安全

而相互依存的关系。冷战之后,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成为了中美合力, 在经济领

域加速化的原因。除了国家主权的问题, 并且有联合国在中国和美国的作用显

示了相反的观点人道主义干预和维和行动的限制。中国的霸权竞争主要矛盾就

是在世界资源上与美国政治上必有一战, 自然资源上与日本必有一战。国富积

累是中国实现强国梦的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以经济力为根本暴漏了政治上的中

国梦。中国在爆发性的经济增长之下, 反应了欲重回归到 “规矩制定者

(rule-settler) “的霸权现象。习近平时代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处于非常重要的关

键时刻。 

中国会不会在世界体系内重新建设社会主义世界体系(The socialist world- 

system)呢? 笔者用中国的文明和霸权来设定来回答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

的未来问题。中国所主张的 “文明国家”问题是为21世纪朝贡体系的范式进行的

辩护,是正当21世纪型中华世界秩序的范式。如果中国成为世界的统治者, 那么

其形式会是21实际型朝贡体系。但是, 这一体系的适用范围不只会限制在东亚

地区, 而会是覆盖全世界范围。这时候, 中国会被授权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

制下美国所担当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宗教等领域中的作用, 且

其形式会与美国截然不同。仮如中国统治世界, 其特有的人种主义等会引起一

些问题。但是, 将以中国为中心重写世界史, 世界的首都会从纽约变为北京, 人

民币汇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中国会替代英语的位置成为世界共同语言, 中国的

大学, 饮食和中医会引导世界。政治方面, 脱离民主主义政治行为, 而作为由共

产党执政的脱殖民地时代的发展中国家(开发独裁: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根

据权威主义的儒教传统的统治理念支配人类普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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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人类普遍的价值问题, 实在中国构想的21世纪型朝贡体系会稳定

维持国际秩序, 但是展望东亚区域内今后50年的东亚地区, 仅限定为从外交层

面来看21世纪朝贡体系也不是简单能够成立的。从 近的中日间对立局面就能

认识到这一点。48) 比如说, 虽然儒教拥有普遍宗教的属性, 但是宗教与文明相

连接、结合时会加重这些问题。在中国文化兴起的儒教复兴是在东亚地区内恢

复广泛的影响, 儒教复兴对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做出贡献。复兴儒教是文明的对

话(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做出的极大的贡献。儒教在生态学的人文主义、

女权主义者、共产社会主义的、多元论的认识,创造性的反应为和平文化作为普

遍的方向提出了看法。其他宗教间沟通交流的普遍的基础的,形成有助于实现。

但这种积极的变化是以目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为前提的。否

则,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文字游戏。

另外一个是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儒教社会主义: 在经济方面拥有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性质、政治方面拥有社会主义和合理的权威主义性质, 宗教

方面与儒教特性相结合)是一国性质的, 但是, 是否能在全世界范围内确保普遍

妥当的正当性? 中国是否能解决从第一到第三衍生出的各种矛盾所引起的暴力

和战争, 中国能够替代美国确立稳定的国际秩序也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比

如说为了追求利润的生产和资本累积政治上需要国家间的竞争,先掌握经济霸

权, 后扩展政治力量, 后掌握文化力量。据霸权国家的维度应该将把世界体

制内存在的问题在体制内提出解决的方法。中国会解决如下5个世界体制内标

准的问题: 人类普遍的追求价值问题；全球化和平治理问题；全球化宏观经

济治理和经济危机克服问题；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全球化生态灾难预防

问题。 

可是中国难以轻而易举获得有关能够带来稳定的国际秩序的信任。相反, 包

括东亚地区的各种区域性矛盾会更加频繁地出现, 甚至更加恶化。而且, 如果

48) 周方銀⋅高程主編(2012), 東亞秩序-觀念、制度与戰略,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第

130-1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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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任为是世界体系的霸权(主导)国家的话, 不能避免地会成为这些矛盾的

