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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和谐世界思想是基于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人类发展困境而提出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贯彻

了和谐发展理念，是指导解决地球环境的灾变问题、缩小国别贫富差距、消解国际非安全因素等一系

列问题的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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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5年 4 月胡锦涛在雅加达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上明确提出“和谐世界”的命题以来，我

国领导人多次论述过建设和谐世界的问题，建设和谐世界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主张昭告

于全球。对于这一思想，不少观点仅从我国外交指导思想的角度加以理解。实际上，和谐世界思

想是以和谐发展理念处理全球问题的具体体现。 

一、当前人类发展的困境是和谐世界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对于和谐世界思想提出的必然性，只有放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大视野中，才能认

识得更加清晰和深刻。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向往和平、谋求发展是人类共

同的追求。但在这一主题下，人类的和平受到多种挑战，发展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 

其一，地球环境的灾变影响到人类的发展。在工业革命后的几个世纪时间里，人类的经济和

技术活动对全球变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直接成为全球变化的重要影响力量。人类的能源生产、

集约农业和强化技术已经改变了地球的反射率，改变了土壤和水体的组成、大气化学成分、森林

面积，以至全球生态系统平衡，造成了臭氧层空洞出现、土地荒漠化扩展、环境污染加剧、淡水

和矿产资源短缺等一系列后果，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人和自然走着一条相互抵触的

道路，人类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其二，南北差距的不断扩大影响到人类的发展。南北差距是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贫富差距，这一差距越来越呈现扩大的趋势。据统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的差距已从 1983年的 43倍扩大到目前的 60 多倍，这种国与国之间贫与富的严重差距，对落后

国家的发展来讲是灾难性的，也不利于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1]。早在 20世纪 80年代，邓小平

就指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

济的发展带来障碍。”[2]这是对南北差距影响人类发展的鞭辟入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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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国际非安全因素增长影响到人类发展。人类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但

当今世界，一方面，传统的非安全因素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新的非安全因素上升。世界局部动

荡不安影响到人类的发展。传统非安全因素主要表现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霸权主义，

是指大国或强国把其本国利益置于他国之上，达到维持其在国际社会的明显优势地位，实现其称

霸世界目的的政策和行为。强权政治是指大国或强国依靠自己优越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国际政

治中疯狂地追求所谓的权力，并以此试图主宰地区或国际政治事务，干涉他国内政，以强凌弱，

以大欺小，以富压贫的政策和行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再

加上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此伏彼起，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时时受到威胁。

另一方面，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恐怖主义已经演变成国际社会的公害，成为影响世界与地区

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因素。 

概括上述分析，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已到了一个迫切需要反省的时代，因为人类在创造了高

度文明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积累了诸多冲突和危机，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克服障碍，实现人

类更好更快地发展，有赖于新发展理念的确立，有赖于促进发展的主导思维方法的转型。 

二、和谐发展理念是化解人类发展时代困境的基本理念 

走出发展困境，实现人类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一直是人类所追求的目标。从发展观念的演

进来看，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国际上先后出现过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理论：一是认为“发展

＝经济增长”；二是认为“发展＝经济增长＋结构改善”；三是认为“发展＝经济增长＋结构改善

＋社会进步”；四是认为“发展＝经济增长＋结构改善＋社会进步＋后代人的发展”。上述人类发

展观念的演进表明，人类总是有意识地根据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观念，而且伴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发展观念也愈益全面和科学。那么，时至今日，面对发

展进程中所出现的诸多问题，人类需要以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观念为指导，才能更好地走出发展的

困境？对此，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但共同的一点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任何一种发展观念，都需要贯彻和谐发展的理念，才能更好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这里需要说明

的是，发展观念和发展理念作为两个相关的概念，在本质内涵上还是有区别的：发展观念或叫发

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是发展理念的体现；而发

展理念则是贯穿于发展观念的基本精神，是属于更深层次的要素。 

和谐发展理念的基本精神是和谐，就是说，要追求以人为核心的自然、个人、社会三者之间

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关系的共生、共立、共达、共荣，实质在于以普遍的和谐促进发展。从哲学

思想的源流上讲，和谐发展理念正是人类求“中”的哲学思维、求“和”的价值取向在当代社会

的创造性体现。仔细分析，和谐发展理念是发展与和谐的辩证统一体。发展是实现和谐的基础与

条件，和谐是发展的目的与结果。发展是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中实现和谐，和谐也孕育着新的矛

盾与冲突，并最终通过矛盾或冲突的解决而实现发展。从上述发展观念的演进来看，和谐发展理

念体现得越来越明显。与最初单纯地将经济增长视为发展不同，人类自 20世纪 60年代末开始，

就逐步考虑到结构改善、社会进步、后代人的发展等一系列与发展有关的问题。从和谐理念看，

这实际上涉及到经济结构的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而我国科学

发展观的提出，更是和谐发展理念的贯彻，体现了和谐发展的要求。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从新世

