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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与

中国对外战略选择

. 魏向前/文

随
着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

化的深人发展 , 中国的前途命

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面对国际各

种力量的此消彼长 , 中国既面临千载

难逢的发展机遇, 也面临着复杂激烈

的国际竞争 "因此 , 全面理性认识和

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特点和趋势 , 对于

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具有十分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发展趋势及

特点分析

一 !国际安全形势总体趋向缓和 ,

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首先 , 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

促使各国人民下定决心维持和平 , 以

使后代免除战争的浩劫 "其次, 核武

器的大规模杀伤力和威慑力足以将地

球毁灭很多次 , 因此谁也不愿意因打

核战争与地球同归于尽 "再次 , 经济

全球化迅猛发展使世界各国依存度提

高, 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 进一步减

小了爆发世界性大战的可能性 "

二 !传统安全领域中威胁世界和

平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

现

首先是局部冲突与热点问题此

起彼伏 "尤其是这些热点问题都发生

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

带 , 直接或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

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 , 导致大国利益

关系的复杂化 , 更增添了大国关系中

的隐患和变数 "其次是各国的国防开

支逐年增长"这种状况意味着各国仍

然把军事发展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

要因素 , 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威胁依

然存在"再次 , 主要核大国进一步加

强战略力量 , 全球核武扩散问题依然

严重 ,这对世界安全构成了极大隐患"

三 !非传统安全构成的威胁甚至

超过战争

首先是国际恐怖主义问题 "2010

年以来,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 ,

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

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 , 活动

范围及袭击规模扩大 ;恐怖袭击方式

令人防不胜防;国际反恐斗争中双重

标准问题使得国际反恐阵线有破裂的

倾向"其次是环境安全问题 "全球气

候变暖引发世人对环境安全的极大担

忧 "近年来 ,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气候

灾害频发 , 甚至使部分小岛屿国家生

存面临威胁 "再次是金融安全问题 "

这次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发达国家,

也严重打击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

国家的虚拟经济及实体经济 , 并引发

了诸多社会及政治问题 "最后还有愈

演愈烈的贩毒走私 !严重传染性疾病

扩散 !肆无忌惮的海盗活动 , 以及日

益严重的非法移民等问题 , 这些都对

国际安全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

当前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影响

一 !中国的传统安全环境面临的

挑战

首先表现在亚太及中国周边各国

军费开支不断增长"目前 , 不少亚太

国家普遍加大军费投人 , 加速军事战

略调整 ,提高武器和人员的作战水平"

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 , 对中国的安

全影响将是不言而喻的 "在各国军费

开支不断攀升的背后是世界各国进行

新一轮深刻的军事调整与变革 "其次

是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

不可小视 "中国与周边多国存在领土

与领海争端, 但由于这些问题涉及面

广 , 历史与现实问题错综复杂 , 又有

国际势力介人,解决起来难度相当大 "

另外 ,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也给中

国带来安全威胁 "核武器的垄断已被

打破 , 世界进入到一个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扩散时期 , 这对人类社会的生存

和发展带来严重威胁 "

二 !从非传统安全来看 , 中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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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斡旋下,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重启和谈 "中东和平进程仍是未知之数 "

同样面临重大威胁

当前 , 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

最主要来自新疆 /东突 0 和西藏 /藏

独 0 民族分裂势力 !宗教狂热势力及

其境外势力 "恐怖主义给中国新疆和

西藏带来的威胁无疑将成为国家安全

软肋及未来国家安全之心头大患 "西

藏和新疆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 但在西

方政治势力看来 , 这就是它们有效制

约中国的战略手段 ,北京奥运会期间,

西方利用涉藏问题洁难中国就是证

明 "涉疆问题也是如此 , /9#110之

后, 西方尤其是美国虽然出于反恐需

要, 在一定程度上将反恐与人权区分

开来 , 但在涉疆问题上还是坚持双重

标准 "长期以来 , /东突 0 和 /藏独 0

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耗费了中国巨大

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 如果不能有效

应对, 必然会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造成

消极影响, 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实

现 "

三.7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还

须承担来自美国的压力

奥巴马上台后 , 美国政府明显加

大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人, 力图

推动美国战略中心向亚太转移 "2010

年以来 , 美国在这一地区频频进行军

事演习, 在强化日韩同盟与美印关系

的基础上拓展与泰国 !菲律宾等国的

同盟关系, 努力使双边同盟向三边和

多边同盟进行有力延伸 "为了推进 /重

返亚洲战略 0, 奥巴马政府还全面参

与亚太事务 , 积极加人 5东南亚友好

合作条约 6, 高调介人中国南海问题 ,

对中国的领土问题指手画脚 , 试图遏

制中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 , 维持其在

亚太地区的优势和领导力 "目前 , 美

国在中国周边加紧构筑针对遏制中国

的 /C. .型军事包围圈, 美军在中国

周边地区的基地密度已比冷战时期针

对苏联的还要密集 "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下

中国应对策略

一 !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

和资源, 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加

强软实力建设

和平 !发展与合作是历史潮流,

我们必须顺应潮流 , 紧紧抓住这来之

不易的战略机遇期 , 加速和平崛起的

进程 "只有自身实力强大了, 才能更

有效地保证本国的安全 , 维护世界的

和平 "

