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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树立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中国以自信自立为基点，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良传

统，既保持对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关系的正确认知，又通过自身发展筑牢承担国际责任的基础。中国坚持胸

怀天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参与引领全球治理进程，为推动全球治

理体系公正合理变革担当大国责任。中国坚持开放包容，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引导经济全球化向普惠包容方向发展，促进世界各

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坐标系中，坚定履行国际责任与义务，成为动荡

变革世界的稳定力量和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中流砥柱，必将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负责任大国；国家形象；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54/j.cnki.naf.2024.06.001
［文章编号］1003-7411（2024）06-0003-（13）
［收稿日期］2024-08-12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TJZZQN20-001）
［作者简介］王亚琪，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天津 300350）；吴志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091）。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于提升国家地位、促进国家

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1］国际关系研究对国家形象

的早期探讨，就指向在物质权力之外，威信与声望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作用。［2］全球化时

代，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不断加深，除了本国的实力和利益，他国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也深刻

影响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3］非强制性、非物质性权力得到国际关系研究的进一步重

视。基于良好的国家形象，国家可以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或利诱获得他国的认同，影响塑造他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NORTHEAST ASIA FORUM

东北亚论坛 2024年第 6期

国政策偏好以增进国家影响力、实现对外政策目标。［4］国家形象由此成为国家权势不可或缺

的构成要素和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依托。当前，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加速转型，各领域全球

挑战积聚叠加，作为全球影响力日益提升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坚定树立“坚持和平发展、促

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5］对于我国的安全发

展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都具有关键影响。2023 年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总结

了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彰显

了我国外交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树立了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大

国形象”。［6］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标中国式现

代化目标任务，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经历前所未有的风险考验，战胜一个

又一个艰难险阻，有力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正当权益，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把我

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可以说，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

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既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是中国在动荡变革世界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

出的确定性正向贡献。

一、坚持自信自立，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作为“国家在国际社会印象中的基本精神面貌与政治声誉”，［7］以及“外部和内部公众对某

国的总体判断和社会评价”，［8］国家形象在国家间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间的持续互动实践中

产生，由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身份认知［9］和国际社会对其话语行动的观念反映共同建

构。［10］换言之，国家形象既是一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基本立场和对外政策原则理念的外在体

现，也包含国际社会对该国对外交往实践的认知评价与理解回应。中国学界因而特别关注

到，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或声誉有助于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社会更加清晰有效地传达行动意图

和行为倾向，［11］减少彼此误判，进而缓解崛起国面临的体系压力。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在西方

主导的国际秩序下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家身份和

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同步变革。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到“中国责任论”，中国改革发展

面临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家形象的构建也遭受诸多误读、扭曲甚至丑化。在此背景下，中

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做“负责任大国”，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持续推进负责任大国外

交理念的创新、发展和成熟。［12］这实质上是以明确的自我身份认定和稳定的对外政策原则积

极回应并主动塑造国际社会对我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和态度，促使国际环境向有利于我的方向

发展。

在这一进程中，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构建，基于中国独立

自主、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对外政策，并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中国做负责任大国，首先是

坚持自信自立对中国人民负责，要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理性认识我国国情国力，在坚定

维护发展权益的同时承担合理的国际责任。其次是坚持胸怀天下对国际社会负责，将中国的

开放发展与世界的和平繁荣紧密联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合作共赢之路，引领全球治理

体系公正合理变革，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最后是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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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开放包容对全人类负责，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最终指向尊重各国发展道路选择、促进

各国共同发展，建设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深化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需要在正视我国发展的成就与挑战的前提下，将中国在国

际体系中的角色认知和对世界秩序的基本理念同国际社会的期待相互平衡，而以自信自立维

护国家核心利益则是其根本立足点。

（一）自信自立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构建的基点

自信自立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炼就的精神气度，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的奋斗基点。自信自立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之中，就是中华民族之魂；自信自立融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之中，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精神支柱；自信自立融入中国外

交之中，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特质。回望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经历过

千难万险，遇到过各种挑战。但是，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实践中，始

终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既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坚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

心，不信邪、不怕压，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振兴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