根源。现在这样的状态不是稳定的。中国能够阻止以美国为中心重组单一国际

秩序的局面, 但是这只是限定为以中国为中心重组国际秩序之前的时间段。保

持完整的经济力量是成为一个国家崛起过程必不可少的因素, 但是为实现这一

目标, 中国如何保持经济力量的持续增长, 中国如何更可靠地获取自身经济成

长所需的能源和资源, 如何安全地输送经济开发所需的能源和资源, 中国会不

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对周边国家表现出具有攻击性的扩张意图；中国能否向

国际社会提出普遍价值；中国有没有能力应对恐怖主义、核扩散和环境保护等

当今全球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等。

2. 构建新型现代国际秩序的两难

随着对中国对外关系认识的变化, 以天下世界观为基础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终达到亚洲共同体的构想。中国如何认识世界? 进一步说 ‘中国’要重构和建

立什么样的世界性大国? 这里说的中国不仅是以前的中华世界概念, 而是现在

全球治理上需要的、讨论的和宽容的政体。这里, 说的是中国对世界的可能创

造和对世界的责任, 超越民族国家。无论是中国威胁还是中国崛起都提到不合

适的问题, 只有中国如何为人类重构世界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分裂和合并与形成中国中心的世界秩序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特色的

世界秩序内涵有这两个意思。一是指以中国帝国为中心组织并维持的传统时代

东亚地区的现实世界秩序, 另一个则是指中国人观念中的世界秩序, 即中国人

与现实历史毫无关系地认识或希望东亚地区的世界秩序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组

织及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得到稳定时, 会给周边国家带来了稳定, 

相反中国的混乱也会给周边国家带来了不稳定。在东亚地区, 中国的崛起反映

着世界体制和权力关系的变化, 也可以成为改变权力关系的力量。

经济实力果然是可以推动国际关系变化的决定性力量。美国的衰退与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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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也可从辩证法的视角进行分析。二战结束以来,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 投入

巨大的力量维护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以阻止新兴大国的崛起并维持和巩

固现有秩序。但新兴大国挑战霸权国所维护的现有秩序, 试图打破现状, 对现

有秩序进行创造性破坏, 并要求改变国际秩序。在此情况下, 现有秩序与新秩

序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 接受新秩序的构建以及新体制的形成, 对于

现有秩序来说是合理的选择。如果中国以王道的方式行使霸权行为而主导构建

新的国际秩序的话, 即将中国那它要遵守如下三大原则: 第一, 中国不能将具有

中华主义思想色彩的朝贡体系强加于周边国家；第二, 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

意倡议要扮演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角色, 但不能掠夺周边国家主权和资源；第

三, 中国与周边国家一同探索如何构建亚洲的价值观。只要这样, 中国才能成

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世界秩序的规则游戏制定者。

历史上, 东亚地区被指以帝国形态的世界秩序和近代主权国家形式的国际秩

序经历了两种国际秩序。即说到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中华世界秩序和体现政治

平等的民族国家体制的两种形式。在21世纪, 中国所构想的新的世界秩序不会

是直接接受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但是, 让周边国家接受以朝贡

体系和华夷思想为基本的传统的中华世界秩序会受到全世界的反抗, 所以中国

会在部分接受已经存在于国际社会的现代国际秩序的同时融合中国特色, 建立

中国特色的现代国际秩序。中国指向的未来国际秩序不可以成为像传统的中华

世界秩序中的帝国和附属国关系。

这样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础是承认各国经济差异的同时政治上平

等的主权国家, 其秩序内的国家都有差序和格局, 其秩序的特色有如下: 第一, 

存在差异的等级秩序；第二, 中国为中心主导东亚秩序；第三, 构建中国和周

边国家间存在差序的兄弟关系；第四, 提出中国特色的普遍价值；第五, 有差

别的中国特色外交方式。虽然各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家, 维持政治平等, 但是强

大国家和弱小国家的影响力明显存在着差异, 所以不可避免体现出差序秩序形

态。49)中国认识到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秩序不能被以美国等超强大国家为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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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极霸权所支配, 而是应该成为几个强大国家领导的多极秩序。50)此中, 在东

