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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

础上，面对新的国内国际形势，在外交理念、外交方式等方面锐意创新，大力实施多项富有远见的新型外交

举措，在多个外交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形成了若干外交亮点，不但有力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显著提升了

中国的外交能力，而且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初步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外交风格，为中国

未来形成新的大国外交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新外交

任何关心中国的人士都不难发现，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外交正在逐步发生新的变化。这种新变化体

现在外交理念、外交方式、外交举措、外交亮点等诸领域，并构成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内容、新

形态。

在外交理念上，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以及十八大以后的各类讲话、公报或声明中，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了若干

新的外交理念、外交思想。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

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

之路”展出时，提出了内涵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2013年3月，习近平访非期间，

首次提出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的正确义利观。6月，习近平主席在同奥巴马总统“庄园会晤”时提出构建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10月，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

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总而言之，从2013年开始，为了进一步思考和探

索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对外奉行什么政策、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开始积

极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①。此后，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并未停止。2014年5月，习近平在

论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新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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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亚信峰会上阐述了内容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11月，在北京APEC峰会上习近平

首次阐述亚太梦，使中国梦同亚太梦、世界梦相融相通。2015年，中国推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

理念。从这些新外交理念中，我们可以预见当前及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外交的发展方向。

在外交方式上，十八大以来，为了更加有效地推进外交工作，新一届党中央或改进、或加强、或创新了若

干外交方式，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外交能力。

一是首脑外交。首脑外交并不是一种新的外交方式，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首脑外交的广度、频度和影

响度都有了量的提升和质的飞跃。从十八大召开至今约四年的时间里，习近平共出访23次，访问52个国家；李

克强出访19次，到访39国。除了出席每年一度的国际峰会和领导人会晤外（如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G20峰

会、APEC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亚欧首脑会议等），两位国家领导人还出席或参加了核安全峰会、大湄公

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中日韩领导人会晤等。此外，他们每年还要接见数十位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或

首脑。首脑外交可以避开诸多官僚作业程序直接交流，有利于推进最高层沟通的无缝对接；有时通过首脑之

间的个人情谊可以缓解甚至化解国家之间的矛盾。

二是夫人外交。夫人外交是十八大以后中国外交的新发现，也是一大新亮点。习近平夫人彭丽媛良好的

形象气质使她一登上国际舞台，就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为中国外交加分。“习近平夫妇出访吸引了全球媒体的

注意力，对于他们，可写的内容太多太多”，对于普通人而言，“最有趣的一点或许是中国新的第一夫人作为国

内和国际名片对中国品牌带来的积极影响。”②对于中国而言，“第一夫人”彭丽媛不仅是国家经济品牌的“代

言人”或“形象大使”，还是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儿童和妇女

教育特使，并参加了很多国际文化活动，较好地带动了中国的公共外交，提升了中国外交的软实力。

三是经济外交。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为中国推行经济外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经济外

交方面不断有“大动作”，其中影响最大、效果最显著的是提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两大倡议，前者已经

得到绝大多数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后者在约两年半内完成从提出倡议到成立的全过程。给人印象最深刻的

则是“高铁外交”，李克强多次充当中国高铁的“代言人”和“推销员”，为中国高铁出口“站台”。此外，中国

还强烈反对投资保护主义，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大力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努力推进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RCEP）；加快推动与相关友好国家进行本币结算的步伐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总之，十八

大以来，中国开始由参与性经济外交向领导性经济外交转变。③

四是主场外交。主场外交也并不是全新发明的外交方式，但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主场外交无论是从量上

还是质上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中国的外交能力得到明

显的提升。十八大以来，每年都有数场峰会或多边对话在中国举行：每两年一次的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

议（即16+1），每五年一次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以及多年一次的APEC峰会等。其中影响最大、效果最显著

的主场外交主要有三场，分别是2014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亚信第四次峰会、同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APEC峰会

以及2016年9月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中国充分利用主场外交，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彰显中国魅

