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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

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思想，兼具“使命意识”、“时代精神”、“创新思维”和

“战略意识”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得以形成，并对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提

供了动力和行动指引，充分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促进新型外交格局的

形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在坚持中国特色大国自信和维护自身主权、安全、

发展权益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深化以发展全球

伙伴关系为目标的全方位外交格局，确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的对外开

放新格局，并努力维护亚洲地区包括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帮助第三世界国家

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价值观以及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理论指引下，中国外交已经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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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努力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

新，既提出了新的外交思想，又丰富了外交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底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需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①。

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国不断丰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并且在现实中对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加以实践和创新。实践证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日

益完善，并使中国在六大方面开拓了新的外交局面。 

 

一、大国外交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也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外交。

在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之前，本文将在这一部分将首先阐述传统意义

上的大国外交。 

讨论大国外交，首先需要界定两个概念，一个是大国，另一个是外交。

什么是大国？总体来看，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力是学者用于判断一个国家

是否属于大国的两个主要标准。有部分学者认为国家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是

否是大国的标准。举例来说，诺曼·里奇（Norman Rich）认为大国地位的

基础是实力。② 类似地，沃尔兹（Kenneth Neal Waltz）将国家地位的主要影

响因素归结为国家实力，而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指标由“人口和领土规模”、

“资源动员能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性和竞争力”

构成。③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大国应该在具备强大国家实力的同时具有强大的

影响力。例如，叶自成在论述大国时，将同时具有强大综合国力和巨大影响

力的国家定义为大国。④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将大国定义为“同时具

                                                        
①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 年 11 月 29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② [美]诺曼·里奇著，吴征宇、范菊华译：《大国外交：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 页。 
③  Kenneth N.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1993, p. 50. 
④ 叶自成：《“大国——非大国”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政治研究》1994 年第 4

期，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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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世界事务影响力和强大的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国家。”① 由上述

分析来看，不同学者或机构对大国的定义存在不同的认知，这种差异主要表

现在大国概念是否包含其影响力上。但是，这种分歧影响并不大。这是因为，

近代以来大国的数量相当有限，并且大多同时具备广泛的影响力。为了尽量

减少分歧，本文所定义的大国是指兼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国家。什么是外交？

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在《外交实践指南》中给出了关于外交的经

典定义：外交是“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② 鲁毅等学者认为，

外交是“指任何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

务的处理”③。钱其琛主编的《世界外交大辞典》对外交给出的定义是：“国

家以和平方式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行为在对外事务中行使主权，以处理与他

国关系，参与国际事务，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现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

④ 由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外交的主体、客体以及外交目的。在三个这个要素中，

最重要的是外交的核心：主权国家处理国家间关系。另外，外交的其他要素

例如外交的范围和外交涉及的领域多涉及外交的特点，下文将在分析传统的

大国外交特点时对这些要素进行阐述。综合以上分析可见，大国外交就是具

有强大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对国家间关系的处理。 

那么，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外交具有什么特点呢？肖佳灵与唐贤兴从三个

方面阐述大了大国外交的特点。第一，大国通常会实行结盟政策并根据环境

对其结盟政策作出调整。第二，大国外交具有广阔的活动范围，并致力于维

护自身的“全球利益”。第三，大国倾向于采用多边会谈方式来解决外交争

端。⑤ 肖佳灵与唐贤兴主张他们研究的大国外交“是没有价值色彩的”⑥。

然而，一般来讲，大国外交在设定国际议程、塑造国际秩序时，通常会伴有

强权色彩。譬如，被西方誉为“现代外交之父”的法国著名政治家黎塞留

                                                        
①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简体汉字版），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341 页。 
② [英]戈尔·布思：《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杨立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3 页。 
③ 鲁毅：《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 页。 
④ 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45 页。 
⑤ 肖佳灵，唐贤兴：《大国外交》，时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13 页。 
⑥ 同上，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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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认为大国的重要性超过小国，因此大

