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
Asia-Pacific Security and Maritime Affairs

2024年第4期
(总第160期)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外交机制能力建设

凌胜利

内容提要: 外交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影响统筹 “两个

大局” 的重要因素。 在外交能力的诸多要素中, 外交机制能力极为重要, 是外交能力建

设的制度性保障。 完善对外工作体制机制, 需要加强外交机制能力建设。 这也是促进外

交能力现代化, 增强海外利益维护, 体现中国大国担当等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以来, 中

国通过加强对外工作顶层设计、 推动涉外机构改革、 完善外交法规和提升国际制度性权

力, 持续提升了外交机制能力。 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任务, 需持续加强中国外交机制能力, 完善外交协调机制、 促进外交法规的国际接轨、
优化外交机制的科技赋能和增强国际制度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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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其中重

要特征之一便是走和平发展道路。① 这无疑需要发挥外交的重要作用, 也对外交

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王毅指出, 推动外交工作在观念、 体制、 能力等

方面不断革新和提升, 是新时代新征程的必然要求, 是有效应对世界大变局的

必然要求, 是更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②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

升, 中国外交的作用也不断增强, 对于统筹国际国内 “两个大局” 极为重要,
也使得加强中国外交能力建设更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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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能力是主权国家有效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的能力, 是国家战略能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包括外交理论创新能力、 外交谋划能力、 外交机制能力、
外交协调能力和外交执行能力等要素。① 在外交能力的诸多要素中, 外交机制能

力建设至关重要。 这是外交能力建设的制度性保障, 深刻影响着中国参与全球

治理、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能力。
“机制” 在国际关系领域被理解为一整套原则、 规范、 规则和决策程序, 是

为实现行为体预期而建立的具有提供信息、 管理、 执行等基本功能的网络。② 外

交机制作为国家处理外交事务的主要工作框架, 关乎外交目标设置、 外交资源

汲取、 外交事务统筹协调和外交政策执行, 是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依托。③ 外交

制度是外交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义的外交制度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所形成的

有关外交的体系, 是由若干外交的制约方相互联系从而构成的一个保障外交活

动得以正常运作的完整整体。 狭义的外交制度就是指外交部本身及其国外派出

机构的制度建设、 构建理念或规范及其外交功能。”④ 也有学者侧重研究外交决

策机制, 包括外交决策机构的设置、 外交决策权限的划分、 外交决策的制度

等。⑤ 不过, 外交决策机制只是外交机制的一部分。 面临新形势新情况, 外交机

制能力建设也需要不断与时俱进。
基于 “大外交” 的视角, 本文认为, 外交机制能力是指确保外交决策、 资

源调动、 外交执行能够合法有序、 科学合理开展的机制性因素。 其作用在于推

动外交决策落实为外交行动, 实现外交资源向外交能力的机制性转化。 主要包

括对外工作的顶层设计、 涉外机构改革、 外交法规和国际制度性权力四个方面。

一、 加强外交机制能力建设的现实需要

当今世界正处在动荡变革期, 中国的国际影响更加引人关注。 加强外交能

力建设, 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2014 年 11 月,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 “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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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交。 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 使我国

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① 为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 党和政府对于外交体制机制的重视不断提高。 2021 年 11 月通过的 《中共中

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强调要 “健全党对外事工作

领导体制机制, 加强对外工作顶层设计”。② 2023 年 12 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习近平强调, 要加强思想理论武装,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推动外交队伍建设,
不断增强对外工作的科学性、 预见性、 主动性、 创造性。③

综上所述, 新时代以来,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不仅确立

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 也重视外交能力建设, 对完善对外工作体制机

制提出了明确要求, 这无疑也突出了外交机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
加强外交机制能力建设, 是促进外交能力现代化、 增强海外利益维护、 体现中

国大国担当等的必由之路。
(一) 促进外交能力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而外交能力是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不断与时俱进。 在外交能力

的诸多要素当中, 外交机制能力是制度保障, 在外交能力建设的过程中起着

“承上启下” 的关键作用。 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中国外交的体制机制必须有新的调

整, 外交能力必须有大的提升, 各种外交资源和手段更好地形成合力、 形成系

统, 以保障新时代中国外交议程得以顺利推进, 确保外交目标得以顺利实现。④

这些无疑突出了中国外交机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涉及诸多方面, 对其决策、 协调、 执行等形成机制化安

