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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与新能源合作成为热点,近年来如此多的重大国际性事件的发生, 预示着后冷战时代大体

告一段落、新兴大国崛起时代已然到来、全球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时代全面开启,国际体系变迁

正在由量变发生质变。美欧日俄印澳等大国均加紧因应, 谋求以战略之变应对体系之变。中国作

为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力,在体系变迁中既要 /自转 0也要 /公转 0, 比别国更多一份应对体系变迁的

压力。如何把握新时期的角色转换, 并适时进行战略调整,是中国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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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体系深刻变迁 (也可称 /国际体系转型0 )

是当今时代最重大的课题。 2008- 2009年一系列

重大事件表明,国际体系正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

型,各大国均在加紧因应, 进行战略调整。中国是本

轮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力,同时深受体系变迁的

影响。如何准确定位新时期中国的多重角色, 做出

更加多元、合理的战略选择,成为中国发展无法回避

的重大课题。

一、国际体系变迁的四大标志性事件

国际体系¹历来是把握时局的重要前提, 它涉

及时代特征、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发展战略等多方

面要素。也正因如此, 国际体系往往具有相对稳定

性,其形成、发展、丰富、衰弱、崩溃或转型有一个相

对长期的过程。一旦国际体系出现变迁, 则力量对

比、战略选择、国际关系乃至热点问题都将随之发生

重大变化,所谓 /牵一发而动全身0。

自冷战结束以来, 新一轮国际体系变迁问题即

成为热门话题。人们总是试图从每个 /标志性事

件 0或某个特殊时段中捕捉体系变迁的蛛丝马迹,

尝试以新名词加以界说, 由是诞生 /后冷战0、/后后

冷战 0º等诸多提法。但冷战结束多年, 新的国际体

系是否形成始终未有公论, 关于国际体系变迁的关

注和议论时断时续。这种讨论在 2001年 / 9# 11事

件0后掀起热浪, 而 2008年 / 9# 150金融海啸则将

其推向高潮,成为国际战略家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西方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理查德 #哈斯、扎卡里

亚与东方的马凯硕等多位国际知名战略家都认为,

国际体系已然发生根本性变化。¼ 他们的判断既是

/经验之谈 0,也是智者之见。

如果说既往国际体系变迁多因一场世界大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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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 0作为国际关系的学科术语,至今仍在争论。这
里不想就概念本身做过多的纠缠,泛指我们所研究的国际问题的大

系统。关于如何认识国际体系, 可参阅李少军: /怎样认识国际体
系? 0,载5世界经济与政治 6, 2009年第 6期,第 13- 20页。

R ichard N H aass, / D ef in ing U. S. Fore ign Po licy in a Post-

Post- ColdW ar0, Rem ark 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N ew York,

April 22, 2002.
国内学者最近的成果可参见林利民: / 21世纪国际体系转

型析论 0,载5现代国际关系 6, 2009年第 6期,第 1- 8、34页。

R ichard N. H aass, / Th e Age of Non- Polarity0, Fore ign Af2
fairs, May/ June, 2008, http: / /www. foreignaffa irs. com / issues /2008 /

87 /3; Fareed Zakaria, / The Fu tu re of Am erican Pow er0, F oreig n Af2
fairs, M ay /June 2008, http: / /www. foreignaffairs. com /art icles /63394 /

fareed - zakaria/ the - future - of- am erican - pow er; K ishore M ah2
buban, TheN ew AsianH em isph ere: Th e Irre sistible Sh if t of G lobalP ow er to

the Ea st, Pub lic A ffairs, 2008.



催生, 因而较好识别其变迁的标志或分水岭,那么当

前这场体系变迁则是在和平发展时代背景下发生

的,因而其从量变到质变的界限显得不那么清晰。

但 2008- 2009年间发生的四件标志性国际大事及

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国际政治经济新变局, 从多个角

度凸显一个崭新的时代和国际体系正在来临。

首先是 2008年 8月 8日发生的俄格冲突。俄

罗斯敢于对格鲁吉亚大规模动武,而美国、欧洲 /敢

怒敢言 0却不敢对俄实施制裁, 至少反映出两个重

要事实:其一,经过近 20年的起伏与变革,在 /普京

路线0指引下,俄罗斯重新强势崛起,高调重回国际

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央;其二,美欧受制于内忧外困及

对俄能源依赖,对俄军事出击无可奈何,对格鲁吉亚

处境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说冷战的终结以苏联的

解体为标志,那么俄罗斯的复兴则标志着长达 20年

的 /后冷战时代0大体告一段落。

几乎同时发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北京奥运会的

成功举办。这一事件孤立地看并不能说明什么,但

如果从西方视角来判断中国崛起的话, 奥运会的成

功举办具有标志性意义。冷战结束后, 西方对中国

的判断经历过几个阶段。¹ 1992年是第一阶段的结

束,随着中共 14大将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和建设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写入中共总路线, /中国经济