国“有责任关注小国的行为，并维护小国之间的和平。”① 除此之外，黎塞

留还指出了法国的外交使命，即“使得王国荣耀，提高法国在欧洲各国中的

地位。”② 从黎塞留的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大国外交包含着浓厚的强权色彩，

也可以说是大国与小国不平等的色彩。需要注意的是，直至二战之前，这种

浓厚的强权色彩较为明显地充斥在大国外交中。 

在一战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上，参会的五大国决定秘密举行实质性的谈

判，只允许新闻记者参加偶尔举行的全体大会。③ 也就是说，除了五大国之

外的其他参加巴黎和会的国家，并没有什么话语权。类似情况出现在之后举

行的华盛顿会议上。正如当时中国代表顾维钧所观察的那样，欧美国家的态

度决定有关中国的问题，例如山东问题是否能够解决等。④ 在二战即将结束

时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三大国继续主导了会议。三大国达成的关于

大连、旅顺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条款都明显地维护了前苏联的优惠权

益。⑤ 显而易见，在雅尔塔会议上，大国外交具有十分明显的强权色彩。 

根据上述分析可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大国外交体现的强权

色彩十分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国际规则的影响下，大国外交所具

有的强权色彩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消除。而冷战结束之后，少

数大国仍然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经常以武力相威胁或采取武力维护其

霸权利益。例如，在科索沃问题上，美国就表现出明显的强权色彩。时任美

国总统安全事务副助理桑迪·伯格（Sandy Berger）就在 1999 年 3 月 17 日

声称，“如果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依然拒绝在准许北约进驻科索沃的和平

协议上签字，北约就准备采取行动。”⑥ 2003 年，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① M. S. Anderson, “The Rise of Modern Diplomacy: 1450-1919,” London: Longman, 1993, p. 

121. 
② 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 版，第 70 页。 
③ [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姚会庆等译，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574

页。 
④ 金光耀：《顾维钧与华盛顿会议》，《历史研究》1997 年第 10 期，第 23 页。 
⑤ 杨奎松：《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 页。 
⑥ 钱春泰：《武力威胁与对外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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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外交具有全球性、适度灵活性及强权色彩。

大国外交通常也会追求对国际议程的设定、国际规则的塑造以及寻求结盟。 

 

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接下来将讨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形成的原因、内涵和特点，并在分

析中比较其与传统大国外交的区别。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形成背景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形成与中国自身实力地位的提升、国际环境和

中国周边环境的变化相联系，更与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利益诉求相关。 

第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发展，国际地位也得以提升。单从经济角度来

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于 2010 年达到 6.1 万亿美元，

由此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① 2016 年达到 11.2 万亿美元，② 占

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11.5%上升到 14.9%。③ 此外，同样根据世界银

行的数据，2013—2016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年均贡献率为 31.6%，高于美

国、欧元区和日本这三大经济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总和。2016 年，

中国的贡献率更是达到了 34.7%，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强动力。④ 经

过近 40 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贸易国、第二大

经济体和对外投资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⑤ 除了综合国力在近年来大幅度

提升之外，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显著提高。例如中国是二十国集团（G20）

中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而在中国的积极支持下该集团也在国际舞台上

                                                        
① 关于中国与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对比，可参见“Gross Domestic Product Japan,”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J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China,”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 
=CN. 

② “Gross Domestic Product China,”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NY.GDP.MKTP.CD?locations=CN. 

③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

之 二 》 ， 国 家 统 计 局 ， 2017 年 6 月 21 日 ，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 
201706/t20170621_1505616.html。 

④ 同上。 
⑤ 《中国入世 15 周年：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凤凰网，2016 年 12 月 11 日，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211/15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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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着越发重要的作用。正如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言，二十国集团

正在越来越多地扮演曾经由七国集团担当的角色，而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至

关重要。① 换言之，随着自身力量的逐步强大，中国能够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第二，现有的国际体系无法有效应对近年凸显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其

弊端也暴露得愈加充分。全球经济在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恢复缓慢、

逆全球化思潮和极端民族主义兴起，全球治理面临着恐怖主义、气候变化、

难民问题等一系列挑战。以恐怖主义问题为例，自 2012 年之后，恐怖主义

袭击影响范围从 70 个国家扩大到了 90 个国家，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从 2012

年的 3 700 人上升到了 2015 年的 15 500 人（2016 年有所下降，下降到 12 500

人）。② 对于上述这一系列问题，无论是七国集团还是联合国等现有的国际

治理机制均无法很好地应对。因此，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大国之一，中国有义

务与其他国家一道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方案。 

第三，近年来，中国周边局势的复杂性有所增加，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也

在加剧。有分析将其归纳为“周边安全压力增大”、“周边地区分化加剧”、

“周边国家国内动荡增加”。③ 可以说，自 2010 年以来中日钓鱼岛争端的

逐步升级、域外的美国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发生的摩擦，

以及朝鲜屡次进行核试验等事实反映了中国周边环境的不稳定性。在此背景

下，中国需要发展新的外交理念，调整战略布局，创新外交实践，从而创造

有利于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周边环境。 

第四，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诉求要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产生。

