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 

战略和实践的探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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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新时期中国外交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加大了探索和创新力度，体现 

出多重属性的大国外交思想、与时俱进的战略思维和积极进取的外交实践。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外交思想和战略建设，丰富了中国的大国 

外交实践．指引着中国大国外交运筹和发展方向。然而，中国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 

风顺，中国在外交理论、战略和实践上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不能犯重大错误。 

未来中国外交在理论建设方面需要更加系统，在战略思维方面需要更加缜密，在政策 

举措方面需要更加周全，在舆论引导方面需要更加超前，争取在外交工作上取得更大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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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即本文中的“新时期”)，中国外交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加大了探索和创新 

力度，体现出社会主义、发展中和全球“三重性”大国外交思想，与时俱进、 

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和结伴不结盟的战略思维，以及积极应变和主动促变 

的外交实践。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战略和政策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 

践的组成部分，需要在善用机遇、创造条件和应对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加以 

充实、发展和完善，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梦”以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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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

、历史背景和时代呼求 

当今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根据崔立如研究员的定义．重 

大变化“既是指世界长期的发展变化带来的重大结果，更是强调其发展进 

程出现一个历史性拐点或急剧的转变。”①就当前而言，全球时代转型和亚 

洲形势嬗变是中国面临的外部新环境，国内改革和社会发展进入换档期、 

叠加期和攻坚期则是中国需要应对的内部新挑战，内外形势的快速发展要 

求中国外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加大探索创新力度。 

(一)中国发展的需要。中国外交首先且主要服务于国内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需求。改革开放 30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 

长，政治和经济体制持续进步，社会舆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外交的 

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国家内政和外交相互联动、互为因果。多元化和多 

样化的国内环境要求中国外交思想更加周全，外交战略更加与时俱进，外 

交实践更加成熟，要求中国外交实现全面现代化，要求国内理解和支持的 

基础不断夯实。总之，中国外交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核心 

和重大利益，更多地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心民意，更加有效地创造 

良好外部环境，更加有力地推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二)亚洲发展的需要。中国是亚洲的主要地区大国，中国外交理应对 

亚洲进步作出更大贡献。l9世纪末 20世纪初以来，亚洲国家经历了民族 

觉醒、国家独立和经济政治发展三个历史阶段，涌现出许多推进历史前进 

的领袖人物和引领时代的思想。在印度有甘地和甘地主义，在越南有胡志 

明和胡志明思想，在新加坡有李光耀和李光耀思想，在马来西亚有马哈蒂 

尔和马哈蒂尔主义等。在中国，毛泽东、邓小平 、江泽民和胡锦涛等领导集 

体．推进了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① 崔立如 ：“国际格局转变与中国外交转型”，《国际关系研究》，2o14年第4期 ，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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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系。就整个亚洲而言，二战结束以来中国先后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亚洲价值观”、“东盟共识”和“上海精神”等外交思想，都经受了历 

史的考验，正在从亚洲走向世界，并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和认同。近年来，亚 

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地区大国和地区组织的政治和战略 

作用 日益增长，但某些亚洲国家也出现了逆时而动的右翼思潮和极端主义 

思潮．因而更需要发展和提振具有亚洲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当前，亚 

洲特别需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整合各种经济合作机制，创新安全观念，建 

设安全新架构，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排除各种域内外干扰，营造亚洲和平 

发展的新环境。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需要。发展中国家构成当代国际关系国家行 

为体的大多数，是当代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动力。2O世纪 5O年代的亚 

非会议、万隆精神以及后来的“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都在国际政 

治和经济领域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进人 21世纪以来，广大发展中国 

家不断呼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要求改变战略被动局面，加强战 

略主动，积极谋划符合当代世情和国情的发展道路，更好地应对各种传统 

和非传统、地区和全球性挑战。但是，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迄今尚未形成 

内生和全面的外交理论体系、共同一致的战略目标、相互呼应的政策举措 

以及与其体量相称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增强 

自身软实力，也期待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在外交理论建构、战略运筹和政策 

规划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世界发展的需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①上述“四化”全面阐述了 