亚地区内, 中国必须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和周边国家在形式上都是主权国家, 

维持着法律上平等国家关系。但是, 实际国家力量方面的差异是明确存在

的。因此, 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是同等的横向平等关系, 而是具有差序

的兄弟关系。 

可是, 为了获得周边国家的认可, 中国需要施行以获得周边国家的民心为基

础而行驶主导权的施惠的王道政治, 即认可周边国家的搭便车现象以及在一定

程度上供给地区公共产品的牺牲。开放的地区观是地区自由贸易区形成的理论

之源。进入新时代, 中国一直反对主张对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 美国

主要使用的外交方式是使用同盟和军事力量, 中国则使用经济手段和话语主导

权等软实力资源的同时通过经济优惠提供与否对他国施加压力。其影响力形式

范围为, 一是获得周边国家的同意并展开王道政治, 二是对不顺从的国家施加

经济压力。中国大力倡导自由贸易。此次今年在上海举办进口博览会是中国主

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表现出中国维护自由贸易、为各国拓展互利发

展空间的决心和诚意。实在中国主动开放市场扩大进口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

一大创举, 如果能持续推进, 势必将开拓国际贸易新局面, 树立与周边国家开展

多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榜样, 为国际社会搭建自由贸易的新平台。中国的

软实力向世界提出的普遍价值会是自由、民主、人权等的西方价值观和以结合

儒教文化中的公平、包容、共生、义利观等观念的中国特色价值观。中国的外

交方式也与其美国方式不同。 

作为国际社会上的强大国家, 中国对未来的构想会是由来自于其他竞争强大

国家的相互牵制和与许多中坚国家或弱小国家的相互作用而决定。因此, 中国

需要作为更不霸权、更有好意的大国崛起。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为了在全球治

49) 费孝通(2006), 乡土中国, 人民出版社。

50) 周方银⋅高程主编(2012), 东亚秩序-观念、制度与战略,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

258-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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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中起到强大国家的作用, 不可避免地会改变三不政策(不干涉、不结盟、

不当头)。新一届领导层的中国外交特色很明确的, 简单来说就是与周边和大国

关系的转换从韬光养晦转移到奋发有为。总体上看是不让步, 但有分寸, 把握

全局。笔者分析认为, 该中国外交战略可被归纳为如下。联合俄罗斯, 团结欧

亚；对美国态度, 是合作与斗争, 不示弱；对日本, 绝不让步, 但不至于擦枪走

火；对朝鲜, 是制裁也帮助；对韩国, 是对话也打压。51)

Ⅴ. 结论

现在东亚变为多边主义的情况下, 为解决该地区问题, 机会成本高、需要建

立规范基础, 提供区域性或者国际公共产品。但是这样的措施也不能顺利实

施。美国以提供安保和确保经济利益为由, 竭力维持世界霸权。但是权威主义

的国家主义提供国际公共财产的可能性很低。反之, 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能

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很高。因为强大国需要盟友(拥护者),东亚区域美国

的盟友是日本和韩国, 但是中国的盟友不太明确。为了挑战全球霸权, 中国背

后需要构建非常稳定的东盟体系。中国认定美国领导的既得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会走下去, 同时追求政治经济利益 大化。

虽然中国经济方面的硬实力慢慢地崛起, 但还是需要建立文化方面的上层建

筑。为了上层建筑的变化接下来要求对既得国际政治经济挑战的方式也要变

化。其变化方式包括增强军事力量, 体现自身的国家力量, 因此东亚地区会产

生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变化。显然,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全

球性国家权力, 其中世界政治经济上已经得到的地位是包括确保国内稳定和经

济增长的社会政治制度; 中国的独特的发展模式和全球第二的经济实力; 世界

51) 李相万(2017), 韩半岛安全困境的化解: 命运共同体与公共产品的互补作用, ｢中国地区研

究｣, 2017年(通卷 7号), 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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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三大领土;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核武器大国; 全球治理俱乐部