目前，中国不仅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④，而且处于为

                                                        
① 《本网专访基辛格：“我从未看到中美双方如此热情”》，转引自中国新闻网，2017

年 10 月 16 日，http://www.chinanews.com/gj/news/2009/10-16/1914386.shtml。 
②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6,”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November, 2016, 

Figure 2.2, p. 37, and Figure 2.5, p. 39, http://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 
2016/11/Global-Terrorism-Index-2016.2.pdf. 

③ 《“习式外交”新理念打造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人民网，2015 年 8 月 6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806/c157278-27419675.html。 
④ 《授权发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网，2015

年 10 月 2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29/c_11169830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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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关键时期。

① 因此，中国有必要维护自身权益、维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

为延长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及特点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原因，特别是第四点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中国需要有自己特色大国外交”的论断。② 那

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具有哪些内涵及特点？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外交

有什么区别？下文将从六个方面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进行阐述，并在阐

述的同时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外交进行比较。 

第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重要前提就是坚决维护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从《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可以看出，“国家主权、国家安全、

国家领土完整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均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③ 由此可

见，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维护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题中之意，

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重要基础，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明确指出，其他国家既不要“指望中国会用自己的

核心利益做交易”，也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的苦果”。④ 总而言之，在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进行，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才会具有力量源泉和理论基础。 

第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坚持“四个自信”，并提出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新构想。在西方主导的既有全球治理体系成效

不佳的背景下，中国“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

案”⑤。2013 年以来，中国提出了一系列诸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极

                                                        
①  《两个一百年  引领前行的时代号召》，人民网， 2016 年 1 月 18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118/c1001-28061618.html。 
②
 《习近平：中国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人民网，2014 年 11 月 30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30/c70731-26118817.html。 
③  人民网：《〈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 (全文 ) 》， 2011 年 9 月 6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5598。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 年 7 月 1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1/c_1119150660.htm。 
⑤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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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创新色彩的中国方案。在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以合作

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① 打造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设想充分考虑了全人类的利益，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强调自身国

家利益的传统的大国外交。这是因为中国充分认识到人类不仅有责任为当代

人着想，更有责任为子孙后代和整个人类负责。② 

第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致力于构筑以全球伙伴关系为目标的全方

位外交格局。一方面，这种设想具有全球性，进而具有普遍意义。在二十国

集团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不但论述了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

的重要性，而且阐述了其建设路径。习近平主席指出构建伙伴关系能够使得

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也是二十国集团极为重要的财富。③ 因此，构建

全球伙伴关系需要各国“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需要各国增进相互沟

通和协调、推动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的协调联动、扩大合作领域、从而取得

更为丰富的合作成果和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④ 另一方面，这种设想

对于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中国需要拓展外交关系，形成全球性的伙伴关系网

络。⑤ 2013 年以来，中国积极建设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发展与各国的友好

关系。中国 “以周边和大国为重点”、“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以多

边为舞台”，全面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全方

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交往格局。⑥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将进一步拓展

全球伙伴关系网。2017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承诺中国“将努力构建总体

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积极发展同美国、俄罗斯、欧洲、金砖

                                                        
①
 《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新华网，2015 年 9 月 29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45.htm。 
②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7 年 1 月 20 日，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120/c64094-29037658.html。 
③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6 年 9 月 3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03/c_129268346.htm。 
④ 同上。 
⑤  《 中 央 外 事 工 作 会 议 在 京 举 行 》 ， 人 民 网 ， 2014 年 11 月 30 日 ，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30/c1024-26118788.html。 
⑥ 杨洁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不断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

《求是》，2017年 7月 14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7-07/15/c_11213075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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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伙伴关系，并与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深化合作、共同发展。① 相较

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一较为宏

观的构想，发展以全球伙伴关系为目标的全方位外交格局的设想相对具体，

也对中国外交布局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十分强调中国发展对其他国家的促进作

用。中国正在推动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一带一

路”建设将充分发挥沿线各国的优势，推进沿线各国的发展战略对接。② 实

践证明，“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也给参与建设的国

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2017 年 5 月举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更是极大