力。主场外交已经成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重要方式。

相比于新的外交理念和新的外交方式来说，十八大以后，中国在实施新型外交举措，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方

面的变化更为明显。

第一，加强对外交的领导权，更注重外交的顶层设计。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强调全面外交，更加强调具有

外交职能的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改变过去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各自为政”的局面，旨在使外交政策更加正确

合理，最显著的例子是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虽然外界有人对此感到疑惑，但它加强了中央的权威④，有利于

协调各方立场进而更好地进行顶层设计。

第二，明确利益红线，主动维护国家利益。一方面，新一届领导班子进一步明确了在钓鱼岛和南海地区的

利益存在，并指出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决不允许触犯。另一方面，大力巩固和强化对核心利益的控制。2013

年9月，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2014年，中国开始在南海吹沙填海，并把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开进南海作

业。根据英国《经济学人》（Economis t）提供的数据，2015年6月以前的18个月内，中国在南海造岛面积超过

2000英亩，所建面积大于其他所有声索国历史上吹填面积的总和。⑤与此同时，在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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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中国积极发展海军力量，并有效整合海上执法力量，推进海上统一执法。此外，中国还参加国际海洋互

动活动，包括联合开发工程、项目，出席或参与论坛、研讨会和双边或多边海军演习，利用每次机会表明中国

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是一个诚实而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⑥

第三，完善中国外交布局。“外交布局是国家在对外关系中根据国际力量对比和分野，对与不同国家之间

关系的轻重缓急、优先顺序的安排，体现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定位，以及在对外关系中依靠谁、反对谁等内

容的安排”⑦。通过分析历届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程度的不断

深入，外交布局不断完善。十四大政治报告重点强调了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提及政党外交，但

没有提到多边外交，可把当时的外交布局称为“四位一体”。十五大报告在“四位一体”布局的基础上增加了

多边外交，形成了内容为“周边关系、第三世界、发达国家、多边外交和党政外交”的“五位一体”布局。十六

大报告进一步完善外交布局，在“五位一位”的基础上增加了民间外交的内容，形成了“六位一体”的外交布

局，即“发达国家、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多边外交、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十七大报告中没有继续单列民间

外交，增加了人大、政协、军队、地方外交，把民间外交放在它们之后且与之并列，形成了“发达国家、周边国

家、发展中国家、多边事务、政党外交以及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团体对外交往”的“六位一体”布局。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公共外交”，并把公共外交排在仅次于传统四大板块（也有学者称之为四条线⑧）之

后的第五位，形成了“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多边事务、公共外交、政党外交以及人大、政协、地

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七位一体”的新格局。

十五大以来，中国外交布局中发达国家、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外交这四大板块一直没有大的调

整，在这种连续性的作用下，学界对中国的外交布局已经形成了一个广泛共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

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通过上文分析不难发现，“四大板块”说（或者四条线说），虽然

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即它没有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布局的变化。中国外交布局的

变化，不仅仅是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也是中国国内变化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结果。

第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国支持并维

护现有国际秩序，但同时也明确指出，现有国际秩序是二战后由西方国家建立并主导，经过70多年的变化与

发展后，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因此要推动它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其中之一就是要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

中国家的代表性。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举行的第一次G20峰会上，西方主要国家同意提升以中国为代表

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但久久不能落实。为了切实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

合理的方向发展，2013年10月习近平提出建立“亚投行”，并于2015年12月正式成立。2014年，在中国的大力

推动下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成立。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推动下，2015年12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同意提高中国在其中的投票权，并把人民币纳入一篮子货币，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成功入篮，增

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国家的代表性。

十八大以来，在外交新理念的指导下，新一届党中央创新外交方式，实施新型外交措施，取得了新的重大

突破，中国外交因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了改变了过去一段时间内在某些外交领域被动应

对的态势，很好地捍卫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中国政府处理复杂国际事务的能力显著提

升。

首先，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土和领海问题上，中国加强了在争议地区的实际存在。在东海，中国定期

在钓鱼岛领海12海里内巡逻，与日本形成了对钓鱼岛的“交叉存在”，极大改变了过去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被动

