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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 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

同时 , 面临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转型的巨大冲击。为巩

固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 中国全面推行“大国是 关 键 , 周

边是首要 , 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 多边是舞台”的 全 方 位

外交。在这一外交路线的指引下 , 处理大国关系逐渐成

为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一环。同时 , 通过正确处理大

国关系 , 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加速了走向世界的进程。毋

庸置疑 , 在中国大国战略的调整过程中 , 邓小平的外交

战略思想始终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 而中国全方位外交

中的大国战略的成功调整又进一步丰富了邓小平的外

交战略思想 , 为改革开放中中国处理与大国的双边和

多边关系提供了保障 , 推动中国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

国的关系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本文拟对近年来中国

全方位外交中的大国战略调整做某种 梳 理 和 总 结 , 并

在此基础上分析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对中国大国战略

调整的指导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方位外交

中大国战略调整的新思路

自 20 世纪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之后 , 国际体

系发生了巨大变革 , 两极国际格局的终结致使美国成

为唯一超级大国 , 同时 , 其他传统大国的影响力也在加

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 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

也不断上升 , 新兴大国的崛起令国际关系变得更为复

杂。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 , 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在邓

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 , 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 , 其

中调整大国战略成为关键的一环。值得注意的是 , 中国

全方位外交下的大国战略调整是在下述一系列外交新

思路的引导下展开的。

( 一) 提倡新安全观

针对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逻辑

的持续存在 ,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作为今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 [1](p.328)根据这一思

想 , 中国以改革开放的新姿态努力推进全方位的外交 ,

并且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 新

安全观。中国积极主张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 , 通过谈

判解决国际争端 , 通过合作促进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

之间的共同安全。新安全观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发展 , 是中国在构建新世纪国际安全结构和全方位外

交中调整大国战略的理论基础。

1996 年 4 月 , 中俄等五国首脑会议在上海召开 , 讨

论边境地区的军事互信问题 , 创立了上海合作机制 , 成

为中国考虑新安全观的契机。1997 年 3 月 , 中国在东盟

地区论坛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新安全观。同年 4 月 , 中俄

进一步提出了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 , 主张以对话协商

促进相互了解和信任 , 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

平与安全。1999 年 , 江泽民再次阐述了新安全观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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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形成了一系列新思路 : 提倡新安全观 ,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 高

举“和平、发展、合作”大旗等。在这些新思路的指引下 , 中国与美国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 , 与俄罗

斯、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传统大国建立各种“战略伙伴关系”, 与新兴大国如印度等探索共同和平崛

起的道路 , 丰富了中国全方位外交的内涵。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大国战略调整的

指导思想 , 同时 ,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大国战略的成功调整也进一步丰富了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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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 指出“新安全观的核心 , 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

作”, [2] 并在 2000 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再次予以强

调。2001 年 ,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 ,

江泽民全面阐述了新安全观: “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

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 , 努力营造 长 期 稳

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

交流与合作, 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

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3](p.184)2002 年 7

月 31 日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 中国政府正式向

国际社会公布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文

件》指出 : “新安全观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 , 以互

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新安全观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

上 , 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要求。”《文件》还明确地指出

“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4]

新安全观具有以下重要内涵 : 第一 , 新安全观主张

综合安全, 即不仅包含传统的军事安全, 而且包含经济、

科技、环境等诸多方面, 经济安全尤其重要, 非传统安全

得到重视。第二, 新安全观强调的是合作安全和共同安

全 , 不片面追求一国的绝对安全 , 只有加强与他国特别

是其他大国的合作, 才能获得共同安全。第三, 安全的威

胁之一来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四, 达成安全的方法

是相互信任、合作对话。总之 , 各国人民应该携手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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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47)

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 , 中国全方位外交中的大国战略

转向重视综合安全、推进大国合作、反对霸权主 义 、提

高相互信任 , 极大地促进了国际格局转型中的大国间

协调。

( 二)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 中国始终在探索新的国际

形势下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准则问题。邓小

平针对 20 世纪 80 年代末国际局势的风云突变 , 高屋

建瓴地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稳住阵脚、韬光养

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方针 , 为中国根据国 际 形 势

的巨大变化和发展提出新型的外交理念 指 明 了 方 向 。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 ,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 , 提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

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 : “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 性 , 提

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

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应彼此尊重 , 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 , 在求同存异中共

同发展。各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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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48)实际上 , 这既是对长期

以 来 中 国 在 对 外 关 系 和 大 国 关 系 方 面 实 践 经 验 的 总

结 , 又是在新形势下通过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之后提出

的中国外交政策新理念。长期以来 , 中国始终坚持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 , 不畏强权 , 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