(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五国) 中的

话语权; 五千年永续传承的民族文化及其国家凝聚力。

将来中国会选择哪条路呢? 中国是成为在全球问题上重视人类的普遍价值观

并包容周边国家的 “施慧型大国”, 还是执着于中华民族主义而只追求非理性的

行为的强国。中国不仅要在国内凝聚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等各领域人民的

力量, 而且还要使得周边国家感到中国的宽容性对外关系。只有这样, 中国梦

才能被邻国视为发展之梦、和平之梦与合作之梦, 中国执行合作共赢的思维带

来周边国家的广大支持。

2014年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将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理念定为和平,

发展,合作,共荣。但是, 2018年, 以习近平重要讲话的形式确立了新时代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中国对外政策指导理念。52)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内

容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目标, 建设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世界和平与

共同发展为目标, 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有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根本战略。笔者认为加强中国家自信感、国家核心利益, 维护国家主

权和安全、保护发展利益等包括了变化中的中国外交的进攻性特征。

在东亚是周边大国之间国家利益尖锐对峙的地区, 也是地缘政治上的竞争、

领土纠纷、敌对的安全问题、军备竞赛、经济摩擦、围绕对市场与资源的控制

权的斗争等各种矛盾因素常存在的新冷战地区。中国公共外交的难题在于崛起

52)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大后召开的首个中央外事工作会议(2018年6月22日至23日)奠定了 “习近

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基本的实践的指南”, “ 终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决

定了中国外交的指导理念”。在这里指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要义主要有10个方面: (1)坚

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2)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3)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 (5)坚持以共商共

建共享为原则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 (6)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

路, (7)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 (8)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

治理体系改革, (9)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0)坚持以

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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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义务, 该义务不是评价道德价值的对象, 只有探索相互的利益均衡点。

即, 提供经济优惠还是对他国施压来得到国家利益。如果国家之间的信赖原来

是不存在的, 而且相互对战略性的怀疑加重的话, 对两国建立友好关系是更有

力的。民族性强的国家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减少, 相反, 国际性强的

国家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增加。

 为了克服东北亚区域主义的阻碍因素, 并迎接繁荣的未来, 首先是去地缘政

治的典范转型而扩张到地缘策略(geo-strategy)的空间概念。地缘策略性国家战略

是指超越以地缘政治学为基础的传统安保本位的国家主义, 而意味着在多样的

领域寻求区域层次的共存策略。例如, 一带一路倡议是将中国与64个周边国家

连接起来的战略, 也是中国为构建全球霸权而长期追求的国家层次宏观计划。

一带一路实行初期的主要对象为发展中国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全球范围

的溢出效应(spill over)会逐渐加强。

在二十一世纪, 中国追求的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国内保持稳定

周边国家则越会保持稳定状态, 而中国的不稳定也会带来周边国家的不稳定。

如今, 中国已从邓小平时代的 “韬光养晦”转入习近平时代的 “奋发有为”, 美国

也将中国视为竞争者(潜在的敌人), 这意味着 “中美共公治”的时代来临。中国

已经不是从属于美国的伙伴, 而是围绕世界霸权与美国进行较量的竞争者。53)

中国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事务, 越来越多地扮演着游戏规则

制定者的角色。

不过, 随着中国力量的成长, 中国要在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也增加了。作为

负责任的新型大国, 中国有义务向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中国要获得周

边国家的大力支持, 就要超越为人民服务的国家这一阶段, 升级为为国际社会

服务的国家, 这样才能与其他国家构建真正的信任关系。基于此, 以中国为中

53) 2018年12月12日据WSJ报道了中国正好与中美贸易冲突中习特首脑谈判后盡快实行了中国

制造2025提议修改或搁置的。该部分包括了去处核心部件国产率2020年达到40%、2025年

达到70%的数量目标, 引入Competitive Neutrality(竞争中性)和平等对待国企、民企和外企, 

削除对国企的非市场化优惠贷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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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由中国主导的东北亚多边主义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为了达到此目标, 以 