崩溃论 0在理性的学者那里基本没有什么市场了;

第二阶段的终点是 2002年的中共 16大。中国最高

政治权力实现和平、整体、全面交接, 预示着西方另

一个论调即 /中国政治崩溃论0的破产。 2008年,西

方实际上得出了第三个结论,即中国社会也不大可

能崩溃。因为面对这一年相继发生的 / 3# 140西藏

骚乱、/ 5# 120汶川地震、/ 8# 80北京奥运及围绕火

炬境外传递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中国不但没

有乱, 反而呈现出一股令西方人百思不解甚至震惊

的民族凝聚力、社会动员力和强大经济实力, 以及

80后、90后等新生代所展现出的既理性又睿智的爱

国主义精神。而在紧随其后的金融危机中, 中国不

仅没有出现重大危机, 反而在所有大国都出现经济

衰退之际, 敢于宣称 GDP增长率 /保 80。因此, 最

近一个时期冒出来的 /两国集团 0论、/中美共治 0

论,与其说是某个人的未来预期,不如说是通过对中

国发展的长期观察得出的逻辑结论。º 一句话,

2008年北京奥运集中标志着一个基本事实 ) ) ) 中

国崛起已从未来时变成现在进行时。而以中国崛起

为代表,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多个非西方大国

也在同步崛起。凡此构成一幅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

起, 世界权势历史性东移 0的恢弘画面,这正是基辛

格所谓 /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0的应有之义。

第三个事件就是 / 9# 150金融海啸。如果说

/ 9# 110突破了美国人因两洋天堑而长期形成的安

全防线和心理防线, 严重冲击美国的战略观、安全

观, 那么 / 9# 150则颠覆了美国人和国际社会对华

尔街的传统认知,给美国金融霸权带来深层挑战,也

因此冲击美国的实力观和世界观。由于本轮危机是

美国冷战后疏于体制性变革而累积起来的结构性问

题使然,因此其恢复不可能一蹴而就。奥巴马当选

总统,与其说是美国种族融合的胜利,毋宁说是两条

路线斗争的结果,表明面对内忧外困,美国人已不太

在意某个人的肤色和资历,而更在意谁能顺应民意、

锐意变革,重振美国霸权。它反过来说明美国所受

困境之深。 / 9# 150金融海啸从某种意义上说, 标

志着美国单极霸权时代的结束以及 /后美国时代 0

的来临。

第四个重要标志就是 2008- 2009年底接连发

生的国际恐怖主义新高潮、H 1N 1的全球性蔓延、气

候变化效应的急速扩散、油气价格飙升引发的能源

资源担忧,以及全球人口结构的历史性变迁、水资源

问题、移民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等等, »

这些问题使 /环球同此凉热0) ) ) 世界各国共同应对

全球性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后冷战时代大体终结、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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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结论主要来自近年与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黎安友、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中国问题中

心研究员李成等的学术交流。
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最近提出中美之间搞 /战略保证 0

( strategic reassu ran ce) ,从某种意义上表明美国对中国崛起态势的某

种公开承认。 Jam es S te inb erg, / A dm in is trationpsV is ion of the U. S. -
Ch ina Relat ionsh ip0, K 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 ter for a New American

S ecu rity, S eptem ber 24, 2009, h ttp: / /www. state. gov / s /d /2009 /

129686. htm.

参见: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

国研究所译: 5全球趋势 2025:转型的世界 6,第二章、第四章相关内容,
时事出版社, 2009年。



国时代正在来临、全球性议题凸显, 这充分显示,我

们正在告别旧时代, 跨进新时代; 告别旧体系, 塑造

新体系。尽管体系变迁的界限还有待清晰, 但毫无

疑问, 新一轮国际体系变迁已迫在眼前。

二、国际体系变迁的五个主要表现

国际体系的变迁, 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

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虽然目前国际政治格局还处

在演变之中,但似乎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结论:第一,

美国绝对实力依然第一,相对实力则在下降,美国单

极霸权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 即使奥巴马 /新政 0可

以重振美国软硬实力, 美国也很难重现 20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那种荣光。美国仍是 /一超 0, 但已难以