局面。在南海，中国通过政治外交斗争与国际公关，成功地化解了南海仲裁闹剧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同时，中

国加强了对七个主权岛礁的控制，尤其在黄岩岛问题上，中国掌握更大的主动权。总体而言，中国正在逐渐改

变过去在南海的被动局面，对南海局势的掌控越来越有力，对南海斗争与合作的走向越来越具有主动权。

其次，周边安全局势出现新转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华标志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在遭遇新

挑战，未来有可能面临更大挑战。朝鲜核与导弹问题的恶化以及韩国同意部署美国“萨德”导弹系统后一度导

致东北亚局势再度恶化，但近期中朝关系的升温以及“萨德”危机因朴槿惠总统“好友干政”事件而出现新转

机，东北亚局势也在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中日关系在2014年北京APEC峰会后已基本止跌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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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明显提升。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设立“丝路基金”、建立“亚投

行”，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创造双赢的经济机会，而是利用经济影响力，在亚洲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命

运共同体”，这将使中国制定全球治理新规则，并最终拥有规范性权力（normat ive  power）。⑨国家实力的提

升、外交经验的积累、民族自信的增加、国家意愿的增强，使中国方案成为国际治理的重要选项，中国逐步走

向全球治理舞台的中央，成为主角之一。

二、中国新外交：继承与创新

十八大后，国内和国际环境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面对外交新变化，审时

度势，沉着应对，制定了正确的外交政策，科学处理内政外交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外交新理念、新方式、新

措施和新突破产生的根本原因。 

一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更辩证地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将加强国防建设作为

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依靠。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统一性主要表现为，经

济发展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对立性通常表现为，在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

下，国家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不得不暂时相对牺牲其中一方成就另一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政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对外则强调外交为维护和平稳定的

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服务。美国、日本、东南亚国家等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对象，同时又在领土完整、主

权独立、国家安全等领域对中国构成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挑战。过去三十年，基于经济建设与和平发展的大

局考虑，中国在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不受根本侵犯的前提下，对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采取了“搁置争

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主张，实际上是以某种程度的外交忍耐来应对部分国家的挑衅。但2009年以后随着美

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在美国或明或暗的挑动下，少数周边国家打破与我“搁置争议”的默契，不断

激化与我国的领土争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强国防建设，加强对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

采取更加明确有效的应对举措，提升中国对局势的控制和威慑能力才能更好地捍卫中国的领土完整。十八大

以后，新一届党中央更加重视国防建设，军队反腐、军种与战区重新划分调整、内部体制改革、高精尖军备的

上马、大型重要武器的研发（如国产航母、国产隐形战斗机、战略轰炸机、战略运输机等）极大提升了中国的

国防实力，使中国在维护国家利益时处于更加主动和有利的位置。

二是在强调“奋发有为”的同时，更加辩证地处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韬光养晦”方针

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苏联解体之际中国的正确选择，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十八大

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到前台，无论从国家实力和影响力，还是从中国与国际体

系的关系而言，中国都必须扮演一定程度的领导角色。⑩因此，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

提出了“要更加奋发有为推进周边外交”。十八大后“奋发有为”的中国外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采取

实际行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如在南沙主权岛礁上吹沙造填，加强对钓鱼岛12海里内的主权巡逻，划分东海

防空识别区。二是适时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与

其他国家一起创建了“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使国际经济组织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十八大后中国

外交更加强调“奋发有为”，但也没有完全放弃“韬光养晦”战略，较少“当头”，也较少“扛旗”。

三是在积极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更辩证地处理国家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在

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吸引外资和出口各种加工产品，当时，中国企业尚未“走出

去”，对外依存度相对较低，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的关联相对较弱。十八大后，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其他

国家的利益联系更紧密、更全面、更深入。在经济利益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一方面，中国经济离不开世界，中

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2015年，中国进出口总量2460 0 0亿元（约4万亿美元），约占GDP总量676708亿元

（约11万亿美元）的36.3%。 11另一方面，世界也离不开中国。2013-201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