排, 可以推动外交能力建设更加科学化和可持续发展。 加强外交机制能力建设,
是促进外交能力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外交的转型,
中国外交机制建设也面临不少挑战。⑤ 当前, 中国外交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政

府外交模式, 而是在向多元多维转变, 涉及不同层级、 不同部门, 很多具体问

题经常离不开多个部门协同参与, 这就需要提升外交机制能力建设, 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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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外交转型。① 有学者指出, 外交能力建设要从以往囿于传统外交部门的改

进, 朝向更大范围的开放, 加入更多的资源和行为体。② 这意味着实现中国外交

能力现代化需要推动外交机制的与时俱进, 将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更加紧密结

合, 以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 “两个大局”、 协调多元主体, 减少体制机制约束,
形成合力, 同频共振, 切实维护国家利益。③

 

(二) 增强维护海外利益的机制保障

在中国海外资产显著增加、 出境人数庞大、 外贸依存度居高不下的背景下,
加强海外利益维护日益重要。 海外利益维护手段涉及政治、 经济、 外交、 军事

等多种类型, 各有特色、 各有所长。 由于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奉行结伴不结盟原则, 这也使得通过外交手段来维护海外利益非常适宜, 加强

外交机制能力也至关重要。④

近年来, 面对新冠疫情、 乌克兰危机、 苏丹撤侨等重大考验, 如何践行

“外交为民”, 对外交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也需要中国从外交机制建设方

面健全完善。 具体而言, 涉及海外利益维护方面的外交机制能力建设主要包括

三个方面的需求: 一是在风险评估、 安全预警、 应急处置等海外利益保护的关

键环节加强机制建设, 使得海外利益维护的机制更加健全, 行动更有效率; 二

是加强诸多涉外主体之间协调的机制建设, 海外利益维护需要形成中央、 地方、
企业和公民等多行为体的协同, 这些都需要加强外交体制机制建设; 三是加强

比较突出的海外利益维护的机制建设, 如面对美国 “长臂管辖” 对我海外利益

的危害, 需要在外交机制方面加强应对, 既要在国内立法方面对 “长臂管辖”
进行限制与应对, 也需要在国际上加强合作, 壮大反对美国 “长臂管辖” 的力

量, 形成限制其非法滥用的国际机制。 总之, 中国海外利益保护面临政治、 安

全、 经济、 社会等多种风险, 需要从机制建设方面加强应对, 从而为海外利益

维护增强机制保障。
(三) 顺应科技发展的时代要求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发展, 为外交机制能力建设提供了有利契机。
为适应更加复杂的外交任务, 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对外交机制进行科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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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已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 各国尤其是主要

大国的外交事务总量急剧增长, 传统的外交决策方法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对

于各国而言, 率先适应大数据思维, 积极采用科学技术进行外交决策的国家,
将在全球的综合国力较量中获得核心竞争力。① 近年来, 世界上主要国家都高度

重视外交工作的科技赋能, 数字外交②
 

方兴未艾, 以此推进外交机制建设。 数

字外交不只是数字工具与传统外交的简单结合, 也不应将其简化为一种软实力

工具, 而应将其视为外交工具、 外交模式和外交战略等多层次变革的新阶段。③

国家可以依靠大数据大幅提高战略决策能力, 将软硬实力更好结合起来, 对形

势判断和对手的了解更加精准、 详尽、 到位, 有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性。④ 对于

中国外交机制能力建设而言, 需要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契机, 积

极推进中国数字外交能力的提升, 促进外交机制运转更加智能化, 提升外交机

制的运转速度和协调效率, 从而能够更加迅速有效地应对日益增加和日趋复杂

的外交任务, 不断增强对外工作的科学性、 预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四) 体现大国担当的现实需求

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全球治理的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 安全赤

