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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始走入全球大国时代的中国，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内外形势嬗变的 

背景下，亟需一场外交理论的创新。这场外交理论的创新 ，注定要烙上中国特色的烙印，其重点包括全球治理理论的 

创新、大国关系的理论创新、周边问题的理论创新、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理论创新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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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20国集团峰 

会诞生为标志，中国开始走人全球大国时代，但政治 

性解释和总结多而上升到理论高度、特别是理论创新 

不够。首先，中国外交的实践虽然丰富，但历来走在 

理论之前，而2008年和2009年的形势突变造成了中 

国“被大国化”的事实，理论滞后就更加凸出。其次，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 

化的内外形势嬗变中，世界事务和国际关系 日趋复 

杂，外交问题层出不穷，需要给予理论解释和理论指 

导。再次，外交问题因具有时间紧迫和权力集中等特 

点，国家在进行外交时政策考虑较多，战略考虑次之， 

理论建设又次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重对策轻理 

论的局面。最后，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界在改革 

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基本上处于引进国外、特别是 

美国理论为主的阶段，目前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处于 

起步阶段，需要在继承中进行更多的理论创新。 

根据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当前中国特色外交理 

论的创新重点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全球治理理论的创新。中国政府认为“全 

球性挑战成为世界主要威胁”。④中国和国际社会在 

独自和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上取得显著成果，但因没 

有上升到理论和制度的高度，失去了应有的国际肯定 

和影响，如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又如中国 

在应对严重自然灾害中的成功经验。因此，中国需要 

在全球治理的整体理论、制度和机制理论、领域理论、 

问题应对理论、内外互动关系理论等方面进行系统性 

建设，还要重视全球治理的道义性和价值观等。 

第二，大国关系的理论创新。中国历来重视大国 

关系，但在新时期需要在大国内涵、大国关系本质和 

大国关系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创新。二战结束以来， 

中国习惯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和 日本视为 

大国。但是，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并还将发生重大变 

化，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也即“新兴大 

国”)异军突起，正在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力量。 

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将大国的概念逐步扩大到新 

兴大国，重视后者的群体性崛起。2012年 2月，时任 

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时第一次代表中国政府 

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新命题，此后逐步发展成既 

有共性又各有特点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在以合作共 

赢为核心基本理念指导下，各自的特点应当是中美互 

信、中俄互重、中欧互利、中金(砖国家)互助和中日 

互惠等。 

第三，周边问题的理论创新。中国周边理论的核 

心是“睦邻富邻安邻”，但是近年来周边外交新挑战 

要求中国在维权和维稳的平衡、地区合作和周边热点 

等方面进行理论创新。在平衡维权和维稳的理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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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面，中国需要深入分析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与维护友好睦邻之间的逻辑关系，重新定义国家的个 

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关系，确定中国和邻国阶段性的共 

同目标和利益等。在推进地区合作的理论创新方面， 

中国需要认真梳理已有的地区合作理论并从中进行 

理论创新。一要比较和整合各种亚太的地区经济合 

作理论，特别是在多边自由贸易区日益盛行时更要提 

出自己的理论和主张。二要 比较和整合各种地区安 

全合作理论，例如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理论和美国的 

军事结盟理论，争取以新理论促进实践新突破，或以 

实践新突破促进理论新突破。三要在思想文化上进 

行地区理论整合，在新加坡倡导的“亚洲价值观”和 

中国倡导的“亚洲精神”①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在 

解决周边地区热点的理论创新方面，中国既需要一脉 

相承，更要做到与时俱进。中国要在朝鲜半岛问题、 

缅甸问题和海洋争端问题上要有新理论和新思路，思 

考如何走出一条“前无古人但启后人”的新路，如超 

越地缘政治和战略、在第三方的共同发展、在扩大共 

同利益中缩小相互分歧等。 

最后，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理论创新。从第三世界 

到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和观念转变，本身就体现了中国 

在发展中国家问题上的理论创新的发展。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理论主要需要进行四 

方面的创新。一是打造从民族解放到国家进步转变 

的新政治基础理论。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相 

似的历史记忆和相近的发展 目标，需要在国家体制 、 

治国理念、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等方面加强交流和增加 

共识。二是打造共同发展和互惠互利的新经济基础 

理论。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市场、资源、能源等 

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先富起 

来”的一方，需要在发展规划和道路、发展机制和规 

范、发展资金和技术等方面承担更多的义务，真正做 

到在帮助他人时帮助 自己的承诺。三是打造相互声 

援和支持的新外交基础理论。在以西方主导的世界 

事务中，还存在许多有失公正合理的制度和事件，中 

国要在制定国际制度和规则时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和声张正义， 

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四是打造以新安全观 

为指导的新安全基础理论。在新形势下，广大发展中 

国家面临传统和非传统安全交织和互相强化的挑战， 

中国要在安全理念、安全机制和安全问题上与发展中 

国家共同努力，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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