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层出不穷。2017年1月18

日，习近平主席在瑞士日内瓦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发表题为《共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系统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和目标路径，站在哲学

和历史高度对“人类社会何去何从”这一时代命题提出了中国思路和中国方案，引起国际社会高度

关注和热烈反响。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危机，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人类发展面

临新的严峻挑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人类文明面临重大挑战的时刻，正

在迸发出愈益夺目的真理光芒，赢得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支持与认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

国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有力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

建。

　　构建总体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

　　大国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发挥着特殊作用，大国关系历来是影响世界和平与发

展的决定性因素。同主要大国建立和发展均衡稳定、相互尊重的双边关系，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形成的重要保障。中国主张，国家间要建立对话不对抗的

伙伴关系。大国间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新型关系。当前，在

国际体系转型和各大国寻求内政外交变革的背景下，大国关系进入了新一轮调整期。美国在特朗普

执政时期大幅调整对外政策，其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不断升级，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和伤害。

尽管如此，中国仍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建设性发展中美关系。中

俄关系持续高水平推进，两国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互利合作，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作不断

加深，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使中俄关系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

升，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中欧双方共同致力于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并不

断取得新成果，《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达成扩大了双方的合作机遇，进一步增大了中欧关系未来

发展的确定性，为构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树立了标杆。

　　营造良好可靠的周边环境

　　命运与共，始自周边。周边关系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立足的基石，对中国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

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打造中国周边命运共同

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秉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

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不断推动区域合作

取得新进展。中国坚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持续加大对周边国家的开放力度，通过“一带一路”、澜

湄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机制性平台，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

家，实现互通有无、优势互补，推动自身和周边国家共同繁荣与发展。习近平主席多次表示，欢迎

周边国家“搭中国发展的便车”，希望把中国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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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

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更多同周边国家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积极拓展同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

　　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中一直居于基础性地位。长期以来，中国始终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

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力争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在同

发展中国家外交中，中国始终强调坚持义利合一的价值观，不能为利舍义、见利忘义，应有重利轻

义、舍利取义的格局和气魄，决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从根本上讲，“义”反映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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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政理念，即追求全世界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利”则是要恪守互利共赢的原则，决不搞

零和通吃那一套，而是要实现双赢。在国际关系中，世界和平发展是大义，合作共赢则是大利。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超越零和博弈和冲突思维，在世界政治中弘扬大义和大利。近年来，中国

同广大发展中国家逐项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中阿论坛、中拉论坛成果，加大援助援建力

度，分享治国理政经验，向贫穷落后宣战，共促包容普惠发展。截至2021年1月2日，中国政府发起

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人道主义行动，向150多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大量抗疫援

助，向34个国家派出36支医疗专家组，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社会促大义、弘大

利，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

　　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和制度主要是由发达

国家主导制定，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少权或无权的地位。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目的，就是要

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当前，很多全球性问题大都是由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

负责任的行为造成的，但发达国家却将矛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身上，要求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造

成的恶果“埋单”。因此，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无论是经济治理体系、安全治理体系还是环

境治理体系——势在必行。中国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积极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

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积极推动更具广泛性、代表性治理机制的建设和发展，大力

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实际困难。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

参与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不断为全球治

理体系改革和完善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成为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公平正义的关键力量。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

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

保持在30%左右，为各国发展持续提供动能和机遇。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7年来，“一带一路”从理念化为行动，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

品之一。从中巴经济走廊到产业园区合作，从中老铁路到中欧班列，从比雷埃夫斯港到汉班托塔

港，一大批重点领域旗舰项目全面推进，一个辐射全球各大陆、连接世界各大洋的互联互通、互利

合作网络已初步形成。截至2021年1月底，中国已经同140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但没有止

步，反而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2021年1月，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9.37万亿元，同比增长1%；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年1—11月中国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159.6亿美元，同比增长24.9%。截至2020年11月初，中欧班

列开行突破一万列，运送集装箱数量同比增长50%以上。这些逆势取得的成绩充分表明，“一带一

路”建设既是一个多元开放、务实有效的全球共同发展平台，也为世界经济早日摆脱困境提供了重

要动力。

　　当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政策的总目标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

核心议程。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发展同各国的互利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高度的

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国际责任感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迈出新步伐、展现新风貌、开拓新境

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国际和周边环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

国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月英

学部主席团  职能部门  直属机关党委（直属机关纪委）  派驻机构  直属事业单位  直属企业  代管单位  文哲学部  历史学部  经济学部  社



院部总机：010-85195999 地址：中国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京ICP备0507273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0146号  站长统

学部主席团

关于我们  法律顾问  广告服务  网站声明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人才招聘  

https://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1B08665BB4836145E053022819ACEF53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s://www.cnzz.com/stat/website.php?web_id=5798137
https://www.cnzz.com/stat/website.php?web_id=5545901
http://kyj.cssn.cn/
http://cass.cssn.cn/xueshuchengguo/lxwm/
http://cass.cssn.cn/xueshuchengguo/flgw/
http://cass.cssn.cn/xueshuchengguo/ggfw/
http://cass.cssn.cn/xueshuchengguo/wzsm/
http://cass.cssn.cn/xueshuchengguo/lxwm/
http://cass.cssn.cn/xueshuchengguo/bqsm/
http://cass.cssn.cn/xueshuchengguo/zpqs/
http://cass.cssn.cn/xueshuchengguo/wzj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