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

困难，在千锤百炼中使国家变得愈益强大和成熟起来。

新中国自成立起一直是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

系发生深刻变革。随着对世界形势研判的调整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对现存国际体系和世

界秩序的理念发生重大转变，国际责任观也随之转型。［13］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将自身的安全

与发展同世界的繁荣与稳定密切联系，将战争与革命时代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

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国际主义”责任，转向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维护联合国与国际法权威，倡导

并奉行多边主义，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坚持互利共赢，做负责任大国。［14］中国树立

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既反映了我国对自身所处国际地位和肩负国际责任的客观认知，也

表明了中国尊重现存国际秩序、遵守国际社会主导规范，［15］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

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维护世界共同利益负责，为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贡献的

大国担当。

国际责任的基础是国际贡献与国家利益的统一。［16］从支援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民主革命、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到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坚持有所作

为，积极回应国际社会期待、扩大对各领域国际制度和国际事务的参与，提出做负责任大国，

再到新时代以奋发有为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引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定位不断发展变化，对世界秩序的理念立场日趋成熟，在

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责任观。而无论世界局势如何变幻，坚持自信自

立、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都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构建的基点。中国一方面从国家核心利益出

发，坚定履行与自身国情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将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振

兴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追求国际公平与正义紧密联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

动全球治理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将对中国人民负责与对国际社会负责、对全人类负

责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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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自信自立，中国始终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始终致力于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站立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

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 13 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

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17］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

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18］正是这种以自主谋求发展、在开放中维护自主，坚持

走自己的路、以自身的发展壮大为人类进步担当的信心决心，成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构建

的核心支撑，也是中国外交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始终是中国国际责任的核心内容，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美苏冷战对峙的世界格

局和风起云涌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国就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与印

度、缅甸等第三世界国家一道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将其确立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这无疑充分展现了战争与革命时代，尚未得到国际社会全面承认的新生社会主义大国，在坚

决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同时，顺应历史潮流、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创造和平国

际环境、建立平等国际关系的负责任形象。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没有走西方大

国殖民掠夺的老路，摒弃了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和“国强必霸”的霸权思想，选择融入而非挑

战既有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坚持和平发展道

路”写入宪法。这既是中国从近代苦难中自立奋斗得出的必然结论，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的必然选择。正如邓小平指出：“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

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19］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兴旺，坚定奉行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进一步增强战略自信，履行负责任大国应

尽职责，底气更足、信心更强、行动更有力、成就更卓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自主探索，

成功走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

化的途径，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面对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中国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答案，赋予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与时俱进的内涵价值。作为体系内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超越西方传统国际

关系理论“以权力界定利益”和冲突必然性的观念，谋求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打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从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以

贯之的是对国与国关系的创新探索，矢志不渝的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担当尽责。［20］在习近

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不为迷雾所惑、不被风浪所阻，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展现把握大

势、引领潮流的沉着和智慧。习近平主席先后 40 多次走出国门，足迹遍及五大洲 70 多个国

家，从高频度出访和接待来访到双边多边、线下线上互动结合，以精彩纷呈的元首外交进行深

入战略沟通，为外交全局提供战略引领。我国已经同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

式的伙伴关系，铁杆朋友和战略支点更加巩固，展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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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良传统

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就提出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定位，表明坚持和平发展、在现存国际体

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立场，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欢迎。然而，尽管“中国融入地区和全

球政治经济体系的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合作态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积极”，［21］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却对中国在各领域国际事务和国际制度中影响力的提升愈发不安甚至不满。

这些国家一方面基于安全困境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塑造“修昔底德陷阱”说，渲染“中国威胁

论”，认为崛起的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努力意在“改变现状”，破坏全球均势和稳定，［22］最

终颠覆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另一方面则抛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塑造“中

国责任论”，［23］试图框定中国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方向和路径，要求中国承担与自身国情国

力和国家利益不符的国际责任，从而增大中国的发展压力，［24］并最终迫使中国“转型”为符合

西方标准并为西方认可的所谓“负责任国家”。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遏制打压，中国在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进程中始终坚持自