新秩序的斗争。但是 , 在新形势下 , 为了确保改革开放

的成功 , 我们还需通过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来稳

住阵脚 , 并由此而能运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式来

处理全方位外交中的大国关系。

首先 , 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 , 就是希望世界各

国尤其是各大国在交往过程中承认世界 的 多 样 性 , 并

且尊重各种不同的文明 , 而这恰恰是实现国际关系民

主化的基本前提。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就指

出要“尊重世界多样性”。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 , 特别是

大国在处理相互关系中 , 不应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

态的差别 , 而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 扩大共

同利益的会合点 , 在对话与合作中加深双方的信任和

了解 , 协商解决分歧。

其次 , 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反对霸权主义相互关联。

在国际关系中 , 民主和霸权是相互对立而不相容的。国

际上的事情、大国之间的关系只能商量着办 , 不能强加

于人 , 更不能干涉别国内政。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

告中坚定地指出 : “我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

一律平等,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 不

干涉别国内部事务, 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

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永远不称霸 ,

永远不搞扩张。”[5](pp.47- 48)

第三 , 国际关系民主化要维护世界的和平。这与树

立新安全观紧密联系。胡锦涛指出 , 各国在安全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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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p.47)要实

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 大国必须首先在安全问题上避

免猜疑和敌视 , 避免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方式来

解决分歧。一旦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得以实现 , 就可以从

根本上保障各国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的相互信任 , 坚持

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由此可见 , 新安全观是与国

际关系民主化理念相辅相成的 , 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前

提 , 后者又可为前者提供持久的保障。

总之 ,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

的历史潮流 , 有利于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 有利于

协调大国之间的关系 , 有利于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

际秩序。同时 ,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也是邓小平提出的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的具体体现。因此 , 随

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 中国更是积极提倡世界各国 ,

特别是各大国应该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 商 , 共

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5](p.47) 国际关系民主化因此也

正在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和人民反对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的共同要求和集体努力。

( 三) 强调大国是关键

大国关系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格局中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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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 , 在改革开放时期 , 尤其是冷战时期终 结 后 ,

为了稳住阵脚 , 中国的外交政策把大国关系放在全方

位外交中的关键性位置上。中国全方位外交的战略布

局也可概括为 “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

家关系”和“多边关系”。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外交工

作时, 把发展与发达国家即西方大国的关系放在了关键

的位置, 党的十七大同样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置于

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位置。这充分表明, 经过冷静观察

之后 , 中国沉着应对大国关系的一系列变化 , 并且根据

自身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综合国力的上升, 以及同世界其

他大国利益交汇日益增多的事实, 有所作为地与世界各

大国更多地协调, 共同处理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

“大国是关键”的外交新思路 不 仅 与 邓 小 平 “韬 光

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思想相关联 , 而且 与 邓 小

平始终倡导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相一致。[7](p.36)

因此 , 在具体的外交工作中就需要“把握好‘大 国 是 关

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之间的关系”。[8](p.370)

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和开放 , 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

大国 , 因此 , 在推进全方位外交的过程中 , 妥善 处 理 好

同世界各大国的关系对于营建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

非常重要 , 其中首先是对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改善发

生直接作用 , 同时也十分有益于夯实中国与发展中国

家相互关系的基础。中国的和平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需

要世界各国 , 特别是各大国的认同和接受 , 于是 , 处 理

和协调好大国关系就成为创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关键。另

一方面 , 抓住大国这一关键点 , 才能更好地搭建多边舞

台, 并能在多边舞台上成功地推进全方位外交。当前, 世

界正处于国际转型和大国关系调整的重要关头, 中国依

然需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 , 既要全面深化与传统大国

的关系 , 又要营建或重构与新兴大国的关系 , 以有利于

改善整个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 四) 推行“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路线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 , 邓小平就提出 , 解决好和平与

发展两大课题是当今世界的根本要求。进入 21 世纪之

后 ,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又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的

外交路线。这首先是对邓小平提出的“和平、发展是时

代主题”思想的继续肯定 , 即确认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

程中 , 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致使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 ,

乃至世界大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打不起来 , 甚至可以

避免。而提倡“合作”, 则是抓住了推动 历 史 前 进 的 关

键。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形势之下 , 世界各国

特别是各大国正在探索各种合作之路 : 从政府间国际

组织到政府间的合作 , 从官方到非官方的各种合作 , 从

双边到多边的各种富有想象力的合作途径。虽然在国

际关系中合作与竞争始终并存 , 但只有通过合作才能

促进良性竞争 , 避免恶性竞争 , 因此 , 和平与发 展 为 合

作创造了条件 , 合作又能推动和平与发展 , 三者互为作

用 , 共同前进。[9](p.319)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 中 重 申 了 中 国 与 世 界 各 国 ,

特别是与大国“合作”的愿望 : “我们将继续同发达国家

加强战略对话 , 增进互信 , 深化合作 , 妥善处理分歧 , 推

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我们将继续贯彻与邻

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 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