地促进了各方共建“一带一路”良好态势的形成。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外交

相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在设计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的对外开放

新格局时更为重视本国发展对其他国家的推动作用。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

念大会上发表演讲时，习近平主席要求中国处理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中

国发展与世界发展、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这三对关系，从而为

全球的发展作出贡献。③  

第五，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的创新性理念不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

且不具备传统的大国外交所带有的强权和对抗性色彩。首先，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理论追求创新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努力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

力量。由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出现了越来越多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问题，国际

社会也越发强烈地要求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因此，中国要积极与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密切合作，共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④。在

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中国提出了新安全观、全球治理观、正确义利观等一系

列新理念和新主张，以期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主

                                                        
①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全文）》，新华网，2017 年 1 月 19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1/19/c_1120340081.htm。 
②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全文）》，新华网，2015

年 3 月 2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9/c_127632707.htm。 
③ 《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新

闻网，2013 年 1 月 30 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3/0130/c64094-20368861.html。 
④ 《习近平：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人

民网，2016 年 9 月 28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928/c1024-287478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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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指出中国需要继续创新全球治理理念，继续发掘中华文化传统理念中具有

价值的部分，丰富现有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

理理念。① 其次，中国的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理念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

烙印。习近平主席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提出了“义利价值观”，用以

指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工作，特别是指导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建设。

儒家传统文化蕴含着“义利价值观”。《论语·阳货篇》写道：“君子以义

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② 可见，孔子对于“义”

的推崇。在“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并明确

了“义”与“利”之间的关系：“重义轻利”。《孟子·告上篇》对“义”

与“利”之间的关系阐述如下：“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③ 正如王毅部长所叙述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一

向强调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突出“义”的价值。根植于传统文

化的“义利价值观”引领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国坚持平等地与小国相处，践

行“正确义利观”，坚持“义利相兼，义重于利”的原则④，积极帮助第三

世界国家发展。 

此外，习近平主席充分运用“和”这一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理念，发展出

具有积极价值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可以看到很多“和”

的观念。《论语·子路篇》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对此，

孙钦善解释道：“‘和’是矛盾的统一，‘同’是绝对的统一。”⑤ 对于国

家的治理，《论语·学而篇》也有相似表述：“礼之用，和为贵。”⑥ 可见，

儒家思想所希望的世界是和谐和睦的，所提倡的处理问题的原则也重视和

谐。中国古代思想早已包括关于“和”的思想，例如“国虽大，好战必亡”、

                                                        
①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新华网，2015 年 10 月 13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3/c_1116812159.htm。 
② 孙钦善：《论语本解》（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第 253

页。 
③ 金良年：《孟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3 页。 
④ 《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新华网，2015 年 9 月 29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45.htm。 
⑤ 孙钦善：《论语本解》（修订版），第 183 页。 
⑥ 同上，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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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大同”等。① 基于“和”的理念，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提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例如“平等相待”、

“互商互谅”、“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积极建立伙伴关系等。

中国所提出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蕴含的“和”的思想，而且展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非对抗性特点。 

第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兼顾周边与亚洲地区，重视亚洲地区的稳

定与安全。一方面，中国强调拓展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要性以及维护周边环境

稳定的必要性。举例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国

要努力维护周边和平稳定以及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② 在周边外交工

作部署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提出和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

念”③。另一方面，除了关注周边环境稳定之外，中国积极提出倡议以期维

护整个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在 2014 年召开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将“亚

洲安全观”的特点明确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④。在 2015 年的博

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还提出，为了实现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和开创亚

洲新未来的新目标，亚洲各国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⑤ 

 

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 

 

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指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在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权益、践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全球治理体系建

设、拓展全球伙伴关系、开拓对外开放格局、维护周边环境稳定这六个方面

均取得了重要成果。 

                                                        
①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全文）》，人民网，2014 年 3 月 29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329/c1024-24772018.html。 
②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3 年 10 月 25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897.htm。 
③  《 中 央 外 事 工 作 会 议 在 京 举 行 》 ， 人 民 网 ， 2014 年 11 月 30 日 ，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30/c1024-26118788.html。 
④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新华网，2014 年 5 月 2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21/c_126528981.htm。 
⑤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全文）》，人民网，2015

年 3 月 29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329/c1024-267652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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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在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的同时，始终注重维护中国主权、安

全、发展权益。一方面，中国提升了对国家安全的重视程度。例如，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观点，并强调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