信自立，既保持对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关系的清醒认知，又坚定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筑牢承

担国际责任的基础，在维护发展权利和承担大国责任之间求得平衡。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

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25］

中国外交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良传统，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捍卫

正当发展权益。坚决反制任何侵犯我国主权、干涉我国内政的错误行径，在原则问题上寸步

不让，挫败利用台湾、涉疆、涉港、涉藏、涉疫、人权等问题对我国发动的各种攻击抹黑，坚定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矢志不移坚持自主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勇于攻坚克难、追

求卓越、赢得胜利，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攀登世界科技高峰，把创新主动权、

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从根本上保障了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提

出一系列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全球公共理念、主张、方案，坚定推进国际关系

民主化、法治化，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权利挺膺担当，以中国铁肩担人类道义，锚定历史前进

的正确航向砥砺前行。

二、坚持胸怀天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华文明的血脉基因和精神特质，也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经

验。习近平指出，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26］大国之大，不在于体量大、块

头大、拳头大，而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大。［27］大国要以人类前途命运为要，对世界和平与

发展担负更大责任。胸怀天下展现的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博大胸襟和坚定的负

责任大国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基本理念。中国

外交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际格局下都坚持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在科学把握

世界发展大势和时代进步潮流的基础上，坚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正确认识和处理自身与

外部世界的关系，不断为人类发展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特别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进，国际权力格局重组交织全球治理体系转型，各领域全球风险累积外溢，民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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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显著上升。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积极引领推动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正是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为狭隘的民族利益和短期需

求所惑，以大国担当为世界提供确定性和稳定性，以实际行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外交胸怀天

下的情怀和使命。

（一）坚持胸怀天下彰显大国责任担当

胸怀天下源于中华民族立己达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优秀历史传统。马克

思主义是追求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自由解放的学说。作为诞生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

大同的党”。［28］建党之初，党的先驱们就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抱负。［29］建国之初，

我国同争取民族解放的亚非拉国家互相同情、互相支持，强调“中国是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

有义务支持那些正在取得胜利和将要取得胜利的国家”。［30］改革开放后，中国为创造有利于经

济社会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积极融入世界市场、主动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提出“使

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和富强起来，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我们党必须勇敢担负起

来的历史任务”。［31］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国以宽广胸怀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以强大的自信为世

界持久和平贡献力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时任泰国总理川·立派对中国担当“负责任

大国”予以高度评价，他赞扬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

作为“是负责任的和正确的，表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风度”。［32］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激荡。中国

共产党科学把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立足世界各国命运与共的客观现实，

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先后提出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各

领域全球挑战提供中国方案。面对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推动大国合作、促进全球增长，坚持

开放包容、反对封闭排他；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以负责任态度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

题；支持“全球南方”团结合作，致力于推动发展议题回归国际议程中心、推动现代化成果公平

惠及各国；以自身的发展不断为动荡世界注入确定性，壮大世界和平力量和国际正义力量，为

共创人类美好未来贡献正能量，彰显了大国大党深厚的天下情怀和坚定的责任担当。

（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和

各领域全球性问题积聚联动，各国命运交织，休戚与共。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面临挫折

倒退，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加剧、地缘政治冲突重现，全球治理理念价值单一、绩效不彰的背景

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以负责任大国胸怀天下的使命担当，将中国的前途命

运与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地球村时代人类命运与共的客观

现实和天下一家的整体共识，直面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人类整体价值危机和文明交

流的深层障碍，为开创平等互利的国家间交往新格局，确立共赢共享的全球治理新方案，塑造

包容互鉴的文明交流新路径提供了鲜明的中国主张，顺应了世界大势和人心所向，成为中国

外交胸怀天下的当代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表明正在跨入全球负责任强国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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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进入新时期、人类社会发展

进入新阶段的时代要求，［33］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道路的历史

超越、对全球治理体系霸权化道路的系统超越以及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辩证超越，［34］引领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未来贡献中

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高度自信。

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生命力、感召力。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先后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安理会、人权理事会的正式决议文件，［35］其价值

意义赢得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众多国际组织的支持与认可，表明中国对当前世界秩序