邻友好和务实合作 , 积极开展区域合作 , 共同营造和平

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我们将继续加

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 深化传统友谊 , 扩大

务实合作 , 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

当要求和共同利益。”[5](pp.48- 49)胡锦涛总书记在强调和平、

发展、合作的中国全方位外交理念时 , 将“与大 国 的 合

作”放在首位来陈述 , 既说明了大国战略在全方位外交

中的重要性, 也说明了合作是中国大国战略调整中的重

点。同时 , 胡锦涛所强调的与邓小平所提出的外交思

想———“我们的对外政策, 就本国来说, 是要寻求一个和

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10](p.241)———高度一致。

二、确立与美国的 “建设性

合作伙伴”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 中国在全方位外交新

思路的指导下 , 成功地进行了大国战略的调整 , 协 调 、

改善和推进了与各大国的关系 , 其中最突出的是中美

关系的调整。1989 年“天安门事件”之后 , 邓小平接见美

国政要时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1](p.350) 江泽

民出任总书记之后 , 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多次会晤讨论 ,

逐渐达成了双方致力于面向 21 世 纪 的 战 略 合 作 伙 伴

关系。中国之所以如此重视中美关系 , 是因为美国是当

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可以说 , 中国能否抓住战略机

遇期 , 能否实现和平崛起 , 能否成功地推进全方位的外

交, 中美关系是最大的试金石。因此, 如何妥善地处理中

美关系考验着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胆略和智慧。

1997 年 10 月 , 江泽民访问美国 , 与克林顿总统决

定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中美关系

虽然经过一定的波折 , 但仍然在不断向前发展。2002

年 , 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小布什成功地进行了元首互访 ,

推动了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向前发展。2005 年 9 月 21

日 , 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

会发表题为《中国向何处去 : 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 , 提

出中国要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他

说 : “27 年前 , 中国领导人决定拥抱全球化而非自我隔

绝于世界之外。”“美国两党的七任总统都认识到了这

一变化 , 并致力于帮助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并成为其中

的完全成员 , 鼓励中国通过市场改革发展经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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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 从联合国到世界贸易组织 , 从臭氧问题到核不扩

散 , 中国都是桌上的牌手。中国实现了引人瞩目的经济

增长。”[11] 2006 年 3 月 , “利益攸关方”这一新概念被写

入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及同年五角大楼所发表

的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 从而成为美国行 政 当 局

的新共识。这表明 : 首先 , 美国看到中国的发展是无法

阻挡的 , 并初步接受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 ; 其 次 , 美

国已经意识到 , 改革开放的中国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完

全不同 , 没有对现存的国际体系提出挑战 , 也不破坏现

存的国际秩序 , 更无意与美国争霸 ; 最后 , 美国 更 深 刻

地认识到 , 同中国合作对美国有利 , 因为中国已经通过

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化成为当代国际体系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成员。不管“利益攸关方”的含义如何 , 它至少表

明美国对华政策更趋务实 , 并拟以此新的定位与中国

打交道。

中国领导人注意到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趋势 , 对“利

益攸关方”作出了积极的回应。2005 年 11 月 , 胡锦涛在

会 见 到 访 的 美 国 总 统 小 布 什 时 说 了 一 句 意 味 深 长 的

话 : “中美关系已超出了双边范畴 , 具有全球意 义 。 ”

2006 年 4 月 18 日至 21 日 , 胡锦涛应美国总统的邀请 ,

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美期间 , 胡锦涛强调 , 发展

中美关系是维护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 益 的 需 要 , 也

是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的需要。因此 ,

中 美 不 仅 是 “利 益 攸 关 方 ”, 而 且 应 该 是 “建 设 性 合 作

者”。小布什也认为 , 对于国际体系的稳定 , 中国和美国

都是利益攸关方。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和“建设性合作伙伴”的双

重定义 , 把中美关系推向了新阶段。如果说以前的中美

关系还比较关注双边问题的话 , 那么现在不仅关注双

边问题 , 而且扩展到各个地区问题和全球问题。随着中

国成长为国际体系内的重要大国 , 中美在全球都有活

动的会合与重叠 , 双方存在着 “共同的战略利益”, 因

此 , 需要透过新安全观 , 通过推进国际关系的民 主 化 ,

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三、追求与传统大国不同类型的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在邓小平外交战 略 思 想 的 指 导 下 , 在 改 革 开

