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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格局变化与中国外交战略

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9·11”事件、新兴大国崛起、世界金融危机和

美国国际战略调整等为标志性事件，国际格局正经历十分复杂深刻的变化。

如何客观全面判断国际形势，如何准确把握中国的国际定位，如何科学确立

中国外交的总体战略目标和方针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提    要〕进入新时期，国际格局发生沧海桑田之多重变化。中国和

平崛起，邦旧命新：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

近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思想指引下，中

国外交以深邃的全球视野，主动塑造大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全面规划；

以恢宏的战略定力，确立近、中、远期阶段性目标；以周密的谋篇布局，

积极引领和处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领域的外交工作；以务

实的方针政策，将合作共赢理念落实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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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观全面判断国际形势

从纵向看，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国际格局经历了维也纳体系、凡

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的数度更迭。20 世纪 90 年代初冷战结束，

标志着新一轮国际格局转型进程的开始。以美苏对抗为特征的两极格局瓦解

后，后冷战时期形成美国一超独大的单极格局。新保守主义主导的美国国家

战略攻势明显，旨在强化美国在世界之“领导”地位，固化由其主导的国际

政治格局。

“9·11”事件是 21 世纪初期国际关系格局发展的转折点。美国决意报

一箭之仇，接连发起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前者因反恐背景，得到安理

会决议授权，后者则无。然而，福祸相依，且物极必反。保罗·肯尼迪所示

帝国兴衰的规律，就某种意义而言，似未见质变。两场战争旷日持久，挥金

如土，仅官方公布的军费开支就各达万亿美元，而哈佛研究机构更推算两战

总体耗费和战后重建费用高达 4 - 6 万亿美元。战争泥淖之害，美国恐怕也始

料未及。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新一轮国际关系格局调整的又一转折点。美国的

实力和形象因两场战争已遭损伤，华尔街泡沫演变成的金融海啸殃及全球，

更使美国金融与经济续遭重创，社会与民众心理饱受打击。以此次金融危机

为分水岭，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呈现颓势，新兴经济体国家展现活力，

实力和地位相对上升。世界多极化发展提速，并呈现质的转折。当然，在后

金融危机时代经济调整中，新兴国家并非全无“短板”，而美国等发达国家

亦显示其复苏后劲。

奥巴马总统就任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现重大调整。随着美军从伊拉

克和阿富汗逐步撤离，美国加速实施“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战略，

战略重点转向防范其他大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太平洋地区之“不太平”不减

反增。中国因自身实力地位的变化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某种意义上

印证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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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横向看，国际关系呈现出如下四方面的特点：

第一，国际政治关系合作与矛盾并存。和平发展依然是大势所趋，合作

与变革的呼声持续高涨，建立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的诉求愈加强烈。美国因全

面反恐和金融危机耗力过多，一段时期内与他国合作的客观需要增加。20 国

集团（G20）首脑会议成为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平台，新兴发展中国

家话语权增强，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大国力量继续消长，在竞争中谋

合作，避免全面对抗，寻找彼此国家利益的汇合点。国际社会继续努力维持

和平、推进发展，一些原有的热点问题出现和缓迹象。

但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仍在发展，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不会

轻易改变。“单极”与“多极”的斗争仍将持续，在一定条件下，国际关系

矛盾发展还可能表现得十分尖锐和激烈。美国实力只是相对受挫，其包括军

事实力和影响力在内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仍踞超强地位。为维护其超级大国

主导地位，美国与作为新兴经济体重要代表的中国之间矛盾突出，亦出台了

一系列针对后者的举措。当然，“针对”并不完全等同于“敌对”，当今国

际关系敌友阵营不似从前两极格局那样泾渭分明，可谓“边际模糊”。一些

地区矛盾持续凸现，冲突交织迸发，亦会出现某些可能影响全球战略格局的

区域问题，例如乌克兰危机引发美俄新一轮博弈，对俄欧、俄日甚至中俄关

系均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但是否会导致美俄关系全面或持续对抗还有待观

察。

第二，国际经济关系相互依存与竞争同在。生产力的急速跃升，带动了

全球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调整。国际贸易、世界金融、跨国生产、技术变革、

环球网络等以空前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国际经济关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局面。国际金融风暴冲击波震撼世界各地，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