字、 治理赤字等不断加重, 乌克兰危机、 巴以冲突等地区动荡给全球治理带来

了巨大挑战。 尽管国际社会存在大量国际制度, 但制度供给不均的现象仍比较

明显。 一方面, 一些领域的制度供给过剩, 制度之间不乏竞争, 导致制度碎片

化现象增加; 另一方面, 有些领域缺乏制度供给, 存在制度真空地带, 使得全

球治理 “无法可依”。 此外, 国际制度的效力不足现象比较普遍, 使得一些领域

的国际制度看似供给充分, 实则效力不足。 这也使得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

善很有必要。 不过, 全球治理的 “建章立制” 并非易事, 其滞后性使得全球治

理真空客观存在, 加剧了全球治理的混乱和失灵失衡。⑤ 国际制度存在明显的制

度非中性⑥, 主导力量、 价值取向、 利益诉求等不同, 导致国际制度之间的竞争

不可避免。 美欧国家不愿新兴国家推动国际制度创新而触动其既得利益与权势,
因而执意阻挠、 打压后者制度创新的努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我们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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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建设。① 近年来, 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 也面临着一定的制度

困境, 突出表现为既有国际制度对中国国家利益改善以及国家实力向国际影响

力转化的限制。② 现阶段全球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

导, 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发挥, 中国的相关理念与方

案甚至受到西方国家的 “污名化” 抹黑诋毁。 通过提升外交机制能力, 增强中

国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 可以为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争取更多的国际认同与

支持。 这对于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具有深远影响,
也利于更好地发挥中国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把我国国际影响力、 感召力、 塑造

力提升到新高度。
(五) 应对大国制度竞争的必要选择

国际制度性权力是外交机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一国通过外交手段

实现国家实力向国际影响力的转化具有重要影响。 在大国博弈中, 制度竞争已

成为重要方式。 当前, 中美战略博弈加剧, 美西方国家将国际制度作为维护自

身优势、 打压新兴大国的武器, 从而使国际制度的 “工具化” 趋势更加明显。
这也促使各国更加重视国际制度性权力建设。 美国为遏制中国, 加大了对中国

的制度规锁。 一是在既有国际制度中竭力打压中国, 不允许中国的国际制度性

权力显著改善; 二是对于中国倡导创建的国际制度持抵制态度, 不仅自己不参

与, 还阻挠其他国家参与其中; 三是在新领域 “建章立制”, 企图延续其制度霸

权, 在治理规范方面突出西方价值观, 在规则制定方面动员盟伴体系, 其目的

是弱化和孤立中国。 鉴于此, 中国需要增强相应的外交机制能力, 在国际机制

中提升中国的影响, 在大国博弈中增强自身能力。

二、 新时代以来中国外交机制能力建设的进展

新时代以来, 中国高度重视外交体制机制改革, 从内外两个方面加强外交

机制能力建设。 具体而言, 在对外工作顶层设计、 涉外机构改革、 外交法规建

设、 国际制度性权力等四个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
(一) 对外工作顶层设计显著加强

外交顶层设计是外交机制能力建设的核心, 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 能够确

保外交机制的总体权力结构清晰、 职能分配合理、 政策渠道畅通。 随着涉外部

门的日益增加, 加强对外工作的顶层设计有助于理顺和协调不同层次、 不同领

·6·

　 □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4 年第 4 期

①

②

 

参见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日报》 2022 年 10 月 26 日, 第 2 版。

 

Jianwei
 

Wang,
 

“Xi
 

Jinping's
 

‘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A
 

Paradigm
 

Shif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8,
 

No. 3,
 

2018, pp. 15-30.



域外交机制的关系。 新时代以来, 中国外交机制能力建设非常注重顶层设计,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是我国对外工作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证。 新时代以来,
我国一直注重在制度建设方面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 2014 年 11 月的中央外

事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指出, 全面推进新形势下的对外工作, 必须加强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 改革完善对外工作体制机制。 2017 年 2 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 强调要把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

一领导, 贯彻到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的方方面面, 加强战略谋划, 强化统筹

协调; 要明确地方党委对本地区外事工作的主体责任, 完善省以下地方党委对

外事工作的领导和工作体制; 要深化驻外机构管理体制改革。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加强党对地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关于改革驻外机构领

导体制、 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的实施意见》 《关于改革对外工作队伍建设的实施

意见》 《关于改革援外工作的实施意见》。 通过这一系列改革, 对外工作体制机

制得到进一步完善。① 2018 年 6 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强调, 外交是国

家意志的集中体现, 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 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 政

党、 政府、 人大、 政协、 军队、 地方、 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 各有侧重, 相互

配合, 形成党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 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

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② 在驻外使领馆也要加强党的建设, 更好统筹驻外部

门。 总体来看, 党的十八大以来, 召开了三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和一次周边外交