放 中 针 对 国 际 格 局 和 大 国 关 系 的 变 化 提 出 调 整 大 国

战略的新思路 , 因此能在错综复杂的国 际 环 境 中 冷 静

观察、处变不惊、沉着应对、稳住阵脚、因势利导 , 不仅

妥善处理了最困难的中美关系 , 而且与 其 他 大 国 也 普

遍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 很好地做 到 了 韬 光

养晦、有所作为。1996 年 4 月 , 中国与俄罗斯决定建立

和发展两国“平等信任的、面向 21 世纪 的 战 略 协 作 伙

伴关系”。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与冷战时期的“中苏同

盟”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不针对第三国 , 不带结盟

性 质 , 其 主 旨 是 争 取 不 搞 对 抗 , 相 互 友 好 , 加 强 合 作 。

这种关系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 , 同时不是排他 性 的 。

此 后 , 中 国 相 继 同 法 国 、日 本 、英 国 、加 拿 大 等 国 建 立

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与世界各国建立广泛

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相当程度上是新 世 纪 中 国

的外交新战略。首先 , 中国与其他大国 之 间 所 建 立 的

各种各样的“伙伴关系”, 构成了中国与大国 合 作 的 巨

大 网 络 , 更 加 平 衡 , 更 加 全 面 ; 其 次 , 中 国 与 其 他 大 国

所建立的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 都是面向 21 世 纪 、

面向未来的。因此 , 这种“伙伴”的外交战略并 非 权 宜

之策 , 而是着眼于未来的长期性构想。

( 一) 中俄“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进入 21 世纪之后 , 中俄两国开始努力建构新型的

战略关系 , 明确地向世界显示一种新的国家关系模式。

2003 年 5 月 ,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俄罗斯 , 两国元

首一致表示 ,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 深化中俄睦邻友

好、互利合作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 都将是两国外交政

策的战略优先方向。[12]2006 年 ,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建立 10 周年 , 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缔结 5 周

年 , 在中俄两国首脑的共同倡议下 , 在中国举办 了 “俄

罗斯年”活动 , 2007 年在俄罗斯也举办了 “中国年”活

动。这是中俄领导人在两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下

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 也是中俄两国关系史上的创举 ,

为进一步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辟了更加广阔

的前景。中俄的领导人都深刻地认识到 , 中俄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 是两国加速发 展 的 可

靠保障 , 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支撑。从中国的角度

来说 ,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 “中国政府将继续从战

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推动中俄关系的发展 , 坚定不移地

推进两国战略协作和互利合作”。[13]

( 二) 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997 年 5 月 , 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时与江泽民主

席签署了《中法联合声明》, 宣布中法建立面向 21 世纪

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标志着中法 关 系 进 入 了 快

速发展阶段。中法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以来 , 两国领

导人的接触更加频繁 , 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 , 两国建

立起更密切的关系。近年来中法贸易一直呈现强劲的

增长势头。2003 年中法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 100 亿美

元大关 , 达到 133.9 亿美元 , 比上年增长 60.9%。此外 ,

大亚湾核电站等诸多大型中法合作项目已取得可喜成

果。中法正在实施的科技合作项目有近 700 个 , 涉及太

空、航天、核能、交通、航空、农业、洁净煤和风能发电等

许多领域。在教育方面 , 两国已有 120 多对高校和 20

多对中学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目前旅法中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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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已近 2 万 , 在华法国留学生人数也迅速增长。两国还

签署了“互相承认学历协议”, 为中法的 长 远 发 展 提 供

了保证。2003 年 1 月 , 中国在西欧开设的第一个文化中

心在巴黎正式成立。同年 10 月 , 由两国元首倡议发起

的中法互办文化年活动在巴黎拉开帷幕。2004 年秋 , 丰

富多彩的法国文化年在中国展开。“中法文化年”是中

法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 也是两大文明展开对话与

加深理解的文化盛事。中法建交 40 年的历史证明 , 意

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不仅可以和

平共处、平等交往 , 而且能够相互借鉴、互利共赢。中法

两国必将进一步加强全面合作 , 促进共同发展 , 以造福

两国人民 , 并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 三)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998 年 4 月 2 日 , 朱镕基总理和欧盟主席国英国

首 相 布 莱 尔 和 欧 盟 委 员 会 主 席 桑 特 在 伦 敦 举 行 了 首

次 中 国—欧 盟 领 导 人 会 议 , 并 发 表 了 联 合 声 明 , 表 示

中欧之间愿意建立面向 21 世纪 的 “长 期 稳 定 的 建 设

性伙伴关系”。通过这次会晤 , 中国与欧盟建立起了领

导人定期会晤机制。该机制对双方关系的发展产生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第一次会晤中 , 双 方 领 导 人 将 中

欧关系确定为面向 21 世纪的长 期 稳 定 的 “建 设 性 伙

伴 关 系 ”; 2001 年 , 双 方 宣 布 建 立 “全 面 伙 伴 关 系 ”;

2003 年 , 中 欧 决 定 将 双 方 关 系 提 升 为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关系”。温家宝总理 2004 年 5 月 访 欧 时 , 欧 洲 各 国 都