观”，准确把握近年来中国国家安全出现的新特征和趋势，从而有力维护国

家安全。① 2015 年 7 月 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安全法》②，从法律上提升了国家安全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社

会中坚决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权益。中国领导人曾先后多次重申维护

国家权益的重要性。在 2016 年 7 月纪念中国共产党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警告“外国不要指望中国拿核心利益作为交换的条件”。在实践中，中国不

仅在钓鱼岛所在的东海设立了“防空识别区”③，而且强烈反对外界对南海

问题的干涉以及有关南海问题的非法裁决。④ 例如，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

任傅莹在香格里拉对话（Shangri-La Dialogue）上不仅表达了中国强烈反对

美国和日本等域外国家对南海问题进行干涉的立场，而且还清晰有力地阐明

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法理依据及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坚定态度。⑤ 

第二，中国致力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首先，中国致力于构建“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如前文所

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亚洲安全观。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习

近平主席强调，各国要摒弃已经过时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⑥ 在新安全观的指引下，中国为解决国际以

及地区热点问题提供了自己的方案，为推动解决伊朗核问题、南苏丹问题、

                                                        
① 《习近平：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新华网，2014 年 4 月

2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26/c_1110426869.htm。 
②  《授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新华网，2015 年 7 月 1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5-07/01/c_1115787801.htm。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航空器识别规则公告》，国防部网站，2013 年 11

月 23 日，http://www.mod.gov.cn/affair/2013-11/23/content_4476910.htm。 
④ 《习近平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新华网，2016 年 7 月

12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7/12/c_1119207979.htm。 
⑤  《傅莹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谈海洋问题》，新华网，2014 年 5 月 31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31/c_1110948606.htm。 
⑥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6 年 9 月 3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03/c_1292683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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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核问题等热点问题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此外，中国积极配合联合国

进行维和行动，成为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次，中国谋

求开放创新和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例如，中国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提

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发展理念，并首次在全球宏观政策框架下突出

了发展问题。① 在亚太经合组织利马会议上，中国呼吁各方要坚持伙伴精神，

协调宏观政策，谋划经济增长方式变革，从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世

界的持续性、平衡性和包容性发展。② 再次，中国大力促进和而不同和兼容

并蓄的文明交流。长期以来，中国大力倡导和推进全球范围内的对话与交流，

已于 2016 年举办了亚洲文明对话会，并正在积极筹备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③ 最后，中国积极推进构筑尊崇自然和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例如，2016

年 9 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就可再生资源利用等共同制定了行动计

划。2017 年 5 月，通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有关国家达成了关于环境

保护、能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协议。 

第三，中国致力于构建全方位伙伴关系，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

系。 

首先，中国十分重视同大国建设友好关系，分别同美国、俄罗斯、欧洲、

金砖国家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平、

增长、改革、文明的伙伴关系”以及“团结合作的伙伴关系”。例如，中国

高度重视对美关系稳定。总体而言，习近平主席与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Barack Obama）维持了首脑会晤机制，并与奥巴马总统达成了一系列重要

共识。在 2016 年 9 月举行的首脑会谈上，奥巴马表示美中两国应该在双方

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学会合作，并同时重视管控分歧，维护两国关系的稳定。

④ 这反映出中美在合作与管控分歧上的一些重要共识。中美两国在一些具体

                                                        
①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新华网， 2016 年 9 月 6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06/c_1119515149.htm。 
②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全文）》，新华网，2016 年 11

月 20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11/20/c_129370744.htm。 
③ 《亚洲文明对话会：吹响亚洲文明对话的号角》，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6 年 3 月 26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03/26/content_5058502.htm。 
④  《 习 近 平 会 见 美 国 总 统 奥 巴 马 》 ， 新 华 网 ， 2016 年 9 月 3 日 ，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03/c_1292685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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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领域上也达成了丰富的成果。而在 2017 年 4 月举行的中美两国元首会

晤上，习近平主席则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美外交工作，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也表示美中两国应该就重大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并可以

“共同办成一些大事”①。特朗普 2017 年 11 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计划

也是对中国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积极呼应。由此来看，尽管美国发生了领导

人更替及其行政风格的变化，但是中美合作仍有较为稳定的基础和较大发展

空间，双方关系稳定的大局仍可期待。中国与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关系

建设也取得了新的成就。在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之后，中英两国关系提升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英关于构建面向 21 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联合宣言》认为习近平对英国的访问标志着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到来。