希腊债务虽仅占欧洲经济总量的2.3％，却足以让欧洲陷入困境。中国与美、

欧相隔万里，但工、农、商等各行业均强烈感受到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相互依存”、“同舟共济”等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国

家的认同。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双刃剑”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经济安全成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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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普遍关切。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艰难复苏，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

美国将其自身窘境归咎于现行国际经贸的某些规则，认为新兴经济体利用规

则的漏洞进行不公平竞争。为此，美国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进程，大有“另起

炉灶”之势，试图绕开或取代世贸组织（WTO）相关规则，打造超越国家主权

的资本运作体系。国际形势再现动荡与不安，进一步激起发展中国家要求改

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呼声。最不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弱势群体，在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第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传统安全问题依存。“9·11”事件之后，

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美国通过战争等高压

手段打恐十年，但恐怖主义非但没有绝迹，反而改变手法更加猖獗，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ISIS）的发展势头及其活动规模令世人震惊。如何标本兼治，

铲除恐怖主义根源，遏止民族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引发的地区动

荡，成为国际社会需通力合作应对的问题。高科技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应用

和普及，使网络安全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安全课题。此外，金融风险、

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疾病防治、灾害治理等全球性问题，均成为国际社会

的热门议题。

可持续发展之必要性，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但传统安全问题依然

存在。超级大国美国对可能威胁其地位的其他大国崛起必持戒心，加之冷战

思维作祟，它不仅保留了冷战时期建立的军事联盟，还进一步投棋布子。美

国延续与北约的军事战略构架，在亚太地区拓展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

军事同盟关系，推进亚太多重三角安全合作，强化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并

频繁举行联合军演。中国周边接连发生具有复杂国际背景的旨在蚕食中国海

疆的事件，某些国家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行为，不仅无益于地区稳定，还

影响了甚至绑架了美国对外政策。美国在幕后与前台，进行了一些与其“不

选边站队”承诺不尽相符的活动。

第四，软实力竞争上升，社会信息化影响增大。新世纪伊始，软实力竞

争呈上升趋势。不同文明间和平共处取得积极发展，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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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解决问题成为趋势。然而，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依然存在，可“威慑”

迫使人就范，亦可“感召”引人上钩。新的国际较量，不仅局限在硬实力的

比拼，更体现在以软实力抢占道义和法理的制高点。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

媒体”得以广泛应用。随着第二代网络技术 (Web2.0) 的广泛应用，手机用户

更可通过互联网交互功能即时发布信息。有观点认为，其意义堪比 1450 年古

登堡活字印刷机的发明。随着 3G 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网络与现实生活各

层面实现了无缝对接，每个人都可以此方式进行传播交流。约瑟夫·奈指出，

在信息化推动下，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社会运动等都成为

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变量，削弱了政府对本国事务的控制能力。新媒体和舆

论影响力不断增大，进一步促使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公共外

交的意义及其平台作用愈显重要，且涌现出诸多新课题。

二、中国国际定位与外交战略目标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在发展进程中，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对自己进

行国际定位，既要把握历史、着眼未来，确立纵向方位，又要立足当前，找

准横向坐标；还需注意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统筹国家短期、中期和

长期目标，协调国家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与一般利益。在这一过程中，既要

有客观的总体判断，又要有主观的战略取向与选择。毛泽东主席曾气势豪迈

地认为 ,中国“理应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邓小平在展望世界趋势时亦曾

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纵向分析，中国按照“三步走”战略，稳步推进“四

个全面”，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的国际角色正发生重大变化：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崛起，对地区和国际

事务影响力日益增大；从与国际体系联系并不紧密，发展为密切关注并积极

参与国际事务；从过去相对不为世界所重视，发展为前所未有地为国际社会

所关注和借重。辩证地看，由于国际环境存在诸多变数，一国的国际定位问

题呈动态状，不宜简单划线，而要留有余地。存在决定意识，一国的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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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会相应地出现某些与从前不同的利益诉求。

