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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

局，在外交领域推出一系列组合拳，提出一系列重大的新战略、新概念，使中国外交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变化，引起了世界上的广泛关注。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统筹谋划，及时化解新

挑战、新问题，落实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新战略、新构想，是当前中国外交战线的首要任

务。为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于 2014年 9月 20至 21日召开“十八大以来中国

外交：战略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汇集国务院侨办、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联部世界

问题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防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国际

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政府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的 30余位学者展开内部研讨，

在对十八大以来外交进行充分评估的基础上，就如何判断、应对当前外交情势，提出了自己

的分析与建议。 

 

一一一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 

 

在学者们眼中，从政策内容上看，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全方

位的内容设计，在大国、周边、战略支点国家、国际责任等外交层次都提出了明确的构想，

特别是周边外交的地位较前更加突出。第二，更加重视国内国际两条战线的联动，特别是通

过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内外联动的制度架构开始建立。第三，将经济因素从工具层

次提升到战略层次，如“一路一带”的设计，致力于带动政治、安全环境的改善。第四，更加

坚定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在提出新型义利观的同时，底线思维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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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风格上，则体现为：第一，政策的主动性更强，出现了由“不出事”到“谋事”的变

化，战术上不再强调 “韬光养晦”。第二，战略布局的能力更强，从被遏制变成操盘手，在

坚持“维稳”的同时开始谋势。第三，战术上更具灵活性，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中央敢于出

手也能收手，敢于冒险也能妥协。 

在充分肯定当前中国外交的同时，学者们也坦率地指出了存在的不足。主要是： 

第一，概念过多，统筹不够。提出了很多概念，如“命运共同体”、“亚洲安全观”、“新

海洋观”、“一路一带”、“新型大国关系”等，给人的感觉像四面出击，同时对这些政策、概

念目标之间的矛盾缺乏妥善处理。例如，既强调要树立和平共处的形象，又强调要更加强硬

地维护本国利益，结果在处理战略目标、战略手段和战略节奏之间的关系方面有点乱，国安

会在这方面的统筹还不够。 

第二，在手段、方法上还比较粗糙，减损了外交的效果，在如何争夺第三方方面表现得

尤其明显。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主管领导风格的变化。以前周总理主管外交，很多细

节都要亲自过问。二是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当前外交事务更加庞杂，难免失之过粗。三是

当前中国外交队伍人员大多没有经过历炼。四是心态、认识上的，比较忽视小国外交，从而

失之粗放。 

总体上看，学者们认为中国外交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总的外交战略格局与我对

国际体系的看法与处理办法正在发生改变。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基本做法仍是接受美国的

体系，而在习近平时代，中国已开始以我为主、改变现状。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首先是能

力的变化，但本质上是思维、心态的变化，中国对自己的大国地位有了更多的认识与期待。

从结果上看，近几年中国外交已取得积极成果，但仍和外部世界处在战略相持的阶段，美国

以及相关国家的对华战略并未有大的改变，中国外交真正困难的时期可能还没有到来。 

 

二二二二．．．．当前中国面临的环境与挑战当前中国面临的环境与挑战当前中国面临的环境与挑战当前中国面临的环境与挑战 

 

学者们认为，美国因素是影响中国国际环境的核心要素，从直接、间接两个层次影响着

当前中国外交。具体体现在： 

1．直接层次：美国已明确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战略处境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特别是自从 2009年美国战略转向

亚洲以来，美国战略判断发生了变化，外交政策重心从全球反恐转向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

中国已被美国明确视为竞争对手。在美国看来，强势崛起的中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在亚洲

推行其控制计划（master plan），未来的发展方向亦不确定，它在对华关系方面只能做最坏

的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亚太再平衡将成为美国的长期战略部署。如果不是出现重大的国际战略

事变，仅凭当前的中东、东欧局势以及美国政党更替，可能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

具体来看，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在军事上威慑中国，中国是目前美

国唯一有明确作战计划的大国；第二，在经济领域从美国国内自身做起，对外通过推动 TPP，

做好与中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第三，直接介入海上问题，特别是中国同周边邻国的

海上问题，并借此加紧同盟友的军事联系；第四，在中国周边策动颜色革命，扶植亲美政权，

挖中国墙脚。 

2．间接层次：美国因素推动周边环境复杂化 

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中存在着两类问题：一类是安全问题。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的民

族、领土、宗教和资源问题，成为引发国家关系，特别是周边关系紧张的四大要素。一类是

发展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各国都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于是围绕领土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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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夺开始加剧，金融危机的发生使这种争夺更趋激烈。美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以及双边