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向的观念立场，对人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的理念探索，对因应人类共

同挑战的现实路径的实践创新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正面回应，并逐渐在国际社会形成共识。多

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层次，从全球发展、卫生健康、核安全议题到海洋、网络空

间，中国已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在多个领域构建了不同形式的命运共同体，更加丰富多维的

建设实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

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

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为实践平台，［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与世界各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秩序变

革确立了共同努力的大方向，也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树立了崇高目标。特别是面对西方国家

基于狭隘国家利益和冷战思维助长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浪潮，以“去风险”为名推进“脱钩断

链”，破坏全球多边经贸秩序、干扰各国共同发展进程，中国始终尊重各国对发展道路和模式

的选择、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引领和推动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成为中国在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践行大国

责任的生动实践。

（三）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随着中国以愈发积极的姿态与各国共同应对各领域全球性挑战，承担治理责任，中国对

全球治理的贡献逐步由量变达到质变。在不断拓展参与领域和深度的同时，中国一方面立足

自身优势，在相关治理领域为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中国理念倡议和行动方案、主导创设新

型全球和区域治理机制，另一方面则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改革不公正不合理

的全球治理体系安排担当大国责任。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多边治理体系和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是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贡献者，已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以及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中的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已累计派出维和官兵 5 万余人次，参加 25 项联合国维和行

动，［36］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中国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者，更是落实这一

重大倡议的行动派。［37］近年来，中国以实际行动加强全球安全治理，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热点

问题解决之道，坚持不干涉内政，反对强加于人；坚持客观公道，反对谋取私利；坚持政治解

决，反对使用武力；坚持标本兼治，反对短视片面。［38］在中方积极斡旋下，伊朗和沙特恢复中断

七年的外交关系实现和解。2024 年 7 月 23 日，巴勒斯坦各派代表在北京签署《关于结束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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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有效化解了巴勒斯坦内部结构性矛盾，为巴勒斯坦问题

的政治解决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中东地区近期的“和解潮”成为中国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以

大国担当主持公道正义、遏制化解冲突暴力的最新实践。

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和全球相互依赖态势复

杂演变的背景下，西方主导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和理念发展滞后，［39］未能有效反映大多

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难以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世界不确定性日益凸显。

面对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不足，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

方案智慧，使之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中国致

力于推动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治理架构，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增强其有效性和权威性，促进

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维护公平竞争，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和空间。聚焦

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各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

性多边机制内的对话合作，并主动在周边、地区和全球提出一系列多边合作倡议，在经济复

苏、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人文交往、全球安全等领域积极提供物质、制度、观念方面的全球公

共产品，推动各国共担治理责任，共促和平发展。

坚持行动导向，促进全球治理更加公平、有效、包容、合理。中国致力于弥合南北发展鸿

沟，促进自身发展同世界发展相互成就，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经验，支持提高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切实体现国际格局变化，提

升其包容性、合法性。通过持续精准的扶贫行动，中国提前十年完成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减贫目标，实现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

任务，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 70% 以上，为人类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40］中国

倡导成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联

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促进全球发展机制改革，培育全球发展动能，提升全球发展韧性，成

为促进全球发展治理的中坚力量。面对全球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危机冲击下相关

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危机，中国在科学保障国内疫情防控水平的同时，积极引领全球

抗疫合作和机制协调，推动金砖国家共同为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治理机制提供资金支持、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移，［41］为国际社会团结抗疫展现大国担当。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生态理念，中国以生态治理的显著成效助力全球环境治理，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

市场和清洁发电体系，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贡献国、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对全

球绿化增量的贡献居全球首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全球治理的引领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三、坚持开放包容，促进和深化国际合作共赢

开放包容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源泉，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直接动力。历史和实践证

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无论是国家发展，还是文明兴盛，都需要开放的胸怀和包

容的精神。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同乘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任何人为“筑墙”“脱钩”的行为都

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都阻挡历史发展趋势，只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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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着眼全球整体利益、顺应时代进步潮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定以中国的发展为各国共

同发展提供新机遇，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巩固推进互联互通建设普

惠各国民生；拓展全球伙伴关系，探索各国平等相待、利益相融，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