第一，坚定社会主义的政治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是新中国的历史选择，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带领人民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让人民生

活得更加幸福。中国共产党在全力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实践证明是

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随着形势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

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选择了适合自己的道路，进而坚持改革开放、

与时俱进，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但在当今国际格局中，

社会主义中国在受国际社会倚重的同时，其社会制度连同相关的意识形态又

可能被作为防范、制约乃至遏制的对象。对此，我们必须心中有数，要以坚

强的战略定力坚决走自己的路，不要畏惧别人如何评说。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战略，根植于广袤富饶的中华

大地，缘起于中国人民之根本利益。当今，中国的总体发展与安全利益已经

与世界发展和安全大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

长，使中国成为国际格局变迁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一大力量。我们审视中国外

交使命的宏观视野应更加广阔，谋篇布局必须提升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关

联的广度，对内追求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对外主持公道、伸张

正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捍卫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崛起的

中国不走历史上国强必霸的老路，而是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构

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外交的神圣使命就是服务于“四

个全面”，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综合发展创造尽可能长的战略机遇期。

第二，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石。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中国作出了

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抉择。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综合国力日益增强。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出口、外汇储备、钢铁、造船、汽车、铁路、粮

食产量均为世界第一，成为 128 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世界中的角

色举世瞩目，被公认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中国高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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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赢”的旗帜，积极开展经济外交，努力寻求国家利益的融汇点，夯实对外

关系的基础，同时因势利导，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不断提高国际话语权。

中国坚持开放战略，推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鼓励科学技术创新，在积极引

进外资和国外先进科技的同时，必须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努力促进自

己的资金和技术“走出去”。中国也只有坚持对外开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推进市场、资源（包括能源）、投资“三头”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才能实现

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总量虽居世界第二，但人均 GDP 位于世界 80 多位，

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日益突出。2013 年，中

国日均石油消费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国，且对外依存度攀

升到 60%。此外，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更是需要长时间和大

气力加以治理。中国在减排问题上既

有自身的合理需求，也考虑到应尽的

国际责任，中美达成的相关协议亦是

利己利人的举措。再者，中国发展还

很不平衡，城乡及区域差别明显，还

有相当数量的人口生活水准处在联合

国认定的贫困线之下。要让全体中国

人都过上幸福生活，任重而道远。

第三，坚决维护国家总体安全。新世纪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内外因素空

前复杂，其内涵和外延亦十分丰富。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确立了总体国家安

全观，旨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五项

内容：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

建设和谐世界，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既重视国土

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

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

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

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

在对外交往中，中国不回避承

担与其国际地位相符的大国职责

和义务，但又要实事求是、量力

而行，不做超出国情和力不能及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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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

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

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

向而行。

国际安全形势正反两方面都很突出，中国国际定位决定其前进的道路上

机遇与挑战并存，“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中国外交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

必然的政策取向。鉴于传统安全因素依然在起作用，必须切实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世界和平，保障中华民族世代的生存权和

发展权。中国外交要致力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使国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既要有调整与变化，也要坚持延续和稳定性；既要考虑保持现阶段的和平稳

定的需求，又要考虑维护长远利益的必要。面对地区形势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要顺势而为、妥善应对，坚持“以邻为伴”的睦邻方针，酌情照顾他

方合理关切；通过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维护同周边

国家关系及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大局。与此同时，不回避矛盾和问题，妥善处

理分歧和摩擦，既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努力朝好的方向做最大努力，

也要有底线思维，做最坏的打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四，牢固树立文化自信，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民族之强盛，

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面对世界格局转型期多元价值观的相互交织与冲击，

中国人民除了要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还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自信。中国作

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与不同文明国家和睦相处，要着眼时代特征与需求，

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积极推动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华文明渊源流长，