世界发展的趋势，而要在“四化”中增加正能量并实现合作共赢，就需要树 

立新思想、制定新战略、实施新政策。在当前各种世界事务和国际关系的 

建议和计划中，中国所倡导的一系列理论实践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① “十八大报告(全文)”，新华网，2012年 l1月 19日，http：／／www．xj．xinhuanet．eom／2012-11／ 

19／e
一
113722546

— 11．htm。(上网时间：2015年 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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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动机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中国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 

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而且 日益从经济物质方面向思想文化、理论战略和 

舆论引导等方面扩溢。同时，中国要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出贡 

献，也需要深化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研究，强化全球意识和大国责任感，增 

加推动国际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自觉性。 

二、中国外交思想的创新发展 

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传承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外交思想． 

发扬了中外优秀文化传统，并借鉴了世界各国的外交思想。但是，随着当 

前内外经济、政治、外交、科技和社会环境迅速变化，以及中国多重国际身 

份的深化和发展，中国外交面临众多新挑战和新任务，探索和创新成为当 

前中国外交思想建设的重点。 

(一)社会主义中国外交思想建设。在西方仍主导着国际社会外交思 

想的今天，建设具有东方社会主义大国特色的外交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尤为重要。 

1．社会主义中国外交思想内涵不断丰富。两年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依法治国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和实践．也为中国外交思想注入了新内涵．增加了国内改革和国际发展的 

联动性、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一致性。苏长和教授认为，本届领导集体 

在加强外交物质基础的同时，更加“重视思想基础的建设，增强中国人民的 

自信心，以自强、自立、自信的心态参与国际交流，为开展独立 自主的外交 

活动提供共同的思想基础。”①此外，面对西亚北非动荡以及日益突出的极 

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中国外交思想更加重视党对外交的领导、国家总体安 

全，以及增强道路、理论、制度和价值观的自信。所有这些都为处在国际风 

云变幻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积累和经验。 

① 苏长和：“习近平外交理念 ‘四观⋯，《人民论坛》，2o14年第 6期 ，第 28-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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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主义中国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 

中国外交极其重要的基石，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中国坚持独 

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 

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在社会主义中国初创时期，中国和 

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外交赢得了道义支持。 

在冷战结束初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成为社会主义中国防止美西方冲击 

的外交原则防波堤。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在诠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提出 

“坚持主权平等、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包容互鉴和公平正义”，进 

一 步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不断增强的自信心和进取意识，并致力于“探讨 

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弘扬这五项原则，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共同建设合 

作共赢的美好世界。”① 

3．社会主义中国外交思想增加了非西方道路的新选择。在国内建设不 

断取得新成绩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 

了新的时代意义，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西方道路以外的选择，为多元化世界 

增加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和新实践。与冷战结束初期相比，新时期中国外 

交思想更加重视社会主义元素，理直气壮地向国际社会推介“中国梦”、“新 

义利观”、“国际关系民主化”等理念。为世界贡献了符合多国国情的“升级 

版”发展道路选择。 

(二)发展中大国外交思想建设。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其政治和外交基 

础根植于发展中世界。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外交思想方面息息相通， 

中国外交思想在不同层次和不同意义上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思想诉求和 

方向追求。 

1．体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思想。亚洲是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 

中国外交思想中含有显著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征。当前，亚洲发展中国家 

外交思想集中表现在地区合作方面，即通过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提高亚洲 

① “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14年 6 

月 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6／28／c一1111364206．htm。(上网时间：2015年 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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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亚洲国家在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中国认为，亚洲发展 

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而非军备竞赛，为此提出“亚洲人管理亚洲事务” 

的思想。中国在自贸区和金融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亚洲价值观和 

亚洲意识建设等领域的努力，集中体现了亚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思 

想，因而具有很大的积聚效应和指导意义。中国提倡的“亚洲梦”和“亚太 

梦”，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亚洲共同的发展方向。 

2．体现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思想。冷战时期，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 