均约为26%。2015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5.5%。2014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3015亿美元，占世界比

重为11.3%，稳居世界第一。 12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1456 .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占全球流量份额

的9.9%，同比增长18.3%，金额仅次于美国（2999.6亿美元），首次位列世界第二（第三位是日本1286 .5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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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3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如此高度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重

大外交理念，大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并积极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在2016年9月的G20杭州峰会上，

习近平表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

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14 。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维和。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

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目前共有10支维和部队共1546人在4个联合国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 15

2015年10月，在联合国维和峰会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将率先组建常备

成建制维和警队，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并向非盟提供总额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用于维护地区安

全稳定。 16

在中国应对外交新变化的过程中，新的外交哲学、外交思想、外交风格逐步形成，一言以蔽之，强调“两

手”战略，由“重点论”向“两点论”转变。

在外交方略上，更加注重蓝海战略和红海战略相结合。一方面，面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国周边安

全和地缘经济造成的压力，在“东进”战略空间受到挤压的情况下，中国提出了“西进”的“一带一路”倡议。

虽然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不稳定，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东进”空间较小的情况下，面对“西

部”的开阔空间，确实存在一定的机会。另一方面，针对美国利用越南和菲律宾等与中国存在领海争端的国家

作为周边地区反华的“排头兵”，中国静观其变，伺机而动。在中菲的共同努力下，菲律宾新任总统访问中国，

中菲关系实现正常化。而中越关系虽然摩擦不断，但局面始终在可控范围内。

在外交手段上，更加注重刚柔并济。在中国实力相对弱小时，中国外交手段更加注重“软”的一面。十八

大以来，中国实力明显增强，但并未一味强硬，而是更加注重刚柔相济。例如，在南海问题上，一方面，中国积

极发展必要的海军力量，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又主张通过双边对话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同时

提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与南海声索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在外交布局上，更加注重重点与全局相结合。十八大以来，中国从新的国内国际大局出发，完善了外交布

局，从“四位一体”发展到“七位一体”，与此同时，也调整了外交布局中的优先方向。2002年，即十六大召开

之际是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一年，发达国家是中国贸易的主要对象，为了更好地发展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

系（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中国把发达国家放在外交布局中的优先地位，十七大并没有对此做出调整。十八大

召开之际，美国已经开始实施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周边形势开始恶化，处理周边关系显得极其迫切。

2013年，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邻国俄罗斯，李克强担任总理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则是

南亚重要邻国印度。习近平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别是在中国两个重要邻国哈

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最初预计成员国主要是亚洲国家。为了更好地发展周边

关系，2013年，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第一次以周边外交为主题，并提出了指导中国与周边关系的“亲、诚、

惠、容”理念。2013年至今，习近平出访23次，其中15次与周边国家相关，出访周边国家次数占其出访总次数

的比重为65.2%；李克强共出访19次，其中出访周边国家13次，出访周边国家次数占其出访总次数的比重为

68.4%。 17 显然，周边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布局的重点。良好的周边关系将使中国在与以美国为首的大国博

弈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并掌握更多主动权，进而更好地维护外交全局利益。

在利益维护上，更加注重当前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十八大以前，由于具有外交职能的各机构之间缺少有效

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当问题出现时，各机构更多的是从本机构当前利益出发，难以

顾全大局，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十八大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的建立，更加有效整合了国

家安全和外交工作的资源和职能，加强了对国家安全和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各机构之间的工作和运转更加

注重协调性、整体性和长远性，较好地结合了各机构的当前利益与国家的长远利益。

综上不难看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新内容、产生了新形态，形成了新

风格，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外交已经彻底完成转型，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如何看待十八大前后的中国

外交？十八大后的中国新外交是否意味着中国外交政策和方针的根本改变？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并没有根本改变。首先，中国的外交政策、外交原则和外交宗旨没有发

生根本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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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践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有学者称之为“四和”路线。十八

大后，中国仍然走“四和”路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证明了和平发展道路的正确性，也