工作座谈会, 健全了党中央统领的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 党中央总揽全局、 协

调各方的大协同格局巩固完善, 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提供了有力政治和组织保障。③

2. 改革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2018 年 3 月,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方案》, 原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

机构负责对外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 研究制定、 指导实施国家对外战略和有

关重大方针政策, 负责对外工作的顶层设计、 统筹协调、 整体推进、 督促落

实。④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设立, 有利于更好地统筹协调各部门, 更加有效加

强外交机制的协调, 落实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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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加强, 顶层设

计更加科学、 战略谋划日益加强、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统筹协调更加有力、 对

外工作大协同更加顺畅, 有力地提升了外交机制能力。①
 

(二) 涉外机构改革稳步推进

伴随外交工作所涉及领域的多样化和外交主体的多元化, 建立或调整相适

应的职能机构很有必要。 新时代以来, 我国不断深化涉外机构改革以提升外交

机制能力, 更好地满足涉外职能需要。
1. 设立国际发展合作署

为充分发挥对外援助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作用, 加强对外援

助的战略谋划和统筹协调, 推动援外工作统一管理, 改革优化援外方式, 更好

地服务国家外交总体布局, 将商务部对外援助工作有关职责、 外交部对外援助

协调等职责整合, 组建国际发展合作署, 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② 国际发展合作

署主要负责拟订对外援助战略方针、 规划、 政策, 统筹协调援外重大问题并对

后续落实情况进行监督。③ 该机构的设立与运转, 不仅促进了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水平的提升, 也展现了中国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态度和共同发展的意愿, 增强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感召力。④ 目前, 国际发展合作署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作为重

要使命, 通过更加精准有效地开展国际发展合作, 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

实现, 可以更好地体现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担当与贡献。
2. 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

近年来, 中国出入境人数规模扩大, 移民和非法移民问题也更加复杂。 为加强

对移民及出入境管理的统筹协调, 更好形成移民管理工作合力, 将公安部的出入境

管理、 边防检查职责整合, 建立健全签证管理协调机制, 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 加

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牌子, 由公安部管理。⑤ 国家移民管理局负责统筹

管理出入境事项, 通过增强法治化建设、 提升信息化管理能力, 以及强化与各

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合作等方式, 与时俱进调整、 优化出入境管理政策措施。⑥

国家移民局的设立, 加强了对跨境人员的管理机制建设, 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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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合法合规流动。
3. 调整海洋维权机构

为更好统筹外交外事与涉海部门的资源和力量, 不再设立中央维护海洋权

益工作领导小组, 有关职责交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承担, 在中央

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内设维护海洋权益工作办公室, 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工

作纳入中央外事工作全局中统一谋划、 统一部署。 其职责主要是落实党中央关

于维护海洋权益的决策部署, 收集汇总和分析研判涉及国家海洋权益的情报信

息, 协调应对紧急突发事态, 组织研究维护海洋权益重大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等。① 统筹海洋维权机构, 有助于避免 “九龙治水”, 在机制设置方面厘清各部

门之间的权力与职责, 更加清晰有效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4. 进一步理顺地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

地方外事工作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推动对外交往合作、
促进地方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集中统一领导下, 统筹

做好地方外事工作, 要从全局高度集中调度、 合理配置各地资源, 有目标、 有步

骤推进相关工作。 此外, 还要明确地方党委对本地区外事工作的主体责任, 完善省

以下地方党委对外事工作的领导和工作体制。② 通过健全和理顺地方外事工作领导

机制, 可以更好地激发地方外事的活力, 增强其对国家总体外交的有效支持。
(三) 外交法规建设日趋完善

外交法规是外交机制运行的规则基础。 面对国内外新环境, 需要对相关涉

外制度、 法律等外交法规进行必要调整, 以更好实现国际接轨, 并促进国内治

理与全球治理的协同发展, 从而提升外交机制能力。 新时代以来, 我国在加强

涉外立法、 政策规章修订等方面都积极有为, 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为外交

机制能力提升增强了法律保障。
1. 加强涉外立法工作

习近平指出: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

略布局, 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 更好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③

近年来, 中国涉外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 通过了 《反间谍法》 《国家安全

法》 《情报法》 等涉外法律, 对一些制度或涉外法律的修订有利于新时期对外工

作的开展, 也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利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利益。 不过, 当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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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美西方故意歪曲中国相关涉外法律, 抹黑中国国际形象。 2021 年 6 月, 《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获得通过, 对他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 意图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对我国进行遏制、 打压, 对我国公民、 组

