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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其标志就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和二十国集团（G20）的建立。后冷战时期，

或者说“单极”或“准单极”时代已经悄然过去了。 

新中国直到近代才有国家意识的概念。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在国力比较

弱的时期外交比较被动，是一种反应性的外交。但在今后情况又会变化。中国

须要建构外交新格局，中国在建构过程中的身份是特殊的，一是融入世界过程

已经完成，二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成为伙伴关系，即参与者或利益攸关者。中国

的任务是在原有基础上建立起新结构，不打破旧结构，同时又要建立新结构，

是我们不曾面临过的局面。中国已经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虽然还没有做

好准备，但已无路可退，只有加快适应这一局面。 

中国外部的发展和国内发展是分不开的。中国国内发展现在需要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这一过程需要外部的配合。同时转变发展方式也能为外部提供强有

力的支持，外部发展也能推动内部发展转变。中国角色不光是搞好和西方发达

国家关系，现在的新任务还包括了重新建构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模式成

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国内发展模式，还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

系，包括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国外交应实现角色和战略视角的转变 
 

杨 毅（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 

 

新中国建立以来，外交战略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49 年

至 1978 年，主要表现为抵御外来威胁，维护共和国安全。新中国建立以后，

面临着巨大的外来威胁，其核心任务是确保中国生存，这如同足球比赛中的“密

集防守”。但我们也不是消极防守，我们是积极防守，如在这一时期我们发展

了和非洲的关系。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至上世纪末的“防守反击”。我们

同西方国家在争夺中场，防守反击。场面已经不那么被动。我们的影响已经赢

得了国外的尊重。第三阶段是新世纪开始到现在的“全攻全守”。中华民族开

始复兴，我们的影响力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我们同西方国家已经可以“全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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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守”了，但还处于比较粗糙的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也不是非常科学，

其中有交叉，也有转换的过程。 

当前中国正处于历史发展阶段的新起点，中国的国际角色正在经历三个重

大转变：一是中国正在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转变，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影响

力正在逐步走向世界，我们的战略视角也要随之转变。二是中国正在从国际体

系的配角向国际体系的主角（或次主角）转变，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把我们提

前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的“责任意识”和“机遇意识”要随之增长。

三是中国正在从一个“单项选手”向一个“全能选手”转变，需要在政治、经

济、文化、外交、军事等诸领域内扮演全球角色，最起码也要开始思考和准备

扮演全球角色。 

问题在于中国在这些转变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比之前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

起都要多。首先因为世界上还存在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对立，

西方国家总把我们认为异类，我们 GDP 再高，也只是被看成“农民工”，领不

来“城市户口”。其次，有的西方国家将中国的和平发展视为挑战，认为中华

民族复兴和体系主导国家的冲突不可避免。最后，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了中

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些传统友好国家对我们也有一些意

见。 

面对这些新变化，中国外交须采取三大姿态来应对，即全面参与、及时反

应和主动塑造。我们必须积极全面介入和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在涉及我们核

心利益时，要及时态度鲜明地表态；同时赋予外交传统新内涵，影响游戏规则

的变化。中国应以国际利益为战略圆心，以国家能力为准绳，更主动并切实有

效地捍卫我自身利益。 

 

中国外交须给予中等强国恰当定位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中国外交新格局，就是在今年年初戴秉国国务委员与杨洁篪外长都曾说过

的：中国被国际形势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我认为这就是新格局。我所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