了“不结盟”外交思想，提出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外交目标。冷战结 

束后，发展中国家又形成了地区和领域“联合自强”的外交思想，使之逐步 

体现于国际体系和秩序的重组发展之中。中国始终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同 

呼吸、共命运，先后建立了中国一东盟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中阿(拉 

伯)合作论坛、中国一南太岛国论坛、中拉(丁美洲)合作论坛等，实现了同 

发展中国家地区合作机制的全覆盖。基于经济和政治的考虑，中国坚持自 

身的发展中国家属性，在外交思想中强调发展中国家合作，反映了广大发 

展中国家的愿望，其共建与时俱进和兼顾近远利益的外交思想，正在为时 

代潮流注入新的思想和理论内涵。 

3．体现发展中大国的外交思想。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在世 

界舞台上异军突起，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发展。2009年 6月，中、俄、 

印、巴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举行首次会晤，启动“金砖四国”机制化合作。 

2010年 12月南非加入该机制，“金砖四国”正式更名为“金砖国家”。金砖 

国家机制逐步完善，合作内容更加具体，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有鉴于此．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了发展中大国在中国发展“大国关系”中的地位和 

作用，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大国前进方向和途径树立了新的标杆．增添了 

新的时代意义。中国的发展中大国外交思想代表了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心 

声。巴西法阿琵综合大学(FAAP)国际关系学教授马库斯指出，包括中国 

在内的发展中大国更多地参与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对发展中国家极为重 

要。发展中大国是改变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重要力量，能够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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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话语权。① 

(三)全球性大国外交思想建设。2008年后，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全 

球性大国，中国全球性大国外交思想的建设变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1．树立大国外交的思想范式。过去，中国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相当 

有限，处于世界舞台边缘，自然属意于“低成本、低风险和高收益”的外交思 

想。随着自身国际地位和作用的转变，中国正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 

外交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外交哲学思想方面坚持“和为贵”与“国虽大， 

好战必亡”的和平思想；在外交利益方面倡导“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 

人。己愈多”的大国外交胸怀；在外交理念方面强调以大国视野看待天下、 

应对天下和筹划天下，表达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的担当，提出了“同 

乘发展快车”和欢迎各国“搭便车”的新理论。 

2．重视当代大国的外交理论建构。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主 

导了大国外交理论 500年。传统的大国外交理论大多集中于大国博弈、地 

缘战略、陆权海权和赢者通吃等方面，服务于西方的价值观和利益。习近 

平总书记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精神，致力于在指导原则、战略思维和 

政策规划等方面建立具有前瞻性、甚至超前性的大国外交理论架构。在 

“中国梦”和“亚太梦”的理想追求进程中，中国先后提出中俄“战略引领”、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中大国”、“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从时代转 

换、国际关系内涵和中国重新定位等方面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框 

架和理念。 

3．阐释中国的大国外交思想。在信息化时代，外交需要强有力的宣传 

依托。中国在践行大国外交时更加重视并主动开展宣传推介工作。两年 

来，中国在各种外交场合阐释中国大国外交思想，积极帮助世界了解和理 

解中国的大国外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 

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 

① “巴西学者说发展中大国应携手共建国际新秩序”，《国际Et报》，2014年 11月 15 13，ht． 

tp：／／www．chinesetoday．com／zh／article／943428。(上网时间：2015年 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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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的宣传和阐释，要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紧密结合起来0”①中国大 

国外交的思想传播起到深层次介绍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作用，增加了中国外 

交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认可和认同。 

三、中国外交战略的时代特性 

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外交战略为此在分析 

形势、确定目标、规划途径、运用手段、创造条件和应对挑战时都特别重视 

这一时代特性。 

(一)与时俱进的战略指导思想。2008年，中国成为“20国集团”的主 

要国家之一，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列居世界第一，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和外交 

