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形势下中国外交与对外战略

  [编者按 ] 2010年是中国加速崛起的一年,也是中国面临多方外交挑战与考验的一年。面对

美国、日本以及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种种摩擦与冲突, 面对一波接一波的 /中国威胁论 0、/中国崩溃

论 0、/中国强硬论 0、/中国傲慢论0等国际噪音及其中潜藏的复杂挑战, 中国外交需作哪些调整?

随着中国实力变化以及世界、也包括中国自身对其认知的变化,中国对外战略目标应如何定位? 围

绕这些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5现代国际关系 6杂志社于 2010年 11月 9日举办了题为

/新形势下中国外交与对外战略 0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外交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

党校、国防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

2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他们从不同角度就当前中国战略环境及战略选择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

讨。现将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辑录如下, 以飨读者。

当前中国战略环境的主要特点

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中心主任、教授 )

  对所处战略环境进行评估,是确定目标和选择

战略的前提。从战略指导角度看,中国 30年改革开

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邓小平同志精准地认识

到全球格局的大变化, 把握住了中国发展现代化的

战略机遇期。 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 21世纪前

20年是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大有可为的 /重要战

略机遇期0。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5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 6再次指出, /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 我国

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0同

时强调,中国的发展 /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

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0。因此,

如何认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战略环境对内政与外交

均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基本特征, 可以用

/变 0、/乱0、/难0、/险0四个字来概括。所谓 /变0,

就是我们正在面临着国际体系的大转型。1940年

卡尔#波兰尼写了 5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

济起源6一书, 对 19世纪文明的瓦解和制度的崩溃

进行了深入分析。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冷战和一超

多强格局之后,我们再一次面临着国际体系的全面

转型。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5全球趋势

2025) ) ) 转型的世界 6报告,到 2025年,目前的国际

体系将面目全非,世界已经进入 /变化多于传承0的

大转型之中。此次转型的最重要标志是包括中国在

内的新兴大国的崛起。这些被称为 /金砖国家 0的

新兴大国,不仅以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

经济版图,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现代化历程提供了与

传统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模式。同时, 因这些

国家大多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 寻求改革国际秩序

中不合理、不公正部分, 成为了全球国际体系中一支

清新健康的力量。与新兴国家崛起对应的是西方国

家的相对衰落,这是全球转型的另一重要表现。这

一趋势的重要标志就是以 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俱

乐部正在把处理世界事务的权力让位于 G20这样

的国际组织。转型的意义不止于新兴国家与西方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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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力量消长,还在于更多新的跨国议程的出现,以

及更复杂的国际体系的建构。在这个充满变化的世

界中,如何给中国定位、确定我们需要什么、反对什

么,以及如何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实现与其他国

家的多赢,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题。

所谓 /乱 0,是指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形势发展趋

势的不确定。与认为危机已经过去的乐观态度相

悖,随着有可能引燃世界范围贸易战、货币战的美联

储二次宽松政策的出台, 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二波探

底似乎越来越近。今年的 G20会议与 1933年伦敦

会议有几分相似 ) ) ) 世界各国开始各说各话和相互

攻击。抵御金融危机的全球共同努力, 逐渐被以邻

为壑的冰水所浸没。发达国家之间、新兴国家之间、

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

间的矛盾,正在孕育或已爆发。原有的联盟被打破,

新的联盟尚未成型, /遏制对象 0要 /同舟共济0,而

/战略伙伴0又成为 /战略对手0, 国家关系一年一变

或一年数变,一切都在未定之天。世界进入号角不

定的乱局。

所谓 /难 0,是指国际关系中积累了大量难以解

决的矛盾。目前世界体系的基础是雅尔塔体系和冷

战后格局的延续,其中存在许多历史纠葛和利益冲

突。如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日钓鱼岛争

议、中美经济关系失衡、美元体系缺陷等等。在承平

年代,这些矛盾和问题被掩盖和搁置,到格局发生变

化和危机时期就开始冒头。目前的两难是, 真要解

决这些重大问题还有很大难度, 但要继续留待时机

成熟时再着手解决,当事方似又有些于心不甘。

所谓 /险0,是指中国面对的战略环境存在凶险

的一面。从世界范围看, 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

国家。从洋务运动开始, 中国在历史上有多次中途

夭折的现代化努力,其原因就是没有把握世界发展

变化的大趋势,或疏于内政、或失于外交、或缺少军

事准备,结果在严酷的竞争中被列强在经济、政治和

军事上打败,逆转了现代化进程。目前经过 30年改

革开放,中国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积累了许多重大矛

盾,国内改革处于攻坚阶段; 而从全球角度看, 我们

又处于全球性的危机时代, 一个国际体系的重大转

型期。稍有不慎,还有可能重蹈覆辙。因此,对战略

环境中存在的巨大风险,我们不能不高度重视。

对我们来说, 认识战略环境可使我们避免陶醉

于八方赞誉、陷入形势一派大好的飘飘然之中,也可

以使我们摆脱四面皆敌、风雨如晦的负面判断。认

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同样,认识战略环

境就是为了适应环境,并创造条件去营造有利于中

国发展的环境。o

中国当前外交环境及应对

陈  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

  当前,中国外交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何评判

和应对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的外交战略问题,而且

关乎中国的发展,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形势。

中国外交环境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中美关系仍旧处于争吵 ) ) ) 缓和 ) ) ) 再争

吵 ) ) ) 再缓和的周期性波动状态,但不是死循环,而

是在螺旋式上升。美国的战略重心正逐步转向亚太

地区,中国的压力明显增大。二是中日战略互惠关

系因为国家利益交锋和摩擦出现了新的紧张,特别

是钓鱼岛附近海域撞船事件之后两国矛盾和冲突升

温。三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南

海问题上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有争议,中国与印

度的关系也频频出现不和谐音。

中国外交环境的上述变化是否说明: 我们的外

交环境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或者说比前一时期

更糟糕了? 中国外交正面临着近 30年来最紧张的

时期? 我认为并非如此。

中美之间的问题基本上是老问题, 售台武器、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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