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进行了有力回应。① 2023 年 6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 表决通过。 该法包含总则、 对外关系的职权、 发

展对外关系的目标任务、 对外关系制度、 发展对外关系等六个部分。 作为新中国

成立以来首部对我国发展对外关系作出总体规定的基础性涉外法律, 对于整体性

推进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 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 提升对外工作法治化水平,
推进对外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具有里程碑式意义。②

2. 颁布相关涉外政策、 条例、 管理办法

除了涉外立法之外, 我国也不断通过制定各种涉外政策、 条例、 管理办法

等, 加强外交法规建设, 为外交机制运行提供更好的实施细则。 如外事管理领域

规章制度建设不断加强, 仅外交部外事管理司起草或参与起草的以外交部及以上

名义印发的外事管理政策性文件 31 份, 其中中央文件 7 份, 从加强体制机制建设、
对外签署协议、 规范因公出国、 涉外事务管理等方面完善制度建设。③ 《缔结条约

管理办法》 于 2023 年 1 月 1 日施行, 对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参与缔结条约的

职能、 权限、 程序、 责任做了严格规定, 为相关部门在缔结条约时依法行政提供

了基本遵循。④ 2023 年 9 月起正式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

例》, 作为构建中国海外安全保护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细化了涉外机构在安全宣

传、 风险评估、 安全预警以及指导培训等方面的权责, 对多类突发情况出现时的

主体行为进行了规范, 为维护中国海外利益与公民权益提供了制度保障。⑤ 凡此种

种, 在立法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 通过制定相关政策、 条例、 管理办法等方式完

善外交法规, 有助于外交机制的明晰和运转, 促进外交工作更好依法依规开展。
(四) 国际制度性权力明显增强

随着全球治理重要性的提升, 国际制度的作用更加显著, 中国如何在国际

制度中发挥更大作用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外交课题, 这有赖于中国维护、 改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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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际制度的能力的增强。① 新时代以来, 中国积极推进国际制度的变革与创

新, 显著增强了国际制度性权力。 中国既推动现有国际制度的变革完善, 也倡

导创建新的国际制度以促进全球治理效能提升。
1. 积极推动现有国际制度的变革完善

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强调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② 多边机构是践行多边主义的平

台, 也是维护多边主义的基本框架, 其权威性和有效性理应得到维护。③ 中国积

极参与全球治理, 不断推动国际制度的变革完善。 中国支持联合国在维护国际

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在国际热点问题上尊重联合国的权威性, 反对

部分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 中国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变革以更好地

体现代表性,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调整更好地反映新兴经济体

的崛起。 中国深刻认识到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坚定维护以世

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 推动恢复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

制正常运转。
2.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当前, 中国在既有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其一, 中国担任的国际组

织高官数量不断增加, 如联合国副秘书长李军华、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

玉、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等等, 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地位认可,
也更有利于中国发挥大国担当。 其二,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议题设置能力增强,
如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中国推动首次将发展问题摆到了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

出位置。 其三, 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如上海合作组织

和金砖国家组织都实现了有序扩员, 进一步提升了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影响。
3. 主导创建亚投行

2014 年, 中国主导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这是中国聚焦基础设施领

域的新型国际金融机构的创建, 极大地弥补了该领域的资金不足, 也得到了世

界上 100 多个国家的响应。 目前, 亚投行历经十年发展, 已经有 100 多个成员

国, 汇聚了二十国集团中的 16 个成员国, 充分体现了亚投行的广泛且重要影

响, 也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 提升了中国国际金融制度性权力。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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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建澜湄合作机制

2016 年, 中国与澜沧江-湄公河六个国家开创了次区域合作机制。 在政治安

全事务、 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社会人文合作等多领域开展广泛且深入的合作,
形成了领导人会晤机制, 创设了澜湄合作秘书处。 这有利于深化澜湄六国睦邻

友好和务实合作, 促进沿岸各国经济社会发展, 增进各国人民福祉。① 澜湄合作

机制是中国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典型代表, 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次区域国家的合