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国 

际社会的主要关注对象，特别是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对象，给中国带来前 

所未有的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新形势下要加 

强战略思维，坚定战略定力，具有战略耐心，增加战略投人。在一系列重大 

国务和外交活动中，习近平主席从多方面阐述了中国当代国际战略思想的 

渊源、布局和原则指南，提出了国际总体安全战略思想和总体外交战略思 

想。中国因时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以未来 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框 

架。统筹国别、地域和领域战略，以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的战略思想指导着 

中国外交顺应历史潮流，推动时代发展。 

(二)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的新内涵。作为不断发展的新兴大国，中国 

追求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任重道远，需要尽可能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既是中国的外交战略目 

标，也是战略途径。就战略目标而言，中国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 

① “习近平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新华网，2013年 12月31日， 

http：／／news．xinhuanet．corrt／politics／20l3—12／31／c
一
118788013．htm。(上网时间：2015年 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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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多样化”，“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战略途径而言，中国强调 

“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 

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④ 

(三)充实与更新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在中国外 

交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93年，中国和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启 

了中国同关系重要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历程。2O多年来，中国的战略 

伙伴关系不断向纵深发展，现已进入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全面友好 

合作伙伴关系”为标志的“升级版”阶段。两年来，中国与 12个国家升级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强调双方在全球和／或地区秩序建设方面的磋商、 

协调与合作，有些战略伙伴关系还涉及安全和军事内容。此外，中国还与 8 

个国家升级为“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⑧ 

中国积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已同世界上 67个国家、5个地区组 

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用结伴但不结盟的全新实践诠释着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 

维护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通过广泛开展经贸技术互利合作，努力形成深 

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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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今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还需要推进全球领 

域合作和民间合作等。中国在互利合作网络、伙伴关系网络以及在各领域 

和民间合作建设上，要密切联系国家全球战略，形成建设性互动，形成正能 

① “十八大报告(全文)”，新华网，2012年 11月 19日。 

② 墨西哥(2013年 6月)、白俄罗斯 (2013年 7月)、印度尼西亚 (2013年 lO月)、马来西亚 

(2013年 l0月)、阿尔及利亚(2014年 2月)、德国(2014年 3月)、委内瑞拉(2014年 7月)、阿根廷 

(2014年7月)、蒙古(2014年 8月)、澳大利亚(2014年 11月)和新西兰(2014年 11月)、埃及(2014 

年 12月)。 

③ 刚果(布)(2013年 3月)、坦桑尼亚(2013年 3月)、肯尼亚(2013年 8月)、吉尔吉斯斯坦 

(2013年9月)、土库曼斯坦(2013年 9月)、保加利亚(2014年 1月)、荷兰(2014年 3月)和马尔代 

夫(2014年 9月)。 

④ “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外交部2015年新年招待会上的致辞”，外交部网站，2014年 12月 11 

日，http：／／www．fmprc．gov．en／mfa
_

chn／zyxw
_ 602251／t1218447．shtml。(上网时间：2015年 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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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3O／c1024—26118788．html。(上网时间：2015年 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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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积聚效应，实现中国在国际体系框架内加强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共 

赢。 

四、中国外交实践的新特点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外交实践中继承了把握大 

势、主持公道、平等待人、务实亲民等优秀传统，同时在新形势下形成了新 

的特点： 

(一)动态继承和务实调整。中国外交具有极强的连续性，本届领导集 

体在新形势下坚持了动态继承。面对近年来国际和周边形势的新发展．中 

国连续两年加大对周边高访、高晤的全覆盖，全面推进“以邻为伴、与邻为 

善”的友好睦邻政策。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中国在俄美关系日 

趋对立的形势下，及时调整中俄美三边关系，努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在处理中美关系难点时，通过“内线”整合和“外线”作战．调动中美关系形 