旗帜鲜明地宣示中欧是战略伙 伴 。 例 如 , 中 国—欧 盟

关 系 是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 中 德 关 系 是 “战 略 伙 伴

关系”, 中意关系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英关 系 也

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中国还同一些欧盟成员国

建立了战略安全磋商机制 , 双方在重大 问 题 上 相 互 理

解和支持。中欧均主张加强联合国作用 和 多 边 主 义 ,

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立场相同或相近 , 双 方 加 强 磋 商

与合作 , 将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

作用。从双方的重要性来看 , 欧盟目前由 27 国组成 , 人

口达 4.8 亿 , 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 而中国也已成为

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经济和贸易合作过去是今后仍

将是 , 推动双方关系深入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显然 , 加

强全面合作对于中欧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 四 ) 中 日 “立 足 于 共 同 战 略 利 益 的 互 惠 关 系 ”

1998 年 11 月 ,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以国家元

首的身份访问了日本 , 双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

精神 , 确认两国“面向 21 世纪 , 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

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对两国关系作出了跨世纪的明

确定位 , 两国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日《联

合宣言》指出 : “中日两国作为亚洲和世界有影响的国

家 , 在维护、促进发展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双方将在国

际政治、经济及全球性问题等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 , 为

世界和平与发展及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积极贡献。”[14]

概言之 , “和平”着眼于安全、“发展”着眼于经济 , “伙伴

关系”则并不限于两国之间 , 而被寄予了对世界和东亚

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的期望。2001 年小泉纯一

郎上台执政之后制造出了一个“年年参拜靖国神社”的

公式 , [15] 致使中日间的矛盾与摩擦呈现出风波迭起、风

雨交加的局面 , 从而导致中日关系出现 严 重 的 倒 退 。

“政冷经热”成为小泉时期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

2006 年 , 随着日本政府的更迭 , 中日关系打破了持

续 5 年的政治僵局 , 走上了正常发展轨道。要求日本改

善与亚洲邻国关系的内外压力促使安倍上任伊始即显

示出与其前任政策的不同。安倍首相表示任内不会参

拜靖国神社 , 在“慰安妇”问题上继续坚持河野 洋 平 谈

话的立场 , 并首选访华 , 提出建立日中 “战略互惠关

系”。2006 年 10 月 8 日 , 上任不到两周的安倍成功访问

了中国。中日两国领导人就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 实

现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

崇高目标达成重要共识。这次访问恢复了中断 5 年多

的两国领导人的正常交往 , 明确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大

方向 , 确定了今后双边和多边合作的主要领域 , 双方同

意 建 立 作 为 两 国 关 系 新 的 基 本 框 架 的 “战 略 互 惠 关

系”。2007 年 4 月 11 日至 13 日 ,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应邀访问日本。这是中国总理 7 年来首度访日 , 备受

各方关注。继安倍晋三首相的“破冰之旅”之后 , 温总理

实现了“融冰之旅”, 进一步加强了中日 战 略 互 惠 关 系

的内涵。2007 年 12 月 27 日至 30 日 , 日本首相福田康

夫访问中国 ,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吴邦国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分别与福田举行了会

谈。双方就中日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

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 并一致同意推动中日关系发展

到新阶段 , 中日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发展到新的水平。

中日关系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 战略互惠关系呈

现良好势头 , 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新的机遇。

四、探索与发展中大国

共同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条件下 , 和平崛起

将成为新的国际现象 , 目前不仅中国 , 而且印度、巴西、

南 非 等 发 展 中 国 家 都 在 经 历 着 是 否 能 和 平 崛 起 的 考

验。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之间的相互协调和合作 , 其中尤

其是中国和印度之间如何相处是探索新兴国家共同和

平崛起的重要途径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 国力迅速

壮大。随后 , 印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也开始经济改

革 ,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近几年来 , 国际上掀起了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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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比较的热潮。一些西方学者根据其地缘政治理论 ,

认定中印两大邻国必然相互妒忌、防备、猜疑、冲突 , 并

心怀叵测地预言将来的中印对抗。同时 , 美国和日本均

有拉拢印度来遏制中国之企图 , 印度也有人鼓吹建立

“亚洲版北约”或“民主国家同盟”来围堵中国 ; 相应地 ,

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也被某些人解读为“中

国围堵印度”。然而 , 实际上早在 1990 年 12 月邓小平

就提出“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中国永远不称霸 ,

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并且“这是一个根本国策”。[1](p.363) 中

国和印度同属第三世界 , 只是目前都是发展中国家发

展迅速的大国 , 但是 , 中国永远不称霸和不当头的外交

理念决定了中国要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5](p.46)