“求同存异”和 “与时俱进”为原则、不断扩大各国之间交流和战略利益的交集点, 

争取相互合作与建立共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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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新时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辩证含义研究

李 相 万

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 教授

当今世界是一个国家之间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 是一个国际力量

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本文是基于辩证逻辑

角度来分析国际环境巨变状态下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和理念的含义和对韩中关系

的启示。按照该理念表现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辩证统一

的过程。中国经济崛起而带来了21世纪的中美共治时代。中国外交政策框架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基本布局, 逐渐形成全方位的外交格局。中国对外

关系的发展主线分为几个不同的方向, 可升级为辩证之路的发展。其对外政策

路线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社会主义一边倒路线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阶段, 在邓

小平时代和平发展的阶段、提出立足亚太而稳定周边的原则下重视制定一个中

心和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在江泽民时代坚持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原则下提

出睦邻友好为主实践区域合作的伙伴外交路线, 胡锦涛时代提出伙伴关系原则

下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政策方针, 在习近平时代在周边外交工作亲诚惠

容基础下强调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

本文认为中国政策决策者的对外认识方法是世界体系是如何形成的,考虑到当

代的时代性,设定了当代国际政治体系结构,考虑了据国家力量相应的格局。这

样的辩证唯物的看法完成了作用于自身的对外认识体系, 根据世界体系的差序

型、时代性、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及格局, 重新奠定了中国特色的对外关系, 建

立新的国际秩序。新时代习近平外交理念不仅离不开上一届领导班子的外交思

想, 而且继承了上一届领导班子们的主要话语。这话语表现为独立自主、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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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不结盟、合作伙伴、和谐亚洲到亲诚容惠的外交理念, 重新融合了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上深化和发展了和平发展对外理念,并赋予之新的

对外政策的内涵与外延。期中习近平外交理念的核心话语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之路, 包括中国梦、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安全

观、义利观和亲诚惠容理念等。韩中关系就要基于历史和文化的共同点, 以 

“求同存异”和 “与时俱进”的原则, 不断扩大各国之间交流和战略利益的交集

点。换言之, 韩中两国以民心相通为基础, 互相认可生活与文化方面的共同之

处, 努力构建 “生活文化命运共同体”, 以此走上相互合作与共生之路。

关键词: 辩证逻辑, 中国外交理念, 公共产品, 命运共同体, 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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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udy on the Dialectical Implications of 

Xi Jinping’Foreign Policy Ideology in New Era

Lee, Sangman

IFES of Kyungnam University

The today’world is a world of inter-state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depth 

adjustment, a profou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wer shift, and a world of 

changes in the direction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Based on dialectical logic 

perspectiv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meaning of the Xi-jinping’s foreign policy 

concept.China’s foreign policy framework is based on the basic layout of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gradually forming a foreign policy 

pattern.The development line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s divided into several 

different directions, and a development of dialectical.On the basis of Mao Zedong 

Thought, in the period of Deng Xiaoping’s era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the 

principle of establishing a One center and Two basic points principles in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Deng Xiaoping’s peace and stability, the line of 

partnership relationships, the principles of amity、sincerity、mutual benefit and 

inclusiveness was put forward.

This paper says that the foreign cognitive method of China’s policy decision 

is how the world system is formed, considering the contemporary era of the 

present era.Such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has done the external cognitive system of 

its own accord, and has redetermined the exter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the time,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the pattern of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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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order.The new era of Xi Jinping’s foreign policy ideology is not 

only a accepting of former leader’s foreign policy thought, but also a succeeding 

to the main words of the former leader’s main words.The cor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cluding the 

Chinese dream, fate Community,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 the B&R initiatives, 

the outlook of the Asian security concept, idea of moral and profit, the 

principles of amity、sincerity、mutual benefit and inclusivenes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orea and China should be based o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constantly expand the intersection of exchanges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Key words: Dialectical Logic, Chinese Foreign Ideology, Public Goods, Fate 
Community, Cooperation Partner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