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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因应21世纪初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变化、新特点提
出的一个国际战略新思维、新理念。当前，从学理层面对“和谐世界”理念进行深入研究
和论证，已成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对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和谐
世界”理念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提出了若干关于“和谐世界”理念研究的未来议题，
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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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理论、当代国
际关系研究；任晶晶（1978－），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一、“和谐世界”理念：概念的提出及其演化历程 
作为21世纪初中国国际战略的新思维，“和谐世界”理念最早是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
2005年4月22日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首次提出的。胡锦涛主席在亚非峰会上发表了题为
《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讲话，代表中国首次提出了亚非
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倡议
[1]。2005年7月1日，胡锦涛主席出访俄罗斯，在中俄两国共同签署的《中俄关于21世纪
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到，“两国决心与其他有关国家共同不懈努力，建设发展
与和谐的世界，成为安全的世界体系中重要的建设性力量”[2]。这是“和谐世界”理念第
一次被确认为大国之间的双边共识。2005年9月9日，在上海举行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
通过的《上海宣言》，重申了“通过法治构建国际和谐社会”这一主题，呼吁所有国家通
过增进互信合作，共同缔造和谐的国际社会[3]。这是“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被具有广泛
代表性的国际文件所接受，标志着这一理念开始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2005年9月15日，
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
和谐世界》的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及其实现途径，代表中国政府向
全世界发出了“共同建设和谐世界”的倡议，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2005
年12月22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用民主、和睦、公正、包容
四个词语概括了“和谐世界”的内涵，从国际政治、安全、发展和文明对话等不同角度，
提出了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政策主张[4]。2006年6月15日，胡锦涛主
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共创上海合作组织更加美
好的明天》的讲话，表示“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全面加强合作，努力把本地区建设
成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5]在此前后，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场合还相继
提出了建设“和谐亚洲”[6]、“和谐中东”[7]、“和谐东北亚”[8]等各种建议和构想。
2006年8月21—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我们坚持走和平
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9]，使“和谐世界”理念成为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外交的总体指导思想。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
报告中指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
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
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0-1]从而使“和谐世界”理念成为新



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新指针。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不是一时的和偶然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所主张和倡导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蕴涵着“和谐世界”的思想。冷战结束后，中国领导人不断在重要国
际场合阐述涉及“和谐世界”思想的国际策略和主张。随着“和谐世界”理念内容的不断
丰富和深化，“和谐世界”的内涵、实质和基本主张逐渐明确。“和谐世界”的内涵就是
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实质是通过争取持久和平来促进世界各国共
同繁荣并解决好全球性问题，同时在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并解决好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
实现持久和平[11]。“和谐世界”理念的基本主张包括：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
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
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
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
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
0-2]。 
“和谐世界”理念反映了中国对人类在21世纪发展前景的认知与把握，是对世界发展的根
本性、长远性、方向性的认识和主张，表明了中国长期倡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根本
内容和人类社会的远大理想[12]。可以说，“和谐世界”理念不仅反映了对平等价值理念
