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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互动关系分析

刘清才,刘文波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中国的发展和强大离不开国际体系, 同时, 也将

对国际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冷战结束后, 国际体系正经历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文

化多样化的历史性转型, 这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也将积极促进国际体系

的规则、结构、机制和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从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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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崛起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 也是一个非

常现实的发展目标, 需要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和奋斗。这也是当代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中国崛起将受到国际体系的影响和制约,

也将会对国际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中

国崛起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 把中国国情和国

际体系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 对于我们实现中国

和平崛起的发展目标,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

实意义。

一、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

中国崛起是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话

题。首先,在中国, 人们在思考中国崛起问题, 其

中包括中国崛起的深刻内涵, 中国崛起的战略选

择, 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 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

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等内容。这里也涉及中国在

国际体系中应当如何定位,中国应当扮演什么样

的国际角色等问题。其次,在国际社会,人们在评

论中国崛起对国际关系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 其

中包括对美国世界霸权地位可能构成的挑战, 对

地区和国际体系产生的影响。中国崛起对于国际

社会带来的是机遇, 还是威胁?

关于中国崛起问题, 国内外学者常常从不同

角度进行理解, 也赋予其各种内涵。有人从传统

的权力政治理论来审视中国崛起, 把中国崛起看

成是出现了新的地区或世界霸权国家, 是现行国

际体系新的挑战者。也有人认为, 中国崛起是通

过现代化建设,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大国的历史

进程,是中国选择的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

相适应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对

外开放原则基础上, 开拓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和

两大市场,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的必然结果;是通过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

治文明建设,全面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历史选择。

国际体系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待国际关系,

把国际社会看成是一个由各主权国家构成的, 具

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关系的有机整

体。国际体系具有结构特征,它表明不同历史时

期国际体系具有的权力结构和力量对比关系, 通

常称为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具有影响国家行为、

协调国家间关系的功能, 表现为一种国际规则、国

际机制、国际秩序。

国际体系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因此,国内外学

者常常用不同视角和标准来判断国际体系的转

型。一是依据地区或世界霸权国家的更迭和权力

转移来确定国际体系的变化。如/英国治下的和

平0, 或/美国治下的和平0。二是从国际格局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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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国际体系变化。如苏联解体后, 国际格局从两

极走向多极的历史性转变。三是根据国际关系准

则和国际秩序来确定国际体系, 如威斯特伐利亚

体系确定了国家主权原则,一战后统一国际体系

的形成等。

实际上, 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综合性标志。

它表现为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规则、国际机

制、国际秩序、国际观念、互动方式所发生的重大

变化。[ 1]冷战结束后, 国际体系正处于重要转型

时期,世界呈现出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以中国、俄罗斯、印

度和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迅速崛起。以联

合国为代表的各种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单

凭一个国家的力量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地区和全

球性问题,只能选择国际合作的方式。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传统的武力威胁和战争手段,都无法

解决复杂的国际事务, 也无法有效地维护和实现

国家利益。国际对话和合作机制的发展,使各国

更倾向于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 推

动国际关系朝着民主协商、集体管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崛起是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体系互动

的过程。通过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

序,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的

崛起也将极大地促进国际关系多极化和民主化进

程,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发展与繁荣。不可否

认,中国和一些新兴国家的崛起,正在改变传统的

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体系, 包括国际规则和

国际制度。但是, 中国崛起不是要争夺地区或世

界霸权,而是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历史追求, 这个

进程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

二、国际体系对中国崛起的影响

国际体系是中国发展的外部国际环境。国际

体系通过国家间互动、国际规则、国际机制、国际

秩序等因素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影响。国际体系既

为中国崛起提供了发展机遇, 也形成一些限制和

挑战。

1.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为中国崛起提供了发

展平台

中国实现崛起, 不仅要依靠自身的努力, 还要

有赖于和平稳定的国际体系。自 20世纪 90年代

以来,国际体系正发生历史性转型。一是以苏联

解体为标志,国际体系正从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

冷战体系向后冷战体系转型。二是以 9# 11事件

为标志,传统的大国军事对抗体系正向大国合作

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体系转型。三是以建

立大国战略对话与合作机制为标志, 单极霸权和

强权政治向全球共同治理体系转型。四是以金砖

四国崛起为标志, 国际体系从以西方为中心的威

斯特伐利亚体系向非西方的全球体系转型。国际

体系的上述变化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

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是用战争的方式来实现,

而是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

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为中国崛起提供了一个相对

稳定的发展平台。适应国际体系的新变化,中国

正在逐步融入国际体系,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向

国际体系的核心圈。

2.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为中国

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各国间的相互依赖

关系不断加深,实现了各国利益的相互渗透与交

叉。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复

杂的地区和全球性问题。诸如打击国际恐怖主

义;防止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保

护生态环境,防止全球气候变暖;共同防治疾病流

行、自然灾害; 缩小南北贫富差距,消除广大发展

中国家贫困和落后问题;解决地区冲突和局部战

争,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问题等。这些地区和全

球性问题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安全威胁, 是各国共

同面对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

具有跨国性和全球性, 超越了任何国家的边界限

制。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也超出了任何国家的

能力,即使是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冷战后

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 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使各国都寻求通过国际协商与合作解决国际事