的交往新路；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不封闭守旧，不倡导“文明优越

论”，积极寻求多元文明的平等交流与包容互鉴。与不同国家相处，对待不同文明，“我们应该

少一点傲慢和偏见、多一些尊重和包容，拥抱世界的丰富多样，努力做到求同存异、取长补短，

谋求和谐共处、合作共赢”。［42］坚持开放包容是新时代中国的鲜明气质和形象，也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鲜明标识。促进世界各国各文明的和谐共存与共同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包容、美美与

共的世界，更是中国在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履行大国责任的一贯追求。

（一）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对外开放是中国长期的基本国策，也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进入新时代，中国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互促

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稳健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

化，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形成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为各国合作提供更多机遇，为世界经济复苏和

增长注入更多动力。面对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的“逆风逆流”和一些国家实行“脱钩断链”

“小院高墙”，中国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开放而不是隔绝，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努力消除全球发展中的贸易、投资、技术壁垒。［43］

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造就并固化了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是当前

全球经贸发展不平衡、财富和资源分配不均、经贸治理机制不合理不公正的根源。中国坚定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主张互利共赢是经济全球化的价值目标、是南北方合作的合法性

基础，旨在转变当前全球经贸发展不均衡不公正的格局，构建互利合作的全球发展新模式，努

力实现各方受益获利的有效治理，增强全球治理的公正性、合理性和持久性。［44］在维护世界秩

序稳定的同时，坚定捍卫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推动世界秩序改良、促进国际分配正义，［45］

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人类共同价值和整体利益层面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今年以来，

中国同安提瓜和巴布达、新加坡、泰国等签署互免签证协定，共同打造跨境人员往来的快捷网

络。从广交会到进博会，从服贸会到数贸会，从消博会到链博会，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中国大市场日益成为世界大机遇。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

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实现在开放中扩大共同利益，在合作中促进机遇

共享。

（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和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十年多来，中国坚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

础，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同 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

合作文件，举办 3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立了 20 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机制，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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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起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也成为共建国家携手发

展的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共建国家的发展空间更加宽广。中国已经成为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为全球互联互

通、促进发展繁荣注入了强劲动力。

中国不搞排他性小圈子，不搞集团政治、不搞阵营对抗，欢迎一切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入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时希望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倡议也秉持开放态度，展现敞开大门谋发

展、张开怀抱促合作的胸怀和智慧。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复苏，世界经

济下行压力增大、全球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刻，“一带一路”倡议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

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指引，主张在共建国家既有的战略规划政策间实现灵活有效

的沟通联通，以共同的发展诉求引导各国以包容、务实的合作方式，在治理实践中汇聚行为预

期、协调行为模式，探索符合地区现实和自身需要的发展道路。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

建共享，不强加统一的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不指向在共建国家之间建立一套强制性治理制

度规则，也不要求成员国转变为同质行为体。这显然有助于改变世界经济治理规则由少数国家

掌控、发展成果被少数国家占有的局面，跨越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阶段，超越意识形

态分歧和社会制度差异，推动各国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同繁荣，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

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46］

（三）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新时代以来，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

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构建

起遍布全球的共同朋友圈。［47］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大国肩上都承担着特殊责任。国

际形势越动荡、风险挑战越突出，大国越需要加强协调合作。中国致力于以连贯一致的方针

政策，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

深化中俄战略互信和互利合作，夯实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落实中美元首旧金

山会晤共识，探索形成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密切中欧高层往来和战略沟通，推动中欧关

系行稳致远。

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

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在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

论坛等既有地区合作机制的同时，中国还主导创设上合组织、博鳌论坛等地区多边安全和经

济合作平台，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一系列地区自由贸易

机制的建设与发展，为地区稳定和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通过主动担负深化地区互联互

通、促进地区繁荣稳定，提供公共产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大国责任，中国以自身的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辐射带动周边国家，“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

乘中国发展的列车”，［25］有力回应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搭便车”的批评。

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与发展中国家携手同行，与金砖国家团结振兴。

从援建坦赞铁路到向亚非拉国家派遣医疗队，从宣布免除对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到设立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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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南南合作基金、对非“十大合作计划”，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维护独立自主斗争中经历