成建设性互动，以气候变化和金融贸易合作维护中美全局稳定。在中日关 

系上，通过两年多的原则斗争，抓住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的主场 

优势，通过达成“四点协议”实现了中日关系的部分转圜。在南海权益争端 

上，通过“双轨”外交和重点应对菲律宾、越南，稳定了南海局势。 

(二)明确底线和说到做到。外交是门艺术，有时需要模糊，有时必须 

清晰。中国在处置外交难点和热点问题时，坚持把问题摆上桌面，讲清道 

理和利害关系，使外交承诺和外交警告都做到言而有信，增加了中国外交 

的可信度、执行度和可预见性。金灿荣教授指出，中国在对外场合开始多 

次强调“底线原则”，这体现出中国坚定维护自身利益和明确和平发展前提 

条件的决心进一步增强。例如，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强调 

国家间合作的同时，也不断强调中国不会放弃 自己的核心利益，不会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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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核心利益作交换，这就是底线原则。①在和平发展问题上，中国强调有关 

各方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方面，中国既讲努力 

的方向．也讲坚守的底线。两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的“言必信、行必 

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三)首脑外交的崭新风格。两年来，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以崭新 

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对外交工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习近平主 

席和李克强总理接待各国宾朋，遍访亚洲、欧洲、南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 

数十个国家，出席了许多重要多边会议。特别是 2014年 5月和 11月在中 

国举行的亚信峰会和APEC峰会，更是彰显了中国领导人在主场外交中的 

主持和引领能力。提高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中国 

国家领导人勤政亲民、自然朴实、温文尔雅的外交形象不仅得到国际社会 

的广泛好评，而且还使后者对中国继续发展进步充满更大的信心。②此外， 

中国主席夫人和总理夫人也因其特殊地位和作用为中国外交增添色彩，成 

为展示中国外交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四)讲原则和重情义。与美西方国家外交的急功近利和重利轻义相 

比，中国外交既讲原则又重情义。在西方国家持续制裁津巴布韦的背景 

下，中国更加珍惜两国的传统友谊。2Ol4年 8月 25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 

来访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时，高度评价中津传统友谊及穆加贝为两国关 

系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强调中国人民重情义，永远不会忘记曾经风雨同 

舟、相互理解和支持的老朋友。③中国和罗马尼亚曾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后 

来各自选择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外交虽是国家间关系，但并不排 

斥个人感情因素。习近平主席更是把国家关系和个人感情融为一体。 

2014年9月2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理蓬塔时说道．“谈 

① 金灿荣、王浩：“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和新特点”，《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4年 5月，第 29页。 

② 张清敏：“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外交评论》，2014年第2期，第 15—16页。 

③ “习近平：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曾经风雨同舟、相互理解和支持的老朋友”，新华网．2014年 8 

月 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8／25／c一1112221964．htm。(上网时间：2015年 1 

月 4日) 

· 27 · 



《国际问题研究》 2015年第 1期 

到中罗关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友谊’。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很早就受到中 

罗友好的熏陶。那时候 罗马尼亚的优秀影片在中国家喻户晓。中罗双方 

始终相互尊重、以诚相待、患难与共，中罗友谊之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0”①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原则性和情义观，也是中 

国外交得到国际社会好评 日益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结语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外交思想和战 

略建设．丰富了中国的大国外交实践．指引着中国大国外交运筹和发展方 

向。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在外交理 

论、战略和实践上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特别不能犯重大错误。因此，中国 

今后的外交思想、战略和实践将随着形势发展和任务变化而继续发展：在 

理论建设方面需要更加系统，加强各种新概念、理念和思想的内在和相互 

逻辑关系：在战略思维方面需要更加缜密，加强战略目标、条件和底线的综 

合平衡；在政策举措方面需要更加周全，加强其双向、多向和逆向互动关 

系；在舆论引导方面需要更加超前，加强内外宣传的计划性和推进力度。 

【完稿 日期：2015．1—6】 

【责任编辑：李 静】 

① “习近平会见罗马尼亚总理蓬塔”，新华 网，2014年 9月 2日，http：／／news．xinhuanet．corn／ 

politics／2014-09／02／c
一 1112332651．htm。(上网时间：2015年 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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