从国际上来看 , 世界经济格局大

变革 !大调整必将孕育着新的发展机

遇 ,我国应该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

努力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秩序重

建 , 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制

定 , 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力争获取更多

发言权 , 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地

位 ;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调整的机遇 ,

凭借充足的外汇储备加快海外收购力

度 , 壮大中国银行和企业的实力 "从

国内来看, 要立足扩大内需保增长,

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 !调整经济结构

放在首要位置, 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

不平衡 !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 "

金融危机不仅削弱了美国的硬实

力 , 也重创了其软实力"这说明美国

模式存在很多的问题和隐患"当然这

里既有宏观层面上的问题 , 也有微观

层面上的问题 ;既有经济上的问题,

也有政治和社会 !文化上的问题 "美

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普世价

值影响力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大降

低 , 而以政治和社会稳定 !渐进改

革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 !注

重实体经济等为特点的中国模式则经

历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 这

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软

实力 "当然 , 中国在软力量建设上还

应继续培育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有效

的意识形态及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

基本制度 "

二 !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

境.妥善处理好中国与美国及周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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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演习轮番上演, 地区热点持续升温

家的关系

(一)中美关系"与美国相比,

目前中国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 从

某种角度而言, 中国并没有很大的战

略回旋余地 , 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

重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人和外国

市场的准人 "l.I近年来, 中国的对外

贸易额均超过中国经济总量的60%

以上 , 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对外贸易依

存度最高"倘若中美关系恶化, 中国

经济发展无疑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 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也将严重受

挫 , 甚至难以实现 "因此 , 总体稳定

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

重 "近些年来 , 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

的合作总体比较顺利 , 在许多问题上

中国秉持了务实灵活 !温和求实的原

则, 这确实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

养晦战略 , 但是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

盾决定了两国今后无论在政治 !军事

领域 , 还是在经济 !文化领域都会存

在不可避免的摩擦 , 但无论出现怎样

的矛盾 , 中美关系都不会全面恶化 ,

两国的共同利益仍然大于分歧 "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中

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 这些国

家在政治经济制度 !文化传统 !宗教

信仰等方面不尽相同, 一些国家还与

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等历史遗留问题 ,

情况相当复杂 "进人新世纪, 中国坚

定不移地奉行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的

周边外交方针, 加强了同周边国家和

地区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积极解决

了绝大部分边界等历史问题 , 营造了

一个和平稳定 !平等互信 !合作共赢

的周边环境 , 创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

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 "中国现与东南

亚 !南亚 !中亚 !东北亚和南太平洋

诸国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 各个领域

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和深人 , 呈现

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

三 !努力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的变革, 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

务的话语权

目前 , 主要战略力量围绕国际格

局调整转换中的权利重新分配展开激

烈博弈 , 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及发展

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温室气

体减排方面的较量空前激烈 "尽管现

存的国际秩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

导的, 有着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地方 ,

并不能完全适应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世

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 , 但这一体

制仍对世界和地区安全及世界经济的

发展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 , 因此不能

推倒重来和 /另起炉灶 0, 而应该积

极参与, 推动改革 "对中国来说 , 要

认识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然性 , 并

善于抓住机遇 , 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

变革 , 确保变革过程的稳健和结果的

合理性 , 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

事务的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

由于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的趋

势越来越明显 , 再加上经济权力的再

分配不像政治权力再分配那样敏感 ,

因此 , 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应该首先

从经济层面人手 , 通过提升中国在国

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促使中国参与

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 更好地维护和

体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其次要推动国

际政治体系的改革"具体来说 , 就是

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 , 使其具有

更好的代表性 , 特别是通过增加发展

中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席位 , 扩大中国

在这一重要的决策机制中的影响力和

话语权 "此外 , 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改

革持积极态度还有助于防止中国被视

作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 提升中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2l.

(作者单位 :宁夏行政学院公共管理

教研部)

(责任编辑 :刘娟娟 )

参考文献 :

川 l美]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 :美国的

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所, 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137.

l2] 高祖贵.后危机时代国际战略形势及

其发展趋势田.和平与发展 :加10(2) :6.

2", "., 豁 一 CONTEMPORARYWORLD 幽 三 IJ b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