坚定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信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

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 18。在2016年的七一讲话中，习近平再次强调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宗

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事实上，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是加强版的和平发展战略”。“自2012年

习近平执政以来，他更加大胆和进取的外交政策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重商主义的恐惧，但中国的对外经济

政策在理念和指导原则上仍然是和平发展” 19。

其次，中国外交布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虽然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公共外交”，并把它紧放在“四大

板块”之后，中国外交布局从最初的“四位一体”发展为“七位一体”，但是“四大板块”依然是中国外交布局

中的核心与根本，公共外交更多的是服务于它们。

再次，中国外交基本方针没有变。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主动地维护国家利益，大力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

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但这些外交举措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不当头”、“不结盟”和“不

干涉内政”的“三不”外交方针。十八大后，中国继续奉行结伴而不结盟的原则，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结成了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层次分明的伙伴关系。目前，中国已经与82个国家和地区一体化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其中国

家和组织分别为79个和3个）。 20在中美关系竞争性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仍然“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

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同时，中国并没有因为本国实力强大、国际地位提升而干涉他国

内政，而是一如既往地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干涉他国内政、破坏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以领土争端问

题为例，中国并没有完全改变过去“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而是通过强有力的维权举措来巩固和强化

本国的合法利益，以制止不断恶化的合法权益受损局面，同时，通过有效的威慑将相关声索国拉回到谈判桌上

来。可以预料的是，如果没有中国加强在南海七个岛礁的实际存在，没有已经初步形成的多重威慑，当前南海

的局面不可能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两手”战略：如果你要实现和平，就要准备战争。

总而言之，十八大以来的新外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外交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在外交政策、外交原

则、外交宗旨和外交布局等方面以继承为主，而在外交理念、外交方式和外交措施等方面则有重大改进与创

新。这些改进与创新，既与国内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有关，也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对国内国际形

势的正确判断有关。事实上，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家利益的拓展、国际环境的变化必然要求新一届领导

集体革故鼎新，锐意进取，即创新外交方式，提出新理念，采取新措施，以更好地维护和实现中国国家利益，

十八大以来的新外交因此而产生。

三、中国新外交：未来展望

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外交新成就和新突破，坚定了中国进一步实施外交转型的信心和决心，在可以预见的

未来，中国更加需要向新的大国外交战略转型。所谓大国外交战略，就是服务于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

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为未来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长远谋略和宏观规划，以更好地捍卫、实现和拓展中

国的国家利益。

首先，它是中国应对外交新常态的需要。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进入新常态，即国际形势混沌化，国际秩

序失序化；大国博弈复杂化，双边关系呈现出多面性；国家目标高端化，利益诉求越来越全面；领土争端长期

化，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21 如果说经济新常态是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中国制定发展战略必须面对的最

大实际的话，那么，外交新常态则是中国制定外交战略必然要面对的最大实际。无论是在混沌化的国际秩序

中还是复杂化的大国博弈中，中国都处于核心圈层，只有更具外交定力，对国家实力更有信心，制定更具全球

性、宏观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外交战略，才能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才能应对复杂

的大国博弈。面对长期化的领土争端和高端化的国家目标，中国需要进一步发展本国实力和提升国际地位，

进一步提高国际话语权和规范性权力，制定更加全面、细致和深入的外交战略和解决方案，才可能使领土争

端早日解决，国家目标尽快实现，这些都是大国外交战略的应有内容。

其次，它是中国完成国家成长的需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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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不可逆转。就国内大局发展趋势而言，虽然中国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大、贫富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环

境污染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但总体而言，这些问题都在可控范围内，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依然保持

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共产党执政得到国内民众支持，政治局势十分稳定。从国际大局来看，

虽然中国外交进入新常态，面对诸多问题与挑战，但是国家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经验的积累使

中国能够更加从容、自信地处理国际问题。作为未来国际社会中的世界大国，中国需要提前制定相应的大国外

交战略，这样将有利于中国更快、更好地从区域性大国成长为世界大国。中国需要在客观评估本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地位的基础上，准确合理地预判中国的发展趋势，提前制定大国外交战略，抢抓战略机遇期，以早日实