作, 增强了中国对于这些国家的感召力。
5. 推动 RCEP 建设

中国秉持开放包容的地区经济合作态度, 推动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 ( RCEP ) 正式生效。 与美国主导推动的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印太经济框架” ( IPEF) 等合作机制不同, RCEP 充分考虑国家间差

异提供的自由选择空间, 以及为欠发达国家提供的差别待遇等, 调动了各方的

参与主动性, 推进了域内国家生产要素的流动, 为各国供应链安全和经济复苏

提供了机制支持, 体现了中国坚持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促进亚太地区的发

展与繁荣的主张。②
 

6. 积极打造和优化各种对话机制

经过多年努力, 中国已经与世界上许多地区建立了对话机制, 包括中非合

作论坛、 中阿合作论坛、 中拉论坛、 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 中国-
中亚元首会晤机制、 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机制等等。 这些机制既是中国与相

关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的机制保障, 也是中国拓展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 中

国还打造了博鳌亚洲论坛、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大型主场外交机

制, 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力。

三、 中国外交机制能力建设的推进思路

新时代以来, 中国外交积极进取, 外交机制能力建设已取得长足发展。 但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 外交能力现代化仍需继续努力。 为了持续推动外

交机制能力建设, 中国需要在如下方面不断完善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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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完善外交协调机制建设

对外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强化对政党、 政府、 地方、 民间等主体

的统筹, 以形成党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① 要形成强大的

外交能力, 需要加强国内外资源动员、 建立有效的制度、 展现强有力的领导以

及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
1. 中央多部门协调机制的完善

当前对外工作涉及的部门较多, 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需不断完善, 减少

体制机制障碍。 在政治、 经济、 安全、 人文等不同领域, 各部门的职能分工有

所不同、 各有侧重。 这就使得协调机制既要分工明确、 突出职能, 又要避免过

度条块化、 碎片化, 导致协调事项过于复杂、 协调效率低下。 对于经常开展的

对外事务, 各部门之间的工作组层面的沟通与对接极为重要, 需要形成常态化

的协调机制, 更好地保障相关工作的快速有序开展。
2. 央地协调机制的优化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 主场外交的大力开展, 地方政府参与对外

工作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地方外事工作在系统性、 预警性、 创新性方面还有所

不足, 关键在于如何打破既有体制机制局限, 整合我国地方所具有的巨大实力、
激活地方所拥有的各种外事网络, 促进外事能力的提升。② 加强对外工作的央地

协调, 需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发挥地方外事工作的灵活性、 积极性, 尽可

能丰富多层次的对外交往。 首先, 要形成地方外事的合理布局, 基于各地方对

外交往的特点和优势, 支持各地方打造独具特色的对外交往品牌, 形成多点开

花的局面; 其次, 对于不同地方之间的对外交往也要加强协调, 避免各地方主

场外交外事活动之间的重复性、 竞争性; 最后, 央地协调要根据对外交往领域

突出主管部门的主体责任和归口管理, 其他部门发挥协同作用, 形成功能协同、
归口管理、 分级治理的有机结合。

3. 健全非政府行为体的协调机制

随着中国对外工作涉及领域更加广泛, 非政府行为体在其中也发挥着更加

重要的作用。 非政府行为体主要有社会团体、 非政府组织、 企业、 个人等, 在

外交领域发挥着不同层次、 不同程度、 不同功能的作用。 这些非政府行为体有

自己的利益基础和行为逻辑, 对其协调机制应以规范和引导为主。 一是鼓励非

政府行为体发挥活力, 广交朋友, 扩大和深耕中国的朋友圈, 加强国家交往的

民间基础; 二是对非政府行为体开展涉外活动要进行必要的规范, 坚持国家利

益的根本导向, 要防止非政府行为在对外交往偏离甚至损害国家利益; 三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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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对外工作要保持畅通渠道和协调机制, 通过分级分层分领

域进行协调, 确立机制化的管理。
(二) 促进外交法规的国际接轨

外交法规的国际接轨需要统筹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 根据对外工

作形势需要, 不断健全和完善外交法规, 促进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相协调; 另

一方面, 努力扩大中国外交法规的国际影响, 增进外界的了解与认可, 减少误

解与曲解。
当前中国已是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 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

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中国的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