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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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全局的，因而也是统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观从发展理念、发展思路等方

面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是从发展的角度求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从

社会关系、社会状态方面反映和检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成效，是从和谐的角度促发展。 

三、和谐世界思想是以和谐发展理念处理全球问题的鲜明体现 

用传统的智慧改正时代的偏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汤一介先生曾提出：“如果

人们能够更加重视儒家的‘普遍和谐’的观念，并对它做出适应现代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

操作层面，应该说对今日和将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3]汤因比也提出，要使世界避免

危机，“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4]。这些论述，体现了和谐理念对当代人类

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和谐世界思想正是表达了要以和谐理念处理全球问题的主张。 

和谐世界的基本精神就是“和”。“中国认为，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

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5]这表明，和谐世界应具有民主、和睦、公正、包容四个方面的特征。

具体来看，民主意味着各国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各国内部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

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和睦意味着各国应该携起手来，摒弃冷战思维，建立以互信、

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通过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

实现共同安全；公正意味着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应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不能继续在存在各式

各样歧视色彩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框架内从事政治经济等活动；包容意味着各国应维护文明的

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表明了要

建设和谐世界就要重视和谐发展理念的贯彻。 

首先，解决地球环境的灾变问题要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才能实现。因为人类面临的环境

灾难显然是人类对自然过度汲取的结果，过犹不及，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都是打了折扣的，

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任何行为，都会被自然界以同样的方式转嫁到人自身，自然对人的善恶完全

依赖于人类对自然的善恶。人类善待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努力维护自然环境的平衡与和谐，自

然就会留给人类一个美好、和谐的生态环境，让人类舒适而长期地存在和发展。反之亦然。由此，

在人和自然的“两端”之间采取适中的态度，既合理利用自然，又促进人类文明的提高，且决不

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换取人类需求的满足，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实现发展，是妥善解决地球环境灾

变问题所必须的。 

其次，从国别贫富差距来看，从全球化收益中获取更多利益的关键在于拥有足够的话语权，

而拥有话语权的关键在于自身资源禀赋的垄断。具体来说，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和资金

是独一无二的，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求于发达国家。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发达国家同样会有求于

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资源具有不可复制性。这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

富与贫的两端，应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相互取长补短，实现共同发展。如果任由目前的贫富差

距存在并扩大下去，世界就会更加失衡，就不是一种最佳的存在。而要取得双赢、共赢的结果，

实现各得其所，关键就是要找到在具体条件下各方利益的平衡点，恰当地把握度，通过适当地妥

协达到“和”的局面。 

最后，从国际非安全因素的消解来看，尤其应倡导和谐发展理念。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以

自我利益为中心、唯我至上的单一思维、极端思维的典型体现，与和谐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法国

总统希拉克曾言：“我们对未来世界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希望世界是多极的，而且每一极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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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时都应采取平衡各方利益、可以保障和平与民主的方法。”[6]116现实主义学派的肯尼思·华

尔兹也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权力有一个适当的量，太大或太小都危险。权力太小，就会遭受

别国的攻击；权力太大，则会刺激一国冒险扩张，也会刺激别国增加军备并与其他国家结盟抵制

强国，造成国际局势不稳定。因此，国家权力应寻求彼此之间的平衡，从而使权力保持在一种适

中的状态[6]129。而从当前国际恐怖活动的现状看，无论是在欧洲、前苏联地区，还是在亚洲或北

美，许多活跃的恐怖组织都与民族、宗教问题相联系，实际上是在利用民族与宗教问题作为其生

存发展的空间。当前，对国际恐怖主义影响最大的极端社会思潮是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民族分裂主义是对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某些理论作极端化解释而形成的一种理论，其核心是不分时

间与空间，绝对化地强调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宗教极端主义是指鼓吹可

以对某些宗教教义作无限扩大化解释、极端化宣传的思潮。极端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结合，

绝大多数会发展成为恐怖主义。极端就是不“和”，恐怖主义的危害从反面体现了和谐发展理念

对人类和平发展的重要意义。 

总之，贯穿着和谐发展理念的和谐世界思想揭示了世界未来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和睦相处、和

谐共生。它超越了东西方传统意识形态的对立，符合当今人类求和平、求发展的时代精神，是和

谐理念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问题上的鲜明体现。 

 

参考文献 

[1] 孙力, 李海平. 社会主义对现代文明的贡献[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01, (2): 94-99. 

[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56. 

[3] 中国孔子基金会. 儒学与廿一世纪: 上册[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6: 250. 

[4] 田广清. 和谐论: 儒家文明与当代社会[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8: 40.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白皮书[N]. 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05-12-23(2). 

[6] 江西元. 中国和平崛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Harmonious World: The Important Thought 

on Dealing with Global Issues 
 

SHI Jialia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China  250014)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a harmonious world is an important thought to solve issues on human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ra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It carried through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it is the important thought to solve the terrestrial environment cataclysm problems, reduce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nations and resolve international non-safety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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