现外交转型。如果机械地认为只有等到中国发展壮大后再制定大国外交战略，将可能错失战略机遇期，最终

延迟甚至阻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

再次，它是中国实现国家利益的需要。在全球化程度不断深入以及中国国家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迅

速提升、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之广度、深度和粘度均发生深

刻变化。就广度而言，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遍布世界每一个国家，几乎每个国际热点问题或国际

事件都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利益。就深度而言，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控制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核武器扩散等问题上，中国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这些问题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的

相关利益。就粘度而言，国家利益与国家关系高度复杂化，很难对一些重要双边关系简单定性。例如在经济

关系上，美国和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但它们也是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周边稳定构成最大威胁的国

家，同时，中国与美、日在全球气候等重大问题上既竞争又合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俄关系，在政治和

战略关系上，俄罗斯是中国最重要的伙伴，但两国经济关系一直不够紧密。新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的这些特征，

要求中国必须改变过去被动式、反应式、救火式、办案式的外交风格，解决外交方针粗略化、外交行动被动

化、外交决策零散化、外交资源集中化、外交谋略短期化、外交方式单一化等问题，否则，中国国家利益必然

受到损害。换而言之，中国只有及时实现外交转型，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大国外交战略，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实

现国家利益。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新外交预示着中国外交转型、外交变革正在路上。“亚太梦”、亚洲安全观、“亲、诚、

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是中国优先发展周边关系的具体表现，习近平在新加坡演讲时强调中国始终将周边

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这表明中国深知要做世界大国必先稳定周边关系的外交规律。首脑外交空前活

跃、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新外交形式和措施表明中国外交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充分利用主场外交对国际重

大问题阐明中国立场、提出中国方案，表明中国更加科学合理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总而言之，十八大以

来的新外交表明，中国在从参与型、融入型外交向领导型外交的转变过程中，无论是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

史相比，还是跟目前世界舞台上的其他国家相比，外交越来越具有大国色彩和大国风格，为未来形成大国外

交战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尽管中国外交初步形成了大国外交的色彩和风格，为未来外交转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要形成新的中

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战略，除了需要继承和发展十八大以来的外交新理念、新方式、新举措外，中国还需从以下

三个方面继续努力。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要确定一个新的战略目标，即在2049年前成长为世界大国、强国。每个国家都有本

国的外交战略目标，战略目标具有长远性、全局性和根本性，其他目标都服务或服从于它。美国的外交战略目

标是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两个“一百年”，但是中国新的外交战略目标是什么？从国

家领导人和官方文件的表述来看，应该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者说是“中国梦”，换言之，就是要成

为世界大国。这是中国未来外交工作的“的”，是核心，是所有工作努力的方向。在确定了这个战略目标后，就

要围绕这一目标，调整对外战略，调整工作思路，平衡工作重点，厘清国家利益清单，规划未来战略步骤和战

略部署。

其次，在外交战略指导思想上，要实现“三个调整”。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内，在国家实力相对弱小、国际

环境相对不利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中国外交战略的方法论之一是“重点论”，即在鱼和熊掌

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选择更重要的那个。十八大后，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增强，国际形势、国际格局发生了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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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利的显著变化，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核心利益更加明确。这些有利条件使中国在实现国家利益的

过程中有更多可用资源、有更大回旋余地和更多选择空间。在此基础上，未来中国外交应该更加强调“两点

论”，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现战略思想上的“三个调整。具体而言，就是要从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调整

为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从在和平时期更多强调发展利益调整到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强调发展

利益与主权、安全利益并重；从主要强调抢抓和平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所带来的推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调整为

既珍视和平的战略机遇，也重视国际形势、国际格局变化以及领土争端中所蕴藏的关于维护主权、安全和维

护领土完整的战略机遇。

再次，在相对具体的外交操作层面，外交战略方针要实现“六个转变”。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根