/独霸0。¹ 第二,两极时代短期内不会来临。尽管

美国人提出、全世界炒作所谓 G2, 但其前提是美国

当老大,中国当老二, 而非将中国看作对等的一极。

同时, 客观上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仍然巨大,主观

上中国也不希望出现两极局面。º 其他列强更缺乏

与美匹敌的综合国力。第三,多极化进程明显加速、

多极化前景更加可期。» G20机制化是重大标志性

事件。如果说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是 /一超多

强 0,那么未来 5- 10年的格局更像是 /多强一超0。

以往是美国一超主导世界,各国争相与美交好,现在

则是多强合作主导世界, 美国做事必须顾及多强的

反应。中国从多强中地位最弱的一方正迅速朝多强

之首迈进。

二是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其一, 世界经济中心正从西方向非西方转

移;其二,经济发展重心正从传统大国向新兴大国转

移;其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正从主要由西方大国主

宰转向西方与非西方、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协调

方向发展, G8作用下降, G20重要性上升; 其四, 世

界经济的未来取决于产业结构的重塑、经济增长点

的挖掘及新一轮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重建, 以新能

源与新网络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有可能产生又一次生

产力的大解放与生产关系的大重组。

三是国际安全格局呈现出若干新特点。首先,

在 /无核世界 0旗号下拉开的大国核裁军搞得轰轰

烈烈, 但小国核武开发也 /搅得周天寒彻 0, 两种趋

势并存,构成一对矛盾; 其次, 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

和大国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两种态势并存,

使得国际安全形势 /东边日出西边雨 0, 阴晴圆缺不

断。世界大战虽可避免,局部冲突更难把握; 再次,

非战争军事行动越来越成为军事现代化中的主要议

题, 军事安全关系成为大国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

四是发展模式竞争、多种模式并存成为新趋势。

金融海啸深化了人们对发展模式多样化的认识,

/自由民主 +市场经济 0的美英模式遭到质疑, ¼法

德代表的欧洲大陆模式、中国模式、俄罗斯模式、海

湾模式、拉美模式、东盟模式等各显神通。尽管 /后

金融危机 0时代大浪淘沙, 会进一步检验各种模式

的有效性与生命力,但美英模式主宰世界发展的大

势得到扭转,模式竞争与交融成为新潮流, 思潮、理

念的勃兴与碰撞也深度展开。

五是新问题正在改变国际关系面貌与格局。气

候变化、新能源、世界人口结构的变化、北冰洋变暖、

海洋权益、海盗、航道等以往的非主流问题, 正在成

为时下国际关系的重点。这些问题或议题不仅将导

致国际关系范式的变化,而且要求人们创新思维,更

新知识,调整研究视角, 变换研究手段,否则跟不上

新时代的步伐。

三、大国加紧战略调整

/春江水暖鸭先知 0。敏于时事、耽于忧患、勇

于变革者,往往 /于无声处听惊雷0, 更善于捕捉 /青

萍之末0的风声, 做出及时的应对。西方大国在这

方面历来占有优势。以欧洲为例,萨科齐、布朗、默

克尔等 /新三驾马车 0亲自坐而论道, 评估国际体系

的变迁, 运筹下一步棋局的走势。萨科齐抛出 /相

对大国时代 0说, 认为单一大国主宰全球的时代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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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内容参见: [美 ]乔治# 索罗斯著,燕清等译: 5美国的
霸权泡沫 ) ) ) 纠正对美国权力的滥用 6,商务印书馆, 2004年,第 152
页;袁鹏: /金融危机与美国经济霸权:历史与政治的解读 0,载5现代
国际关系 6, 2009年第 5期,第 1- 6页。

邱震海: /国际格局:中国需要 -和稀泥 . 0,载 5环球时报 6,
2009年 11月 10日。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 5全球趋势 2025:转型的世界 6,第
121- 122页。

关于反思美式资本主义模式最新的成果,可参阅: Robert J.

B arbera, T heC ost of Capi ta lism: Und erstand ingMa rketM ayhem and S ta2
bilizing Our Econom icF uture, TheM cG raw - H illC om pan ies, 2009.



