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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共塑新型国际关系  

国际战略研究室  沈骥如 

    温家宝总理这次对大洋洲的访问有一个特点，就是要与太平洋中的许多岛屿小国的领导人进行对话。４月５日，温总

理出席“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中国和８个太平洋岛国签署了发展合作行动纲领。温

总理接下来访问的新西兰，是南太平洋众多岛国中最大的一个，面积２７万多平方公里，比英国略大，但是与她的近邻、

面积达７６８万多平方公里的澳大利亚来比，新西兰仍居于小国之列。 

    历史告诉我们，国家不分大小，同样可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重大贡献。领土很小的英国由于引领了一场工业革

命，创造了一种新的工业文明而被记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史册。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瑞典、丹麦、芬兰、挪威、荷兰在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初就率先在西方国家中承认了中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经济、科技最发达的西方大国美国的政治

家，一直搞不清谁代表中国，直到新中国成立２０年以后，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个例子表明，理智对待历史的一些

小国同样可以顺应历史的潮流，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 

    新西兰就是这样一个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进步的国家。在西方国家中，新西兰第一个与中方签订关于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的双边协议，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第一个与中国启动双边自贸协定谈判。这表明，新西兰政府在处

理与中国的关系时，排除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偏见，尊重中国人民对自己发展道路的选择，认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步，

立足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致力于与中国开展平等互利的真诚合作。而有些西方大国，总是戴着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

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宣扬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以各种公开的、隐蔽的手段来遏制中国、演变中国，总是企图把

自己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强加给中国。这必然造成中国的抵御和双方关系的紧张，不利于双方人民的根本利益。新西兰与

某些西方大国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如此巨大的反差表明，小国可以干大事，因为新西兰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尊重世界多样

性的现实，积极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合作。新西兰的国际关系理念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利于构建一个和谐

的世界。新西兰向其他西方国家展示了国际新秩序的发展方向。 

    事实表明，在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南北合作，在不同文明间实现平等、互

信、互利协作方面，中新两国有着许多共同的语言。温家宝总理对新西兰的访问和与许多南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会晤表

明，中国尊重小国的意见和利益，真诚希望与新西兰和其他南太平洋岛国开展全面合作。这种合作，将为建设一个和谐的

新世界做出表率。显然，中国和新西兰的真诚合作，是在共同塑造新型的国际关系，是在成就一件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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