据当时国际风云变幻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在“韬光养晦”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综合实力迅速增强，战略目标基本实现。但长此以往，也导致中国外交出现了外交方针粗略化、外交行

动被动化、外交战略碎片化、外交布局畸形化、外交谋略短期化、外交方式单一化等缺陷。未来若干年直至

2049年，中国要成长为世界大国，对外战略方针必须要实现六个“转变”。

第一，外交方针由粗略化向细致化转变。以2049年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强国为总目标，在“宏观韬晦，

微观积极；个案处理，一事一议”这个总体原则的指导下，对未来外交方针开展细致化研究，分阶段分区域分

专题，细化外交方针。在宏观战略以及和中国利益关联较远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可以适当超脱。而在微观国际

事务中，尤其是事关中国切身利益的地缘政治、主权安全、领土争端、能源资源等问题上，要积极有为。

第二，外交行动由被动化向主动化转变。在实力相对弱小、信心相对不足、国际经验相对欠缺等因素的影

响下，中国外交曾奉行“跟随”策略，在多边外交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

融危机以后，随着中国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外交更加积极、更加主动。今后，国际环境在总体上将会向着更

加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中国外交更应积极有为。

第三，外交战略由碎片化向系统化转变。由于外交体制等多方面原因，中国外交领域一度存在各自为政、

政令不畅、执行不力等问题。例如，在海洋执法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五龙闹海、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新一届

领导班子成立以来，迅速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海岸警卫队，在加强中央对外交事务领导权的同时，加强

了具有对外职能的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并注重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顶层设计。随着国家利益不断国际

化，中国需要更加强有力的领导机构，需要更加迅速有效的部门协调，并制定更加系统的战略目标。

第四，外交资源由集中化向多样化转变。当前，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七位一体”的外交布局，但相对来

说，中国的外交资源过于集中在美国、欧洲、日本、东盟、俄罗斯和印度等重点国家和地区，而对广大亚非拉

国家和中小国家投入的外交资源和精力则相对不足。对于大国外交的战略布局而言，既要关注重点国家和

地区，也要关注亚非拉国家和中小国家，尤其是其中的关键国家，并保持外交资源的相对均衡性和快速流动

性。

第五，外交谋略由短期化向长期化转变。未来中国的国家目标更加高端化，国家利益更加全面化，因此

中国要改变过去“被动式”、“救火式”的外交谋略，而要对某些具体区域、具体国家和具体问题进行长期研

究，制定长远规划。

第六，外交方式由单一化向全面化转变。在较长时期内，中国主要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处理国际问题。近年

来，在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改善、国际话语权和规范性权力有效提升、社会文化交流迅速扩大的背景下，

经济外交（高铁外交）、主场外交、多边外交和公共外交已经成为新的外交方式，并且效果显著。今后，中国

要大力推进多样化、全面化外交，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手段参与国际事务，开展多边双边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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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Diplomacy of China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u Zongshan  Guo Bingy un

Abstract:  Af ter  18th CPC Nat ional Congress ,  Ch ina ra ised a ser ies of new d iplomat ic ideas ,  such as New 
Ty pe of  Major Power Relat ionsh ip,  Asia-Paci f ic  Dream, Com mu nit y of  Sha red Dest iny,  and coined a new 
d iplomat ic  s t yle  on i ssues l i ke protec t i ng nat iona l  i nte res t s ,  and showed new demeanor by came up with 
new in i t iat ives l i ke one belt  on road and AI IB(Asian In f rast r uct u re Invest ment Ban k).  As a resu lt ,  Ch ina 
d id make a break th rough and reach new ach ievements in the d iplomat ic a rea du r ing the past  yea rs.  Under 
these new changes and tendencies ,  the new d i rect ion of China's  foreign pol icy is becoming clea r g radual ly.  
In order to make the new g rand d iplomat ic s t rategy in the f ut u re,  China should est abl ish s t rateg ic goals as 
wel l  as readjust  s t rateg ic guid ing thoughts and t ransfor m st rateg ic guidel 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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