既有其独特的内涵与传承，也是文明交流互鉴之结果。在共同探讨如何解决

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亦蕴藏着深邃的

智慧，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仁者爱人、以德立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诚待人、讲信修睦，崇德向

善、明德惟馨等思想，这些对于构建全球和区域命运共同体和发展伙伴关系，

亦会提供重要启示。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尊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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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多样性四项原则：一要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二要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

三要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四要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世界各种文明是各国

人民共有的宝贵财富，有着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文明大国应当有这样的抱

负与胸襟。对于外来文明，中华民族历来秉持“海纳百川”、“不择细流”，

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与厚重辉煌。当今中国亦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

成果，但不会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不会将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强加

于人。中国将不断树立理性、成熟的大国心态，努力通过自身发展影响世界

发展，以更加负责任的态度，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与治理提供更多公共

产品，与各国一道共同开创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三、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先谋于局，后谋于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结束了国内“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历史，而且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纪元。在邓小平外交理论指引下，

中国外交的宗旨就是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在冷战结束国际风云突变的形势下，中国外交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应对制裁，力度难关。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中国外交，其成功之根本就在

于准确把握了国际形势发展和变化的大趋势，同时根据中国的国情国力，实

事求是地确立外交的阶段性目标和方针路线。

新世纪开局十年之后，国际形势和中国自身发展将中国外交再一次推向

新的历史起点，决定了中国外交必须与时俱进地做出新的战略调整。习近平

同志审时度势，全面分析国际格局和国内形势的变化，高屋建瓴地提出“中

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新形势下中国外

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习近平同志在会议上强调，要高

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

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

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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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一）对外政治关系

在世界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应抓住时机，做好发展对外关

系的大文章。要敢于和善于作为，既开拓进取又居安思危，维护既得利益，

争取应有利益；同时又要善于藏拙，潜心发展。

中国应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在四个方面谋篇布局。一是大国关

系，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通过加强沟通、拓展合作、

管控分歧，守住“不冲突、不对抗”底线，筑牢相互尊重基础，共同推进合

作共赢目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得以夯实，互信与合作进一步

增强，两国关系更趋成熟、稳定；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

系进一步深化，利益交汇不断加深，战略合作水平持续提升；积极发展与发

展中大国及地区大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二是周边关系，中国将继续把周边作

为外交优先方向，与邻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共促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同周边国家关系总体上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三是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国

同发展中国家全面团结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增强，各方在传承友谊、增进互信、

推进合作、共谋发展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四是深入参与和引导多边外交进程，

与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关系取得新发展。中国依照“志同道合是伙伴，求

同存异也是伙伴”的新思路，秉持平等、包容、共赢的理念，力图走出一条“对

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迄已已同 8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

了各种伙伴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更加广泛，合作共赢道路越走越宽。

（二）对外经济关系

中国外交坚持为发展和改革开放服务的第一要务，紧紧围绕这个大局积

极营造更为稳定、更加友善的外部环境。在对外经济合作上，中国主张各国

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

同发展。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国在世界和区域共同

发展中理应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未来五年，中

国进口总额将超过 10 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 5000 亿美元，这将继续给

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发展与合作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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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认为，全球经济发展不均衡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造成世界和地

区不稳定的根源之一。中国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行将制定的 2015 年后

发展议程，主张树立国际社会利益共同体意识，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携手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坚持奉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从陆上和海上两个方向推进多条经济走廊建设，力求达到缩小地区发

展差距和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目标，这既传承发扬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合作

精神，又为当今各国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共同发展平台，得到各方积极

响应。亚洲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亟需升级改造，需要大量的建设融资，中国

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不仅深受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也得到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肯定。此外，丝路基金和互联互通伙伴对话会等

机制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国际安全问题

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

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摒弃冷战思维，各国共建、共享、

“一带一路”战略为沿线国家创造发展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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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赢的安全之路，促进国际 和区域的共同安全、合作 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

续安全。

中国积极参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

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中国积极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通过亚信