的追求，同时也保留了对国家主体地位的肯定，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的诠释和表述[12]。 
二、“和谐世界”理念研究：现状综述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和谐世界”理念进行学理层面探讨和分析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大
多数成果在介绍、肯定或赞许“和谐世界”理念的同时，重点探讨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
题。 
（一）“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背景 
      尽管中国多次向世界明确宣告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这只是中国基于个体
视角的一种宣示，还缺乏一种从整体（世界）的视角作出的承诺，即中国对于整个世界的
发展是怎样考虑和谋划的？中国打算或希望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中国国内的和谐社会建设，既为建设“和谐世界”提供了价值基础，也为构建“和谐
世界”奠定了实践基础。中国把自己国内的和谐社会建设好，就是为“和谐世界”建设作
出的最大贡献。中国迅速提升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为“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和推介
创造了重要的基础和条件[13]。当前，中国正在凭借不断上升的实力与影响扎扎实实地推
动着“和谐世界”的建设。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长期以来一直控制着国际交往的话语权——
“人权”、“自由”、“民主”、“平等”，仿佛这些都是美国的“专利”，仿佛美国比
谁都“高尚”，控制了所谓的“道德制高点”。进入21世纪，美国在全球推行的“民主拓
展”战略不但没有实现新保守主义的“宏图大略”，反而加剧了世界的不和谐状态。 
（二）“和谐世界”理念的认识基础 
      “和谐世界”理念是基于对当今时代性质和国际环境的全面认识而提出的。当前，世
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但单极还是多极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
展，但国际经济竞争依然深刻复杂；不同文明交流继续发展，但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
依然深刻复杂；国际战略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态势继续发展，但人类面临的安全挑战依然深
刻复杂；国际协调合作继续发展，但围绕国际秩序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14]。 
      “和谐世界”理念是在全面认识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作用的基础上提出的。一方
面，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有不公正、不合理的内容；另一方面，其对全球化和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未来较长一个时期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仍
将在国际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 
      “和谐世界”理念是基于对美国的“世界作用”的全面认识而提出的。一方面，美国
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给世界带来了冲突和动荡；另一方面，美国出于维护自身长久战
略利益的考虑，又不愿意“不和谐因素”动摇其霸权，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
为世界提供了许多“公共品”。可以说，美国的“世界作用”是双重的[15]。 
      “和谐世界”理念是基于对中国有信心、有能力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西方列强崛起道
路的认识而提出的。这一理念反映了中国对人类在21世纪发展前景的认识与把握，是中国
对世界发展带根本性、长远性、方向性的认识和主张，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 
（三）“和谐世界”理念在内容上的继承性和创新性 
      “和谐世界”理念继承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核与精髓，突出国家间的对话、协调
与合作，强调国家间的平等、相互依存和遵守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体现了和平共处的意
愿，高度概括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和平稳
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当代国际政治背景
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16]。 
      “和谐世界”理念是对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冷战结束后，中国政府
相继提出了新安全观、新文明观、新发展观，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



针以及“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外交
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17]。这充分说明“和谐世界”理念的目
标——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正是对中国外交政策宗旨的继承和升华[18]。 
（四）“和谐世界”理念提出的意义与影响 
      “和谐世界”理念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烙印。“和”、“合”、“仁”、“中
庸”、“和为贵”、“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等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都被融入了“和谐世界”理念。 
      “和谐世界”理念是对人类追求幸福普遍愿望的高度浓缩。自近代以来，从空想社会
主义者傅立叶的《全世界和谐》，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
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再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个中所体现和蕴涵的世界各
国人民要求独立、平等、和平与国际合作的共同愿望都被浓缩在“和谐世界”理念之中。 
      “和谐世界”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观上的新发展，标志着中国外交哲学从