这就为中国与印度乃至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共同和平崛

起打下了基础。

在坚持永远不称霸、不当头 , 坚决走和平发展道

路 , 积极推进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路线的基础上 , 中

国努力探索中印共同崛起的可能性。“所谓共同崛起 ,

并 不 是 指 两 国 的 国 力 或 发 展 速 度 都 达 到 了 同 样 的 水

平 , 而是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 , 中印作为

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发展速度突出的代表 , 将 共 同 对

国际体系产生重大的影响。由此 , 两国国力的差距并不

具有决定性意义 , 重要的是两国的发展是否都具有改

变国际体系结构或均衡的前景。从这个角度看 , 中印共

同崛起是一个可以成立的命题。”[16]

中印共同崛起的理念具有事实的基础 , 尽管从时

间上说两国的发展有先后。中印两国在国情方面有许

多相似之处 , 主要表现在人口规模大 , 发展基础 薄 弱 ,

资源相对短缺。这虽然使中印两国在国际市场上存在

竞争性的一面 , 但在应对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方面却

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 , 如在应对发达国家农产品补贴

问题上 , 两国完全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进行

战略合作 ,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具体而论 , 在国际

层 次 上 的 经 济 合 作 是 中 印 共 同 崛 起 过 程 中 的 必 然 选

择。中印同为发展中的大国 , 两国的共同崛起必将对现

行的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 尤其是国际经济和贸易

秩序。中印经济近年来的迅速增长都得益于全球化的

发展 , 而且各自拥有经济发展的优势。中国由于在制造

业方面的领先地位而被称为“世界工厂 ”, 印 度 则 由 于

在服务业方面的快速发展而被称为“世界办公室”。在

信息技术领域 , 中国在硬件制造方面遥遥领先 , 而印度

在软件开发方面拥有优势。但是 , 不能否认的是 , 无论

是中国制造的物品还是印度提供的服务 , 其买主主要

是西方发达国家 , 这反映了中印两国与西方发达国家

存在的发展差距。中印两国只有加强在国际经济领域

内的合作 , 才能尽快减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 ,

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合理因素。[17]

中 国 国 务 院 总 理 温 家 宝 2005 年 成 功 访 问 了 印

度 , 宣布两国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 签

署了《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 制订了《中

印两国经贸发展的五年规划》。2006 年是中印友好年 ,

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印文化的交流 , 这使中印关

系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的建立 , 体现了中印两国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 是中印

两国共同崛起的必然选择。中印两国的共同崛起将会

使目前的全球力量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 标志着“亚洲的

崛起”。正如邓小平在1988 年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

夫·甘地时所指出的 : “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 不 是 亚

洲世纪。”[1](p.282) 中印双方应具有新的安全观和发展观 ,

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 , 尊重彼此的客观利益 , 欣然接受

双方共同和平崛起 , 共享和平红利。只有中印两国彼此

尊重对方 , 真正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才会在亚洲和

世界更有地位。总之 , 中国和印度有几千年的友好交往

历史 , 只有暂时和短暂的冲突 , 只要坚持不称霸 、不 当

头和非暴力的思想理念 , 中印两国的崛起迎来的将是

对世界和平十分有利的亚洲世纪。中印探索共同和平

崛起的道路 , 也为中国处理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如巴西、

南非、墨西哥等的关系寻找到比较准确的方位。

综上所述 , 我们大致可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

( 一 ) 自改革开放以来 , 在中 国 全 方 位 外 交 新 思 路

的指导下 , 中国的大国战略调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

国与传统大国之间的新型伙伴和互惠关系十分有利于

中国推进改革和开放 , 同时也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

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 , 通过大国战

略的调整 , 中国与新兴大国 , 其中主要是与印度之间的

关系走出了一条新路 , 即探索共同和平崛起可能性的

道路 , 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中国的这一系列全方位

大 国 关 系 的 调 整 构 成 了 中 国 全 方 位 外 交 中 的 重 要 一

环 , 为中国寻求和平发展的道路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

件 , 确保了中国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继续改革

开放 , 不断前进 , 成为全球化环境下国际社会中负责任

的大国。

( 二)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全方位外交中的大国战略

调整之所以能取得成功 , 其重要前提是因为拥有一系

列外交新思路 : 在中国的全方位外交中 , 树立起了以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 ; 中国坚决

主张推进承认世界多样性、尊重各种不同文明、反对霸

权主义的国际关系民主化 ; 中国的全方位外交既强调

处理大国事务的关键性地位 , 又把握好大国、周 边 、发

展中国家以及多边协调之间的相互关系 ; 改革开放中

的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路线。

( 三) 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

全方位外交中大国战略调整的指导思想。首先 ,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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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当今世界不存在世界大

战的危险”等著名论断 , 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外交奠

定了宏观的理论基础。中国全方位外交中的大国战略

调整新思路都建立在邓小平对世界局势发展和变化的

宏观认识基础之上。其次 , 邓小平始终奉行的“独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 以及强调和平共处五项 原 则 “作 为 今