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大国都只具有相对实力,大国

之间注定只能合作, 不能搞单边主义; 布朗提出 /全

球性欧洲0说, 认为在美国一超与世界多强并存的

世界, 欧洲只有走向全球才可防止被边缘化;默克尔

则提出 /经济北约 0新思维,期望与美国实现全面捆

绑,应对体系变迁带来的深层挑战。欧洲大国还乘

势推出 /划时代0的战略报告。法国在过去 14年来

首次发布国家安全战略, 英国则推出历史上首个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0, 德联盟党发表 5亚洲 ) ) ) 德

国和欧洲的战略挑战和机遇 6等重大报告, 力图在

国际体系变迁中占得先机。萨科齐还借 /重返北

约 0、组建 /地中海联盟 0等行动给未来定坐标。

/ 9# 150金融海啸之后,法、德领导人发起改造既有

国际金融体制、构建 /布雷顿森林体系 20的倡议,学

界则开始系统反思 /盎格鲁 -撒克逊模式 0的弊端,

并从制度、文明等深层次探讨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

5里斯本条约 6终获通过, 某种意义上说是欧洲各国

在国际体系变迁大背景下同气相求的结果。

俄日印澳各大国也在思考以战略之变因应体系

之变。梅德韦杰夫称 /多极化时代已然来临 0, 发表

俄 5新版外交政策构想 6, 在俄格冲突、俄欧较量、俄

美博弈中展现原则、捍卫利益、彰显实力; 福田提出

/共鸣外交0、鸠山抛出 /东亚共同体0, 期待日在对

美外交与亚太外交间实现平衡,既固美又联亚,谋划

在中美日三角互动中争取主动,确保体系变迁中继

续保持实力地位和战略利益; 陆克文倡导 /亚太共

同体0, 期望借体系变迁实现澳国家利益最大化;印

度则左右逢源,拉住美国, 笼络俄罗斯,东进亚太,并

借军力彰显国际政治新一极的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 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

也在体系变迁关头产生 /新想法 0。媒体披露, 三国

正在构建一个所谓 / IBSa (三国英文名称首字母缩

写 )集团 0, ¹企图将中国排挤出 /发展中国家 0阵

营,由三国担当发展中国家新的 /领导人 0, 抢占新

一轮国际体系变迁的滩头。

美国作为 /一超 0, 处在内忧外困中, 比他国更

多一份对体系变迁的敏感和忧患。美战略界对国际

体系的关注因 /两场战争, 一场危机 0而延伸为全美

集体反思,相关讨论往往同评判布什政策得失、规划

/后布什时代0大战略、思考美国霸权的命运联系在

一起, 显得更为深刻。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分别用

/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0、/第四次历史巨变 0描述体

系变迁的深刻性,指出, 当前体系变迁是自威斯特伐

利亚体系建构以来最重大的变革, 须以宏大的时空

视野观察之; 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 #哈斯、

5新闻周刊 6国际版主编扎卡里亚则以 /无极时代 0

和 /后美国时代 0界定当今格局,担心世界陷入某种

无序状态; º5历史的终结6作者福山修正以往的观

点, 承认 /历史并未终结 0,终结的只是 /美利坚新帝

国0迷梦; /新保派 0领军人物卡根坦承 /单极时代 0

结束,认为世界正进入西方自由世界对中、俄集权世

界的 /新意识形态对抗时代 0; 沉寂多时的奥尔布赖

特感叹世事并非 /棋局0,而是一桌色彩斑斓却混乱

无序的 /台球 0; 赖斯离任前发表的 5重新思考国家

利益 6一文中指出, 几百年的国际惯例已多被颠覆,

/威胁与其说来自国家之间, 不如说来自失败国家

内部 0; »前中情局长海登罕见地将 /世界人口分布

变化 0列为影响 21世纪国际格局的三大趋势之首。

总体看, /世界权势东移 0与 /西方制度危机 0、

/新兴大国崛起 0与 /美国霸权衰落 0、/国际规则变

化0与 /全球议题转移 0等命题, 构成美国议论国际

体系变迁的中心内容。为因应体系变动,美研究机

构、两党谋士都在思考应对之策。民主党新生代战

略家伊肯伯里主持的 /普林斯顿报告 0¼、约瑟

夫#奈和阿米蒂奇共同主持的 /巧实力报告0、国家

情报委员会的 /全球趋势 0系列报告、坎贝尔主持的

/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0等,颇具代表性。而以 /新

兴崛起国家0、/亚太新战略 0、/新中东战略 0、/气

候变化与国家安全 0等为题的各类报告, 更是连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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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炉, 显示美国意欲把握体系变迁主动,占得重塑体

系先机。奥巴马之入主白宫,可谓时势造英雄,就任

伊始即厉行 /新政 0,其对外政策体现出的 /巧实力 0

战略观和 /多伙伴 0世界观,正是在充分吸收上述各

种主张基础上, 结合内外两个大局产生的新思维。

究其本质,乃是对国际体系变迁背景下美国如何维

系 /一超 0地位的一种务实变通。

四、中国的角色转型与战略选择

在体系变迁的新时代,中国究竟处于何种位置?