相似，在谋求发展振兴道路上命运与共，在追求公道正义目标上立场相近，正在成为全球治理

体系和世界秩序重塑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平衡力量。在创造性提出“金砖+”合作理念的基

础上，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不断深化拓展“金砖+”开放合作模式，促成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促

进金砖国家敞开大门谋发展、张开怀抱促合作，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

作、实现联合自强的典范。

（四）积极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

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48］西方文明对人类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

长期主导不仅塑造了全球经济“中心—边缘”的等级制结构，也导致西方文明观和价值理念的

绝对化、普遍化，［49］丛林法则、零和思维和强权逻辑支配国际关系，非西方的治理理念与现代

化路径被压抑，全球文明隔阂和发展失衡日益加剧。中华文化自古就以开放姿态、包容胸怀

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互鉴，因而成就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天下一家的博大气象。新时代的中

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以开放心态理解不同国家发展的条件和不同文明生长的环境，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

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注入

动力。倡导中拉“成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的典范”，倡导“建设文明共荣之桥，把中

欧两大文明连接起来”，推动形成政治安全、经贸财金、人文交流“三轮驱动”的金砖合作架构，

推动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构建人文共同体……中国助力世界不同文明的交融共生不断走

向深入。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良渚论坛，与希腊共同发起文明古国论坛……中国为不同

文明沟通对话搭建平台、创设机制，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这些都是新时代中国顺应时代

发展潮流、着眼人类美好未来，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在交流中相互沟通学习，汇聚各国

各民族的治国理政智慧，提升国际社会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50］消除国际社会的文化壁垒和

国际交往的精神阻隔，建设开放包容世界的生动体现。

四、结语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一方面将国家形象中凝结的国家威望与声誉视为权力政治的一个

侧面和国家权力的构成要素，一方面将良好的国家形象视为国家消减国际社会疑虑、缓和体

系结构压力的手段。但中国构建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历史进

程表明，无论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如何变迁，中国始终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人民的

利益统一起来，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坚定不移地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与义

务。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致力于破除以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冲突性国际关系逻辑，超

越零和博弈、集团对抗的冷战思维定式，成为动荡变革世界的稳定力量和推动历史车轮前进

的中流砥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

键时期。”［51］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改革开放中

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树立和巩固负责任大国形象，这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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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必将以高度战略定力与

历史理性，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展现更加鲜明的大国形象、更加非凡的大国气

度，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共同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的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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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uilding an image as a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that is confident，self-reliant，open and inclusive and has a global vision is a historic

achievement and change in China's foreign affairs in the new era. Taking confidence and self-reliance as its foundation，adhering to an independent and
peaceful foreign policy，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 of having the courage to fight and being good at fighting ，China not only maintains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but also solidify the foundation for undertaking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its own development. China maintains a global vision，adds more substance to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participates in and leads the global governance proces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and 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major country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China adheres to openn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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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hip network，promotes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guid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wards inclusive developmen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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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k of economic pillars in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Its main purpose is to establish a Chinese exclusion economic circl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o contain China and leverage the power of allies to drive its own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lementation path，influenced
by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S.，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chosen to adopt an executive and modular path to promote the IPEF in order to avoid
the impact of partisan struggles in Congress. However，while the executive path has brought convenience，it has also made the IPEF lack legal safeguards，
vulnerable to changes in the ruling party and constrained by executive authority to include free trade-related elements. At the same time，the modular
path has also caused an imbala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Supply Chain Pillar，the Clean Economy Pillar，the Fair Economy Pillar，and the
Trade Pillar. Even i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able to make a breakthrough in trade negotiations，the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Trade Pillar still
needs to be supported by congressional legislation，and ultimately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bypass the constraint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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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ed trend towards "alliance-based"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cooperation：elevating supply chain issues to the security level，identifying 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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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 key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semiconductors，and comprise members with stro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ties to the United States us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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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ic，while the constancy is reflected in its continued high degree of threat perception in the Asia-Pacific field ，all serving to maintain U.S. heg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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