强调“一分为二”和“对立统一”的“斗争哲学”到倡导“一分为多”、“多合为一”的
“系统唯物主义哲学”的转变，表明中国以“革命者”和“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
台上的时代已经结束，开始以“参与者”和“局内人”的心态，对国际体制表明自己的主
张，承担大国责任，维护国际体制的稳定；表明中国将更多地以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国际
规则制订的参与者和国际秩序的利益攸关者的身份建构国际关系。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对内政与外交之间互动关系的有机把握。马克
思主义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在国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在国际上则提出建设“和谐世界”、“和谐地区”、“和谐亚洲”的倡议和主张，前
后相继，一脉相承。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可以有力、有效地应对盛行于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民
主和平论”，驳斥盘踞于西方舆论界的“中国威胁论”，突出和彰显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
象。 
三、“和谐世界”理念研究：未来议题 
如前所述，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和谐世界”理念研究的绝大多数成果从学理层面而言尚
处在起步阶段。笔者认为，要对“和谐世界”理念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下一些问题值
得进一步探讨和商榷。 
(一)关于“和谐世界”理念的内涵 
      “和谐”的内涵到底是什么[19]？是一种状态、一种趋势、一种理念，抑或是一种愿
望，还是一种必然？“和谐世界”的目标——“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具体内容是
什么[20]？和平与“持久和平”、繁荣与“共同繁荣”的关系是什么？“持久”作为一个
时间概念，可以多长？“共同”作为一个空间概念，可以多广？“持久和平”与“共同繁
荣”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中国与不同类型的国家间建立“持久和平”、实现“共同繁荣”
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这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论断——“两个必然”的关系如何[21]？ 
（二）关于“和谐”理念的继承和延伸 
      如果说“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在当代的继承和延伸的
话，那么，如何理解产生于古代中国的和谐理念适应当代国际社会现实的问题？如何理解
适应一国国内社会的“和谐”理念推广到国际社会，进而解决既能适应一国国内社会中有
序的、有层次的等级体系，又能适应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问题？“和谐世界”与“和谐
社会”的目标都是“和谐”，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表现在哪些方面？如果说
“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的自然延伸[22]，那么，又该如何理解“和谐世界”的性质？能
否把“和谐世界”理解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自然延伸？深入分析和揭示“和谐世界”
同“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对于推广和实践“和谐世界”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关于“和谐世界”理念的国际化 
      应该看到，西方文化对于“和谐”的理解同我们所理解的“和谐”并不完全一致。卢
梭认为，每个国家确定的目标总带有特殊性，因此不可能都普遍适用，由于在国际社会中
没有一个超国家机构来制止和调解由各国的个别意志而必然导致的冲突，这就意味着国家
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23-1]。在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主流学派——（新）现实主义
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和建构主义学派中，（新）现实主义学派在国际社会是否存在和谐
状态的问题上持完全否定的立场，其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环境
中，是不存在和谐状况的。”[23-2]新自由主义学派基本上也否认国际社会存在和谐状
态，其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和谐是指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行为者的政策
（追求自身利益而不考虑其他人）能够自动地促进其他行为者目标的实现。”[24-1]但这
是一种“理想化的、不现实的”[20]状态，即使存在的话，在世界政治中也是罕见的[24-
2]。他甚至断言：“当国家权力为了某些特定的利益而被用来反对其他国家时，即使存在
充分的潜在的共同收益，也不可能形成和谐的局面。”[24-3]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
构主义学派虽然认为，由文化观念建构起来的国际社会中存在着基于“康德文化”的国际
无政府状态——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一种朋友的关系——类似于某种程度上的“和谐状
态”，但这种“和谐状态”的前提是所谓“民主国家”之间的“和谐”和由“康德文化”



建构起来的友谊——其对象是西方“民主国家”，而非拥有多种文明和不同制度的国际社
会。显然，这种“和谐”与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的内涵并不一致。因此，我们必
须认真思考和解决西方语境中的“和谐”思想同“和谐世界”理念中的“和谐”不一致、
甚至是相矛盾的问题，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如何在西方语境中恰当地表达中国人关于世界
“和谐”的思想和主张的问题，以期在向国际社会推广“和谐世界”理念的同时，化解西
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其提出的挑战和质疑。 
（四）关于“和谐世界”理念与中国的话语权 
      中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拥有话语权而提出“和谐世界”理念，还是因为提出并倡导
“和谐世界”理念而使中国拥有了话语权？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话语权是平等的话语
权、共同发展的话语权，但是笔者认为，在“和谐世界”理念提出不久，就将其同中国的
话语权问题挂钩，至少会产生两种消极后果：一是使国际社会误认为中国提出“和谐世