应该作出何种战略选择? 这可谓时下最热门的话

题。应该说,在体系变迁中, 中国既在 /自转 0, 也在

/公转0,中国崛起既是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力, 也是

体系变迁的主要结果。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崛起产生的变量。同时, 国

际格局演变的结果,中国首当其冲。中国既需要继续

坚持改革开放实现 /自转0,保持国内政治社会经济稳

定,也需要紧跟时代步伐实现 /公转 0, 与全球化条件

下世界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因此自应比别国多一份对

体系变迁的敏感和因应体系变迁的紧迫感。

目前, 中国学术界讨论很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新

时期中国的定位,因其维度太多、视角各异, 迄今仍

缺乏统一答案。笔者认为,从实力地位、体系变迁和

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同时具有四种不同的身份,

是一个 /四合一 0国家。中国首先是发展中大国

( deve lop ing country) ,无论从中国的政治原则、外交

方针、发展战略还是从中国的客观实力看,中国将长

期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中国又是崛起中大国 ( ris2

ing pow er) ,是 /金砖四国 0之一, 是新兴大国崛起和

世界权势东移的标志, /中国崛起 0已成为当今中国

最鲜明的符号; 中国还是世界级大国 ( g loba l pow2
er) ,尽管中国的活动范围与利益触角更多局限于东

亚,中国学者多以 /有一定全球影响的区域性大国 0

定位中国, 但无论从联合国 /五常 0之一, 还是从经

济总量、外汇储备、人口规模、地理规模以及国际影

响、发展势头看, 中国确是当得起世界级大国的称

号;中国是 /准超级大国 0 ( quasi- superpow er), 不管

喜欢不喜欢,中国已被很多国家视为仅次于美国的

世界第二大国。国家身份的定位既取决于自己看自

己, 还取决于别人看自己,如若多个国家以 /准超级

大国 0身份看待中国, 中国便不能刻意回避这一现

实, 否则会导致巨大的认知落差, 影响战略判断。

中国同时处于多重复杂的变局中。一是 /六

化0并存。中国既处在工业化的中程, 又大幅步入

信息化;既处于城市化的初始阶段,又部分迈向国际

化; 既未完成区域化布局,又需面临全球化压力。其

利在于:拥有多重发展空间, 几头通吃; 其弊在于:同

时面临多种难题, 风险大增。二是 /两大主义 0凸

显。对内,新型 /国家主义0正在形成,西气东输、南

水北调、青藏铁路、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

中国各个区域板块开始真正被市场经济连为一体,

/中国人0意识、/公民意识 0、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超

越以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 越来越成为人们自

觉的需求。由此带来区域不平衡、民族冲突等复杂

问题。对外,新民族主义勃兴。既有理性健康的民

族主义,也掺杂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新国家主义与

新民族主义给中国带来国家崛起必不可少的 /人

气0,显示齐心向上的精气神,同时亦滋生一种不正

常的 /脾气 0,给外交决策带来新变数。三是内外两

个大局从未像今天这样联系紧密。阿 -巴局势同新

疆、印度同西藏、缅甸同滇川黔、朝鲜同东北、内蒙与

外蒙, 相互勾连在一起。好处在于可以 /由内而

外0,顺势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坏处则在于外部风

险也可能 /内灌 0,使国家利益更易遭受外部环境的

影响。四是大格局稳与小格局乱,树未大而先招风,

现在树已大更招风。环顾周边,阿 -巴乱局、朝核变

局、缅甸危局, 加之中印龃龉, 南海风波, 中国周边

/乱云飞度 0。但换个角度看, 中俄关系总体稳定、

中日关系回暖变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只要俄罗

斯、日本、台湾三根支轴稳定, 中国周边应无大碍。

这也反过来要求中国必须学会辩证看待周边环境,

不因小乱而自乱阵脚,也不因大稳而忽视战略经营。

多重身份与多种进程并存,决定了中国国情的

复杂性和国家利益的多元化, 需要我们以多样化外

交体现多身份特点。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既是

一个发展中国家, 也是世界级大国。中国不可能按

照美欧的标准去承担减排责任。美欧已经完成工业

化的阶段,开始步入后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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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处于工业化中期。所以中国强调历史标准、人均