② 中法之间的三大对话机制，即“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中法战略

对话”、“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的建立标志着中法关系取得了重要进

展。③ 

其次，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推动中非关系、

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不断升级。一方面，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建设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习近平主席分别于 2013 年和 2015 年提出中非“命运共同体”

概念和倡导将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中方继续

向非洲国家提供决资金援助，当时宣布的资助总额达 600 亿美元，以确保中

非“十大合作计划”顺利开展。④ 另一方面，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也在近

年变得更为密切。在中国和拉美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拉共体论坛于

2014 年 7 月成立，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合作成果。2014 年，“中拉基础设

施专项贷款”、“优惠性质贷款”、“中拉合作基金”、“中拉农业合作专

                                                        
①  《习近平同特朗普开始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新华网，2017 年 4 月 7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4/07/c_1120769372.htm。 
② 《中英关于构建面向 21 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新华网，2015 年

10 月 22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0/22/c_1116911370.htm。 
③ 《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将为两国关系增添新活力》，新华网，2016 年

6 月 2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6/29/c_1119129412.htm。 
④ 《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全文）》，新华网，2015

年 12 月 4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04/c_11173631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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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金”等一系列资金项目开始运行。① 此外，自 2015 年起，中国与拉共

体国家之间搭建的中拉基础设施合作论坛、中拉政党论坛会议、中国—拉美

企业家高峰会等多层次、宽领域的论坛进入实质运行阶段。② 综上所述，我

国的对外交往格局层次丰富，全球伙伴关系范围逐步拓展。 

第四，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合

作得到了极大的促进，从而拓展了中国的外交空间。“一带一路”建设已经

取得了重大成就。2015 年，由中国出资 400 亿美元成立的丝路基金开始正

式运行。③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相关各方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民众相通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在基础设施方面，中

国与相关国家一道规划在未来建设一批新的基础设施项目，以进一步完善

“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在资金融通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

路基金”已经分别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提供了 17 亿美元贷款和

40 亿美元投资。在民心相通方面，中国政府每年为相关国家提供政府奖学

金名额，并大力举办文化旅游年、智库对话等形式多样的人文合作项目，极

大地促进了各国民众之间的交流。④ 

2017 年 5 月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不仅发表联合公报

肯定了合作原则，⑤ 并且还促成了 76 大项、270 多项具体成果。⑥ 其中包

括，在论坛举办期间，中国与相关国家新签署了“政府间‘一带一路’合作

谅解备忘录”、与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政府签署了“国际运输协定”、

与越南等国家签署“经济贸易合作协议”，联合亚洲开发银行（ADB）、亚

                                                        
① 《习近平：共同谱写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新华网，2015 年 1 月 8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1/08/c_1113929589.htm。 
②  《 中 国 — 拉 共 体 论 坛 》 ， 外 交 部 网 站 ， 2017 年 8 月

http://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ldmzs_673663/dqzz_673667/zglgtlt_6858
63/gk_685865/。 

③ 《中国出资 400 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 正式起步运行》，中国新闻网，2015 年 2 月 16
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2-16/7069520.shtml。 

④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新华网，2017 年 5 月

14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 
⑤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全文）》，新华网，2017 年 5

月 1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5/15/c_1120976819.htm。 
⑥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全文）》，新华网，2017 年 5 月 16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5/16/c_11209768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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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金融机构设立了投资、专项贷款等项目，并

推动民间组织一起发起了“民心相通计划”和共建“丝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

网络”。① 

第五，中国致力于改善全球治理体系，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新的

方案。一方面，中国通过努力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为在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贡献中国智慧创造了便利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

七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指出，推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

金融组织适应国际格局的变化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题中之意，特别要“增

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②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

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在 2016 年 9 月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并将人民币在货币篮子中所占比重提升至 10.92%，位居第三。③ 这有利于

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发挥自身作用，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

另一方面，中国在一系列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中提供新的方案，不但改善了

现有机制，而且创设了一些新的机制。作为二十国集团的重要发展中国家成

员，中国促进了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的提升。中国与有关国家

一起推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议程的全新设计，新纳入了气候变化、能源安

全等一系列非传统议题。在此次峰会上，中国积极提议有关国家“把发展问

题置于二十国集团议程的突出位置”，共同制定落实了“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行动计划”④，并强调了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善国际金融机构