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合作框架等机制，促进地区国家开展防务安全交

流合作。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倡导并践行“解决热点问

题三原则”，即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强加于人；坚持客观公道，反对

谋取私利；坚持政治解决，反对使用武力。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网络安全、抗击传染疾病等国际合作，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着负责任

大国作用。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以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为代价。

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在与

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中国坚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积极倡导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

此外，中国还须警惕和防范某些国际势力搞“颜色革命”一类“不战而胜”

的图谋。鲁难始于萧墙之内，对我国综合安全构成根本威胁的因素，可能在

内不在外。我们必须妥谋对策，关键是切实“将自己的事情办好”。

（四）文明交流互鉴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文明因交流而

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赋予中国外交独特的印记，也

是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源泉。崇正义、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

中国外交将致力于与各国一道破解发展难题，并为之贡献中国智慧，增添中

国方案。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国外交致力于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

为开展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出访，时常推

出中外“文化年”等国家级交流活动，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全方位的人文交流，

广结善缘，加强民心相通，让“中国梦”同各国人民美好愿景实现对接。此外，

中国积极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举世瞩目的国际大型活动，推广孔子学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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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交流机制等，不仅发挥了“文化搭台、政经唱戏”的作用，也成为展现

中国综合国力和形象的重要平台。

在新世纪的国际交流中，中国文化需对内“强根固本”，对外“兼收并蓄”。

在虚心学人之长的同时，善于“借船出海”，以外界易于接受的方式和语言，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此外，国家软实力影响，更在润物无声、

潜移默化之中。2014 年中国入境外国游客达 2636.08 万人次，出境旅游人次

首次突破 1亿大关，未来五年，出境游客预计将超过 5亿人次。无论在国内

还是国外，每个公民个体都可被视为国家形象和文化的“名片”，公民整体

素质的提高愈显重要。民为邦本，水可载舟。以人为本、为民服务，永远是

中国外交的天职。

四、结语

国际格局变化沧海桑田，中国和平崛起邦旧命新。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

世界舞台中心，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在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思想指引下，具有“大国特色、大国风格、大国气派”的

中国外交将以深邃的全球视野，主动塑造大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全面规划；

以恢宏的战略定力，科学、客观地制定近、中、远期阶段性目标；以周密的

谋篇布局，积极引领和处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领域的外交工作；

以务实的方针政策，将合作共赢理念落实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个方面。

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国外交将不断寻求理想与现实的平衡，积极稳妥共筑命

运共同体，进而勇往直前迈向天下大同。

【完稿日期：2015-6-20】

【责任编辑：李  静】



131

Abstracts

Abstracts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nd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Su Ge

Tremendous and multiple changes have been taking place to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As an old country of long history undergoing 
great reform and development, China embarks on the process of peaceful rise. China 
stands unprecedentedly close to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and closer than ever to 
reaching its goal of great renewal. Guided by the strategic thought of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 actively maps out diplomacy of a 
great nation with top-level design and overall planning, demonstrating a profound 
global vision. China sets up phased targets both for the near future and for the mid and 
long term, showing great strategic concentration. China is ready to lead and handle 
international issues regarding major, neighboring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well as in 
the multilateral arena, focusing on cultivation of global network of partnerships. With 
pragmatic policies, China implements the idea of win-win cooperation in all aspects of 
its external relations, including politic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cultural fi elds. 

China-ASEAN Maritime Cooperation: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Cai Penghong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are making efforts to develop good maritime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Starting from the 1990s, China-ASEAN maritime cooperation has 
entered the new stage of upgrading and innovation. Three trends have appea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ASEAN maritime cooperation: level rising from secondary to 
strategic, fields expanding from disperse to concentrated, approaches advancing in 
both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arenas. Despit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maritime 
cooperation in the recent two decades, China and ASEAN still need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diffi culties and challenges, such as confi dence defi cit, limited cooperation 
level, and one-way action where one side is active and the other passive. Promoting 
maritime cooperation is also the common requirement of China and ASEAN to 
enhance mutual trust and resolve differences. Both sides should try to make maritime 
cooperation a new pillar for their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spirit of win-win 
coope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