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的外交方略 , 指出了中国大

国战略调整的正确方向。再次 , 邓小平所提出的“中国

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 中国永远不称霸 , 中国也永远

不当头”是中国大国战略调整的基本原则。正是在这样

的原则下 , 中国才能在全方位外交中正确处理大国、周

边、发展中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 , 才能同时协调与超级

大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最后, 邓小平所

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

作为”外交战略方针 , 既是中国在全方位外交中调整大

国战略的总体指导思想, 又是为大国战略的调整所提供

的具体可操作手段。

( 四)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全方位外交中大国战略的

成功调整也进一步丰富了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毫

无疑问 , 没有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 , 中国的大国

战略调整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 , 另一方面 , 改革开放

时期中国大国外交战略的成功调整 , 比如在处理大国

关系中 , 提出新安全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 , 并 且 在

原有的“和平、发展”外交路线的基础上加入“合作”这

样的重要内容等都极大地丰富了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

想。而与超级大国、传统大国、新兴大国建立不同的伙

伴关系、合作关系以及走共同和平崛起的道路 , 既是

“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方针的具体反映 , 也是对这一系列中国外交战略方针

的充实、丰富乃至极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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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 Thoughts and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he Par ty’s Guiding Pr inciple since the CPC’s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Mao Zedong thoughts and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Party’s
guiding principles since the CPC’s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are inseparably related in history
and logic. First, Mao Zedong thoughts have provided the basic line to follow for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
cated Marxism since the CPC’s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The core of the domesticated
Marxism is to seek truth from facts, its cornerstone is the mass line, its foothold is self- independence, the essential method
is to combine Marxist basic principle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the essential guarantee is to arm the whole party and
educate the people by the latest theories. Second, Mao Zedong thoughts have provided a new start point for Chinese
Communists to continue the innovative us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With a series of scientific arguments on the So-
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ve laws,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structive laws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
mental laws, Mao Zedong thoughts have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reated and developed since the CPC’s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with its new forward leaps in understanding the Communist Party’s administrative laws, socialist con-
structive laws and developmental laws of the human society, has taken this as its start point. Thir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crystal of wisdom from the spir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based on Mao Zedong thoughts.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ao Zedong thoughts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stick to the methodology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carry out
“two- aspect theory”of the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nd continue to view issues globally and dialectically. We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not only the internal relations and the common features, but also the major changes and different features be-
tween the two. ( LI Jie )
To Develop the Innovative Culture and Encourag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 Innovation: To go along the self- in-
novation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take the innovative culture as the goal and form a cultural environ-
ment and social basis to encourag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We should profound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 innovation, system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The innovative
culture respects the scientific value to explore “possibilities”, cherish individual’s innovative value, and also place emphasis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dividual’s creativity and group creativity, promote the innovative values of systematic integration
and honest cooperation. It is the substantial embodiment of the ethic spirit of the innovative culture to take deep humane
concern as the innovative driving force. The innovative culture seeks for “triple harmony”, which is the objective of the
overall value of the contemporary innovation. It is the basic ethic requirement of the innovative culture to carry out the aca-
demic ethics, that is, to be realistic and pragmatic, practice meticulous scholarship, be democratic in academy, be honest and
keep promis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ve cultu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 culture and humanity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culture and advanc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 innovation.( WU Xiao- jiang)
On Deng Xiaoping’s Thought to Develop Democracy: To actively and cautiously develop democracy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led by Deng Xiaoping. At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his leadership, he proposed that democracy was the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thought emancipation, which made
democracy the internal force to activat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e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ould be no socialism without
democracy, setting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go to the right direction; he always maintained that to ignite peo-
ple’s enthusiasm was the largest democracy, which guarantees that the people are the main for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his famous argument that democracy must be systematized and legalized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to deep-
en reform. ( LIU Cheng CHEN Yun- yun)
The Developmental Course of the Theoretical Educ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Marxism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our party and country and it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m to carry out the edu-
cation of Marxist basic theo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our country’s theoretical education of Marxism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in the early days,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and task, carried out a
general theoretical education of Marxism, gradually formed the system of theoretical education fitting China and laid the
base for our country’s theoretical education of Marxism. From the late 1950s, the theoretical education had gone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the “left”trend became the main part, and the theoretical education of Marxism was replaced by political
movement; the CPC’s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was a turning point, things have been set on
the right track, and the theoretical education of Marxism has also advanced on the healthy track and made a series of im-
portant achievements.(WANG Xian- qing)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 Achievement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make right judgment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of our focus on economy to boost re-
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nd provides us with reliable proofs to make right diplomatic guideline
and international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peace diplomatic policy has directed out
diplomacy to great achievements; to build harmonious world is our country’s long- range strategic objective, and consis-