务,应对复杂的全球性问题。由此,也推动了国际

机制的发展,使各种国际机制在协调国家间关系

和解决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构成单元, 世界大国及其

关系结构决定着国际体系的结构与特征。冷战结

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一超多强

的国际力量对比状态,并呈现出多极化发展趋势。

进入 21世纪, 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一批新

兴国家的迅速崛起。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等西方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趋缓的情况下, 中国、俄罗斯、

印度、巴西等国经济迅速增长,成为带动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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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新引擎。与此相联系, 这些新兴国家的国

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积极参与解决地

区和国际事务, 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加强了大国

间的战略对话与合作。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

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和经济危机的打击,其国

际影响力正在下降。因此,也开始注重通过战略

对话和国际机制来实现其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

俄罗斯是一个世界大国,也是一个新兴经济体国

家,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积极推行全方位的欧亚平

衡的大国外交政策。欧盟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地

区组织, 建立了经济、政治、外交、安全防务同盟。

欧盟在欧洲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用一个声音说话,

提高了它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日本是

经济发达国家, 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正走

向政治和军事大国。中国积极发展与美国、俄罗

斯、欧盟、日本等世界大国的战略关系, 加强战略

与经济对话,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战略和对话伙伴

关系。中国与世界大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将有利于

中国的和平崛起。

3.国家对外政策方式的转变为中国崛起提供

了和平环境

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是一个永恒的定律。它

表现为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和原则。在历史上,

武力是国家实现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 战争是解

决国家间争端和冲突的最高形式。在今天的经济

全球化时代,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商品、资本、技

术、生产、服务、人员的自由流动。跨国公司超越

国家边界, 在世界各地投资、生产, 实现生产、销

售、服务国际化。经济全球化从横向和纵向编织

了一个经济网络, 使各国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这在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利益的实现方式,也

改变了国家对外政策的实现方式。各国相互依赖

关系的不断加深,并没有消除国家间的激烈竞争,

也无法消除国家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但是, 在解

决方式上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间的竞争不再是

扩张性争夺,而是科技创新和经济竞争优势等核

心竞争力的较量。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方式更多地

转向政治途径,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在当代国际

体系中,由于一系列制约因素的作用,特别是核武

器的毁灭性后果, 实施对外政策的手段正发生由

战争冲突向合作共赢方式转变。

三、中国崛起对国际体系的影响

中国是构成国际体系的重要国家。中国的崛

起对现行国际体系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包括

对国家间关系、国际格局、国际机制、国际秩序和

国际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随着中国的崛起,中

国应当确定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在各种国际机

制中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积极参与

国际体系的活动,不是要谋求霸权地位,而是根据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

格局多极化客观趋势,依据中国国家战略利益,根

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积极推动建设一个

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

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为中国崛

起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1.中国崛起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国际体系内其他国

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中国

的崛起必然对国际体系内其他国际行为体产生重

大影响。首先,中国崛起有助于其他国家经济的

发展与繁荣。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将有助于发

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中

国经济迅速发展需要从这些国家大量进口,从而

推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受益于中国的崛起。其次,中国崛起有助于美国

等西方国家的发展。以美国为例, 在中国和平崛

起进程中,中国的实力不断壮大,美国也仍然保持

强劲的发展势头, 二者实现了同步发展, 互利双

赢。兰德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詹姆士 #汤姆森

指出: /中国的和平崛起符合美国的利益,它将增

强太平洋对岸的商业和经济联系。0 [ 2]摩根公司

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 #罗奇指出: /中国在填补美
国经济的漏洞方面发挥了作用。通过保持低利

率,中国向美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多支持。0 [ 3 ]

最后,中国崛起有利于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

稳定。中国崛起确定了一条和平发展道路, 即/高

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0, /把中国国内发展与

对外开放统一起来, 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

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

共同利益结合起来0。/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

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0。[ 4] ( P545-

546)它表明,中国崛起的方式不同于历史上帝国主

义列强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而是建立在平等信任、

合作共赢的原则基础之上。这将有助于中国积极

发展与世界大国、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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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开展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因此, 中国

的和平崛起有利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国际合

作机制的建立, 从而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

定,发展与繁荣。

2.中国崛起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国际格局是构成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 表示

国际体系中大国间的权力分配和力量对比关系,

是国际体系特征的决定性因素。冷战结束后,国

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出多极化发展趋

势。中国崛起无疑是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的重要

推动力量。

首先,中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按照国内生产

总值、对外贸易总额,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

体,美元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位。中国作为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坚持

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周边

国家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广泛参与

解决地区和国际事务,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

位和国际影响力,充分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其次,中国积极推动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