界”理念是出于一己之利，是为了在国际社会取得自己的话语权；二是会使有的人误以为
推广“和谐世界”理念与中国在国际社会拥有话语权有直接联系，或者甚至以为推广“和
谐世界”理念的必然结果就是导致中国拥有了话语权。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清醒地认识
到，中国拥有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强调或宣扬类似
拥有或控制话语权之类的观点是不利于“和谐世界”理念的推广与实践的。 
（五）关于建设“和谐世界”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 
      建设“和谐世界”有利于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但建设“和谐世界”在根本上有赖于
中国国内的和谐社会建设。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是要等到和谐社会建设好之后再建设
“和谐世界”，还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同时，也进行“和谐世界”的建设？有学者认为，
应先在国内建设好和谐社会再建设“和谐世界”，因为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体系，国内
社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如果政府在国内控制政权的情况下都建立不了一个相对
和谐的社会，那么在国际上建设“和谐世界”就更不会有人相信了[25]。笔者不赞成这种
观点。因为如果先在国内建设好和谐社会再去建设“和谐世界”，则有可能坐失利用外部
有利环境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好时机。因此，“内建和谐社会、外促和谐世界”应该是不矛
盾的，只要有利于人民的安宁和幸福、国家的发展和昌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就应该提倡
和推广，“两种建设”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N].人民日报，2005-04-2
3(1).
[2] 本报记者.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2005-07-02(1). 
[3] 本网编辑.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通过《上海宣言》(全文)[EB/OL].人民网，（2005-0
9-09）[2008-03-28].http://legal.people.com.cn/ 
    GB/42735/3682857.html.
[4] 张   铁.和平发展：中国的必由之路[N].人民日报，2005-12-23(10). 
[5] 胡锦涛.共创上海合作组织更加美好的明天[N].人民日报，2006-06-16(1). 
[6] 胡锦涛.加强友好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05-11-18(1). 
[7] 胡锦涛.促进中东和平 建设和谐世界[N].人民日报，2006-04-24(1). 
[8] 本网编辑.吴   仪：中国政府愿与各国共同构建繁荣和谐东北亚[EB/OL].中国政府网，
（2006-09-02）[2008-02-18].http://www. 
     gov.cn/ldhd/2006-09/02/content_376324.htm.
[9] 本报记者.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06-08-24(1). 
[10] 胡锦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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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6[-1]，47[-2]. 
[11] 本报记者.“中国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国际研讨会开幕[N].人民日报，2007-11-0
9(4).
[12] 本报记者.中国高举道义大旗[N].人民日报，2005-12-22(7). 
[13] 肖   唏，于海洋.试论和谐世界理念[J].理论探索，2006，(3):41～43. 
[14] 本报记者.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N].人民日报，2006-08-24(1). 
[15] 本网编辑.张世平少将：新视角看中美关系[EB/OL].人民网，(2006-08-07)[2008-
02-23].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42969/
      58519/4675353.html.
[16] 朱西周.胡锦涛“和谐世界”思想：中国新的世界发展观[J].理论导刊，2006，(4):1
2～15. 
[17]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R].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47.
[18] 杜运泉.论胡锦涛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与实践[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
6，(4):7.  
[19] 戴德铮.构建和谐世界的和平理念分析[J].社会主义研究，2006，(4):25～28. 
[20] 蔡   拓.和谐世界与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5):53. 



[21] 许珍芳.论创建和谐世界的必要性[J].福建党史月刊，2006，(12):93～95. 
[22] 铁   锴.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内涵[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3):56～5
8.
[23] [美]肯尼思·N·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M].倪世雄，等译.上海:上
海译文出版社，1991:157[-1]，161[-2]. 
[24]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苏长和，信   
强，何   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61[-1]，62[-2]，65[-3]. 
[25] 阎学通.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政策关系[J].国际政治研究，2006，(1):14～15. 
 
(责任编辑  陈庆初)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联系邮箱：wil.liam@sina.com © 2004 电话：62805370

Copyright © 2004 10.1.10.65. All rights reserved. Design by ow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