tent following the roa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the necessary road to boost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onstructive cause to realize 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the right road to
boost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world.( LI Jing- zhi)
A Big Power ’s Strategic Adjustment in China’s All- dimensional Diplomac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overall diplomacy has formed a series of new approaches: to advocat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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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f security, promote the democrac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ld high the banners of “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and others. Guided by these new approaches, China has built a tie of “constructive partnership”with the
USA, all kinds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with R ussia, France, Britain, Japan and other traditional big powers. At the same
time, China also explores road of peaceful rise together with the newly rising countries, such as India. All of these have
enriched the contents of China’s overall diplomacy.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strategic thought has been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China’s strategic adju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successful adjustment of the big pow-
er’s strategy has also enriched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strategic thought.( YE Jiang)
On China’s Aids to Foreign Countr i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forms and contents of China’s aids to foreign countries have greatly developed, becoming more various and practical; po-
litically, we stress the international principle of independence and non- interference into other country’s internal affairs,
and economically the nature of relf- reliance and mutual benefit;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China’s aids to foreign countries
contains national interests, internationalism, big power’s responsibility and other essential factors, characterizes “equal treat-
ment, for common interests”, “act according to one’s capability, do one’s best, and add no political provisoes”and “mu-
tual benefit and common victory, seeking common development”. Aids to foreign countries have displayed China’s inter-
national image for 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generosity and efforts to build a harmonious world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 WANG Wei ZHU Hui- bo)
Young Marx’s Discussion on Cultural Emancipation: To the reality of Germany in early 1840s, Marx’s thought on
cultural emancipation was, from the point of returning man’s spiritual world and complicated realistic relation to “man
himself”, emphasis should placed on respecting the laws of life truth from contents to forms and the laws of cultural cre-
ation, it was proposed that the criticizing yardstick of the activities of spiritual culture was held by the people, a break-
through was called for to get out of the enclosure and erosion of the views to worship money and egoist principle to spiri-
tual culture, and ultimately, starting from solving the realistic economic relation, to overcome the alienation in the activi-
ties of spiritual culture, and thus culture could be restored to itself. ( CHEN Jin)
How to Understand the Elementary Pr 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scientific socialism,
Marx and Engels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d its basic principles. To understand it clearly and fully grasp it, we should first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proof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basic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society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are an ob-
jective historical process, aiming to man’s emancipatio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have to undergo conscious and
long- term struggle of the worker class before its realization. To advance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proletariats themselves must be led by a mature party, control the state pow-
er, all of which ar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PU Guo- liang)
“To Discover the New World in Cr iticizing the Old”—On one of the Elementary Pr 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
ism :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examin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created by
Marx and Engels. The establishmen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was completed in criticizing and transcending all kind of social-
ist thoughts, particularly utopian socialism, in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at that time. Scientific socialism no longer considers
communism as the situation to be established to build “a society system as perfect as possible”so as to measure and tail the
reality with this system, but rather, it discloses the tendency and conditions of the realistic development from the realistic
contradictions, that is, to discover the new world by criticizing the old. This is essential difference of world views and
methodologies between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all kind of socialism, particularly utopian socialism, and it is the most essen-
tial principl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CHEN Xi- xi)
Interpretation of “Self- discipline and Social Commitment”—Reflections of Chinese Nation’s Spir its: “Self- disci-
pline and social commitment”, also“Attain Self- perfection through Perseverance and Embrace the World through Culti-
vation”,can embody best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Self- discipline”contains not only the meaning of striving for
progress, but also perseverance, hardship and self reflection; “social commitment”means to embrace all by one’s generos-
ity. These characters are the pillars that have made the Chinese nation to struggle for progress, and also the main resource
to build the new time spirit and national spirit.( ZHOU Shan)
On the Histor 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Mechanism of the Central Socialist Value System: The central socialist value
system, the embodiment of the main ideology of 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a rigorous system of scientific theo-
ry, plays an important guiding and normalizing role in building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and promote the sound and
fast development of China. When changing the central socialist value system into citizen’s conscious behavior, some inter-
nal operation mechanisms are functioning, which are, rational identification, sentient identification,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interests, self- discipline transformation and system guarantee and others.( LU Shu- cheng FANG Wen)
To Improv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Consuming Structure—Discussion of the
Dem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sident’s Service Consumption of Shanghai: Service consumption demands, an im-
portant part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demands, are playing important roles in improving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pro-
moting the upgrading of consuming structure, boos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ther aspects. The service consuming
demands of the residents in Shanghai are gradually developing, accounting for an increasingly large proportion in con-
sumption expenditure. In the process to build an industrial structure with service economy as the main part, comprehen-
sive measures have to be taken to increase the demands for service product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apid de-
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consuming demands of the residents in Shanghai.( LIU She- 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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