的协调更加迫切。 一方面, 对于中国倡导的国际法规, 需要在规范内化方面加

强国内涉外法规建设, 以增强中国外交政策的可信度, 更好地发挥中国的大国

作用。 另一方面, 扩大外交法规的国际影响, 需要注重国际话语权建设。 国际

话语权塑造和提升的关键, 是能够用中国的话语和逻辑向国际社会阐述清楚中

国智慧、 中国方案的合理性、 道义性和合法性。 由于语言和媒介等原因, 中国

国际话语存在局限, 在美西方主流媒体中的声音较弱, 使得中国的理性声音经

常被美西方的偏见、 污名化甚至是妖魔化所掩盖, 这也使得加强中国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很有必要。 为此, 要加强话语塑造、 国际传播载体建设、 中外媒体与

人文交流, 增强战略叙事, 提升外交法规国际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对外交法规的完善, 关键在于统筹国际国内 “两个大局”, 将中国式现代化与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结合。 鉴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不断增加, 增强中国外交法

规的国际接轨, 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外交中的大国意识、 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①

(三) 优化外交机制建设的科技赋能

当前科技不断发展, 对于外交机制能力建设提供了有利契机。 鉴于中国外

交任务的不断增加, 外交能力建设也需要与时俱进。 如领事保护的 “供需问题”
突出, 外交经费投入和使用的局限等, 可以通过科技赋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缓

解。② 其一是增强外交决策的科技辅助。 提升外交决策的战略性、 科学性, 需要

不断增强外交决策的科技辅助。 大数据、 人工智能的收集和处理信息能力是外

交决策的技术基础, 通过制度设计把外交大数据库建立起来, 保证大数据库的

全面、 稳定和准确性。③ 这些有助于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在信息收集、 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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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选择、 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方面的能力提升。① 其二是增加涉外机构协调

的科技助力。 涉外机构众多, 加强协调至关重要。 在国家机关内部完善外交信

息共享机制, 建立高效统一、 快速联动的协作体系。 此外, 也可推动政府部门

与数字企业之间的合作, 利用市场力量强化外交系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

数字外交技术水平。② 有了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科技支持, 可以为政府部门之间

及其与智库之间的协调和沟通打造共同的有效平台, 提高外交决策协同创新能

力。③ 其三是加强外交日常工作的科技赋能。 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
为外交日常工作带来了便利。 在确保外交工作严密性要求的前提下, 可以加强

外交日常工作的科技赋能, 提高外交工作效率。 如领事保护加强信息化建设,
探索人工智能的运用, 从海外风险预警、 领事服务机制、 领事求助处置等多方

面予以加强, 可以缓解领事保护人手不足的问题。
总之, 科技赋能是外交机制能力建设的时代要求, 也是外交机制能力建设

的智能之路。

四、 结
 

语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推动外交机制能力的现代化, 是中国外交能力现

代化的制度保障。 新时代以来中国外交机制能力已取得长足发展, 面对国内外

形势的变化, 中国外交机制能力需要 “顺势而为” 和 “逆势而上” 相结合。 对

此, 需注重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确保党总揽全局, 通

过外交机制建设能够坚决贯彻落实党管外交; 二是努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 基

于 “大外交” 视角, 发挥制度优势, 通过机制建设形成外交能力的统筹; 三是

坚持系统观念, 既要统筹协调外交能力的诸多要素, 又要加强过程管理, 增强

外交能力的效用性和持续性; 四是发扬敢斗善斗精神, 面对国际制度竞争的激

烈态势, 要不断增强国际制度性权力, 增强外交斗争本领, 更好体现中国的大

国担当。
(收稿日期: 2024-04-18, 责任编辑: 林 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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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nization
 

of
 

diplomatic
 

capac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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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aff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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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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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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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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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iplomatic
 

capacity,
 

diplomatic
 

mechanism
 

capacit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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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
tant,

 

which
 

represents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iplomatic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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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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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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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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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and
 

reflect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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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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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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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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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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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diplo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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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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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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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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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build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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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hared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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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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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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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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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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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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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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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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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
 

and
 

enhanc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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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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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
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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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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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ot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
munities,and

 

explor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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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lobal
 

governan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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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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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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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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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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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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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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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ilitie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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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uture
 

securit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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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apan-US
 

alliance
 

is
 

changing.
 

At
 

present,
 

the
 

adjustment
 

of
 

the
 

Japan-US
 

alli-
ance

 

is
 

shown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alliance,the
 

United
 

States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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