标准。但中国确又无法规避作为世界级大国应尽的

义务, 因此坚持承担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0, 展示

政治意愿与合作意识。在经济领域、海洋权益等方

面,中国是一个崛起中大国。随着中国的崛起,国家

利益的外延不可避免要走向太空、涉足海洋,经济上

要 /走出去 0, 军事上要现代化,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外界的反弹势所难免, 但多为

正常的心理反应,既要敏感把握和妥善应对,也大可

不必因此自缚手脚。在国际金融领域, 中国 /世界

级大国 0身份显得更加突出, 不仅因为巨额外汇储

备,而且因为中国开始成为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重

要力量,中美 /金融恐怖平衡 0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中国在该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因此, 中国不仅

需要加速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造与再造, 也需要在国

际金融秩序的重构中发挥积极作用, 其中刚刚构建

的 G20机制是个重要平台。

在上述多重利益之下,一些战略观念的调整势

在必行。如,不干涉内政原则必须继续坚持,但同时

也需与时俱进,充实内涵。事实上,在不干涉内政与

承担国际责任、拓展海外利益之间有很大的运作空

间,只要联合国授权、当事国欢迎、有助于地区和世

界稳定,这样的事情去做就不等于违背不干涉内政

原则; 还有, 中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如对朝政

策,到底是以国家利益为准绳, 还是更多地考虑意识

形态因素? 此外,还有一些观念固化的问题,如,随

着 21世纪地缘博弈的重点逐渐转向印度洋,随着亚

丁湾护航而引发的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问题, 如何

看待中国在印度洋的合法权益? 如何看待中东在中

国外交中的定位? 中东究竟是独立的政治板块还是

/亚洲的中东 0? 中国进入中东是去分西方的奶酪,

还是作为亚洲大国的合理的利益诉求? 这些认知与

观念上的误区长期困扰中国的外交选择, 也往往成

为西方约束中国的口实,需要反思与调整。

在调整上述观念之下,中国首先需要处理的还

是中美关系,因为美国依然是唯一超级大国,并且是

唯一全方位攸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大国。目前, 中美

关系总体向好,但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依然严重。如,

战略关系不错, 但战略互信缺乏; 经贸关系深层发

展, 但军事交流严重滞后; 精英之间的沟通十分顺

畅, 但是民众交流严重不足; 台海问题得到控制, 但

南海摩擦逐步升级。随着中国的发展,中美关系的

性质可能会逐渐从 /一超和多强之一的关系 0演变

成 /老大和老二的关系0,双方的矛盾可能会更加深

刻。如何把握奥巴马上台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积极的

契机,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地区安全问

题的努力中加强危机防控、增进战略互信、扩展合作

空间、搭建新型关系框架,从而化解未来可能出现的

深层矛盾,是必须思考的大战略问题。

其次就是如何处理同俄、欧、日、印等各强之间

的关系。中国并不必然成为 /老二 0, 各强都有 /冒

尖0的潜力。如何消除 /醋意0、/妒意 0, 化解敌意、

恶意,与诸强共同发展、共同崛起, 应是未来中国外

交努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 继续巩固中俄关

系、深化中欧关系、强化中日关系、稳定中印关系,比

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加关键, 它们同推进中美关

系一样具有战略意义。在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之

间、在美国与大国之间推动一系列三边关系 (如中

美俄、中美日、中美欧、中美印 )的发展,似可成为下

阶段中国外交的着力点。

第三是如何继续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目

前出现中国被发展中国家排挤的苗头, 印度、巴西、

南非等国想抢占发展中国家主导权或代表权,拉美、

非洲一些国家在美国及西方新的发展援助战略及大

国竞相争夺态势下,对中国的认知也在悄然发生变

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可谓 /不进则退 0,转变思

想观念、加大战略投入、加强国际合作, 势在必行。

第四, 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最重要的应是强化

自身能力建设。改革开放三十年, 中国外交的根本

任务是塑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为国内改革开放

服务,现在则到了充分利用总体稳定的国际环境加

速国内发展的时候。贯穿 2008年的国内群体性事

件, 2009年的民族宗教问题,表明 /崛起综合症 0已

经提前来到了中国。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部风险因

内部环境而起作用,外部形象是内部发展的投射,因

此,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 取决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

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取决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o

(责任编辑: 沈碧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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