冷战结束后,以美苏为首的两极格局终结,在国际

力量对比上, 表现为一超多强的结构状态。美国

仍然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中国、俄罗

斯、欧盟和日本等世界强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在不

断增强,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为代表的

新兴经济体国家正在集体崛起, 逐渐形成多个国

际力量中心。中国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多极均衡

的国际体系,在 1997年 4月与俄罗斯共同发表了

5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6。中

国推动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 是适应了多极化发

展趋势。中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格局是为了建立

一个民主、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以有利于

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多极世界格局的积极意

义在于,将形成各大国际力量相互联系和相互制

约的关系,防止任何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垄断国际事务。充分发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

和平、解决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集体协商解决

国际问题。

3.中国崛起对国际机制的影响

国际机制是协调国际体系中各国家行为和相

互关系的原则、规则、制度和组织机构。在国际无

政府状态下,国际机制成为协调国家间关系、调节

国家间的冲突与争端、促进国家间对话与合作的

重要平台,同时也是一定历史时期内国际格局的

体现。现行的各种国际机制主要是西方国家,特

别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的, 主要反映了美国等

西方国家的利益和意志。它没有体现世界各国经

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没有充分考虑广大发展

中国家参与国际机制决策的权利和诉求。

中国的崛起将有助于加强国际机制建设。中

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将在国际机制

中更有力地表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使国际

机制更具代表性, 使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变得更

加公正和合理。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曾长期对中

国采取孤立和遏制政策,中国被排斥在国际机制

之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实

行积极的多边外交政策,签署加入了各类国际条

约和协定,积极参加各种地区性和世界性国际组

织。中国也从所谓国际体系的/ 挑战者0和/边缘

者0变成了参加者和建设者, 扮演日益重要的角

色。/截至 2008年底, 中国共参加了 130多个政

府间国际组织和 300多个多边条约,中国参加了

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0 [ 5]在 2008年发生的全球

性经济危机中,中国积极参加 20国集团会议、金

砖四国会议,加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东盟与

中、日、韩 10+ 3框架内, 在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

作组织中,就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反对贸易保

护主义,改革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增加发展中国

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表决权, 加强国际经

济合作方面, 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中国采取积极

的经济刺激政策,拉动国内消费市场,在美国和西

方国家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的情况下,保持了8. 7%

的高速经济增长率。这为减缓经济危机冲击,带

动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在国际机制中的角色和作用也在发生显

著变化,逐步走上国际中心舞台,充当日益重要的

角色,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积极参与国际机制

的决策,做名副其实的/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0。

这将全面推进国际机制的建设和发展, 推进国际

体系民主化、多极化的进程。

4.中国崛起对国际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中国的崛起也是一种观念因素和文化现象。

它对于国际社会的思想、观念、认同都将产生重要

影响,使人们对国际体系中的利益、安全、秩序、合

作等观念都将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首先,中国崛起扩大了和谐世界理念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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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

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思想基础, 表达了中国政府

关于建立 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基本构想,同时也

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所追求的崇高目标,表达了

中国政府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

界的外交理论与实践目标。随着中国的崛起,和

谐世界理念将有助于消除冷战思维, 建立新的国

际观念和文化共识。

其次,中国崛起使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对国际

体系的发展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20 世纪 80年

代,为了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和平与发展问题,邓

小平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2005年 7月,中俄两国发表了5中俄关于 21世纪

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6。在联合国大会和许多重

要的国际会议上, 中国领导人多次阐述了关于建

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基本主张。中国政府

主张: /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

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 共同推

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

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 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

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

作,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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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6] ( P47)遵循联合国宪

章和国际法准则, 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

的主导作用, 建设一个民主、公正、和睦和包容的

世界。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制度因素和理念因素

等诸多非物质因素, 在扩大共识和形成国际准则

方面日益起着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

的国际秩序观对于推动建设国际新秩序必将产生

重要影响。

最后,中国崛起的和平理念、和平方式与和平

外交有助于化解各种/ 中国威胁论0, 使国际社会

正确认识和评估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中国崛起

不同于历史上大国霸权的周期性更替, 它是表明

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发展进程。中国实现崛起的

方式也不同于历史上西方大国的对外侵略和扩张

政策,而是选择互利共赢的发展战略。伴随着中

国和平崛起的步伐,将会逐步消除/中国威胁论0

的负面影响,树立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

象, 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国际舆论环境。

所有这些都将极大地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强劲地

推动中国的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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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s Rise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LIU Qing2cai, LIU Wen2bo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s development has been a hot topic. China. s

development w as on the g rounds o f internat ional system, and China. s prosperity w ill also play an sig2
nificant impact on it. Since the end of Cold War , the internat ional sy stem has undergone the histor ic

tr 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 lobalizat ion, w orld mult i2polarizat ion, democratizat ion o f internat ional

relat ions, and div ersity of inter nat ional culture, w hich create a favorable internat ional env ir onment fo r

China. s peaceful development . China. s development, in return, w ill also promote the rational devel2
opment of the rules, st ructure, mechanism and or der of the inter nat ional system, and furthermor e a

harmonious w or ld o f ev er last ing peace and common pro sperity.

Key words: China. s r ise; internat ional system ; interactive relat 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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