治理结构的重要性。⑤ 在一些如联合国建设、全球气候变化等具体的国际议

题上，中国也发挥了重大的建设性作用。具体而言，经过中国的努力，有关

                                                        
①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全文）》，新华网，2017 年 5 月 16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5/16/c_1120976848.htm。 
②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新华网，2015 年 10 月 13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3/c_1116812159.htm。 
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人民币加入提款权货币篮子是全球经济发展重要里程碑》，联

合国新闻网，2016 年 9 月 30 日，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6893。 
④ 《习近平：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促进包容性发展》，新华网，2016 年 9 月 4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04/c_129268985.htm。 
⑤ 《习近平：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新华网，2016 年 9 月 4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04/c_1292689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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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安排的《巴黎协定》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得

以通过。① 2015 年 7 月 14 日，在经过长期谈判后，中、美、俄等 6 国与伊

朗就伊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中国在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② 

第六，中国高度重视同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维护周边环境稳定。一

方面，中国稳定、巩固和发展了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例如，2016 年 10

月，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实现了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

自 2011 中菲关系恶化以来菲律宾领导人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杜特尔特

也对这次访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访问期间与中国签订了一批经贸合作协

议。③ 再譬如澳大利亚，2014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澳大利亚，并与澳

方共同确定将中澳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④ 2015 年 6 月 17 日，

中国与澳大利亚最终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从而大幅提升了双方的经贸合

作水平。⑤ 另一方面，中国促进了热点问题的降温，如南海问题。经过中国

的积极努力和与东盟国家的积极磋商，2017 年的东盟外长会议达成的声明

比以往的声明态度更加积极，也更为淡化南海问题。与此同时，东盟各国外

长对外长会议上达成的“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表示热烈欢迎。⑥ 

 

结 束 语 

 

在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兼具“使命意识”、“时

代精神”、“创新思维”和“战略意识”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构成了

                                                        
①  《〈巴黎协定〉背后的中国智慧与力量》，新华网，2015 年 12 月 14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4/c_1117455218.htm。 
② 《中方表示将确保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得到持续、全面、有效执行》，新华网，2017 年

1 月 1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1/17/c_1120330385.htm。 
③ 《杜特尔特：对中国首次国事访问是双方历史重要转折点》，新华网，2016 年 10 月

1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10/17/c_129325159.htm。 
④ 《习近平同澳总理阿博特举行会谈一致决定建立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网，

2014 年 11 月 1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17/c_1113284700.htm。 
⑤  《中国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新华网，2015 年 6 月 17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6/17/c_1115644007.htm。 
⑥ 《东盟外长会：彰显中国东盟合作光明前景》，新华网，2017 年 8 月 7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8/07/c_11214453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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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坚持大国自信，

展现维护自身主权利益的坚定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力

图积极创新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注重深化以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为目标的全

方位外交格局，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重视协调本国发展与世界发展之间

的关系，确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理论为我国新形势下的外交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行动指导，对开拓对外工

作新局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开

展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外交实践并取得了重大成就。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①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理论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基础，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

伟大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国进一步成长为全球型领导大国，

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全球秩序变革，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基础。 

展望未来，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领会和把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核

心和精华，并以此指导外交实践，以推动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取得更加伟大的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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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十九大开幕，习近平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2017 年 10 月 18 日，

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7-10/18/content_417529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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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velopment of Arctic Oil and Gas Resources 
TANG Yao and XIA Liping 
ABSTRACT: Climate change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make offshore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the Arctic more accessible. However, development of the 
resources have brought new governance issues, like resource utiliz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dispute settlement. As a large trading country,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Arctic oil and gas 
resources would be far-reaching. International law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Oil 
Pollution Preparedness, Response and Cooperation, provide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basis for China’s participation.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egal basis has 
exhibited four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bilateral agreements are easy to conclude, 
but they are susceptible to fluctuations in state-to-state. Secondly,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s the core of related legal basis, especially its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have become the legal means of contracting 
parties in claiming their rights. Thirdly, soft laws make countries’ participation 
more diverse. Fourthly, peace and cooperation are the essence of related legal 
basis, such as the obligation that any dispute should be settled by peaceful means 
provided by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refore,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bilateral ties with Arctic states,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nrich its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judicial 
precedent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Arctic 
oil and gas resources. 
KEYWORDS: China, Arctic oil and gas, governance,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