同盟体系强势介入，利用南海问题恶化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利用 TPP分化中国

与周边的经济联系，进一步使得中国周边关系更趋于紧张。 

日本仍是美国牵制中国的桥头堡。除了美国的煽动之外，学者们多注意到，中日关系紧

张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综合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难以接受中国的崛起，且对二战

后的体系安排耿耿于怀。另外，目前僵局也是两国关系发展日积月累的结果。日本媒体的报

道越来越偏离现实，而日本政治家长期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拿价值观来说事成为他们应对

中国的一张牌。还有就是日本政治家决策注重短期效应，搞哗众取宠，缺乏战略视野，缺乏

创新意识。当然，“中日必有一战”的说法并不成立，无论从两国关系实际状况、国际局势等

方面都不支持这种说法，但中日关系确实也不能完全排除擦枪走火的可能。鉴于右倾的安倍

可能连续执政，中国要做好长期周旋的准备。 

其他周边问题包括：第一，南海问题等海洋领土主权争议，已成为地区战略格局重组的

重要因素，短期内不好解决，使得中国地缘环境趋于恶化。第二，僵持已久的朝核问题，是

地缘政治问题的潜在爆发点，中国容易被其拖进去，必须高度重视。第三，东亚安全机制短

缺的问题。过去认为安全不可控不好谈，与周边打交道时突出经济，安全方面是短板，今后

应加强在东亚建立安全机制或安全架构的紧迫性。第四，阿富汗问题。现政权可能不会随着

美军的倒退而立即倒台，对中国的紧急挑战体现为该国局势出现安全缺口，对整个地区稳定

形成挑战。如果放任不管，可能对中国西线安全甚至国内新疆稳定都产生重要影响。这些问

题在不同程度上与美国相关，其处理与应对都绕不开美国因素。 

3．中美冲突的可能性分析 

对此学者们总体上持谨慎乐观态度，其理由包括：第一，中美都是超大型、全能型国家，

谁也不可能彻底打败谁；第二，中美都是文明型国家，比较具有包容性；第三，中美社会文

化都是世俗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大国间战争对他们来说其实很难想像；第四，新时

代，核武器全球化迫使中美合作；第五，市民社会发展快，反战力量和声音大，这点在美国

特别明显；第六，从国际规则来看，美国将世界从霍布斯主义带入洛克主义时代，客观上减

少了大国竞争导致战争的可能性；第七，中美经济上依存、存在广泛的人际与国际合作网络

与对话机制，这都是制约中美冲突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些分析，多数学者认为：中美现在处

在过渡阶段，其他形式的战争如网络战、金融战、太空战是有可能的，但很难设想两国发生

直接的大规模军事战争。 

持悲观态度的学者则主要强调当前情势以及中美关系中的某些特殊面，如双边关系中容

易导致对抗的因素，以及第三方因素的影响。从军事技术的角度进看，中美发生直接军事冲

突的门槛也在降低。这些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当前局面严峻，需要谨慎对待。特别是未来十

年，中美关系可能会非常困难。 

 

三三三三．．．．中国外交的未来取向中国外交的未来取向中国外交的未来取向中国外交的未来取向 

 

对大国外交来说，外部环境与挑战是客观因素，内部的能力基础是主观因素。两者结合

在一起，也就决定了未来中国外交的未来取向。 

1．国内影响因素 

学者们普遍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内部发展，影响中国外交转型的最主要因素还是中国

自己。当前中国仍处于一个历史过渡期，国内风险非常大，为外交带来诸多不可控因素。 

第一是经济发展。由于经济上的强势崛起，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相应的是中

国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对西方压力很大，担心中国将从根本上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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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500 年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同时，中国自身实力还有严重不足。GDP

的第二位并非真正的第二位，软实力和文化方面还比较滞后，外部缺乏美国那样的盟友阵营。

而且，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仍是一项关键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对自身实力有一个恰当的

估计，我们的能力与这个时代的挑战之间的差距是较大的，能力建设今后仍是个问题。 

第二是民族主义。学者们普遍注意到，民族主义的上升正在成为一项重要的趋势。中国

过去三十年来出现的最伟大变化是国家与社会形成了新的关系，国家仍然很强，但社会也有

了一定的发展，这已成为民族主义的强大源泉。从更大范围看，民族主义在所有国家中都在

上升、变强，这在大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民族主义情绪在外交决策中的负面影响，值

得高度关注。 

第三是不断增强的强势领导。有学者判断，未来十年中国将走上一条新权威主义的道路，

其政策取向是市场经济、法制、民生、政治控制和对外示强。这影响不但在内部，也势必外

溢到对外政策上来。 

第四是体制的促进与约束功能，包括国内整体的政治体制与外交决策体制。当前体制在

外交方面发挥的功能还较有限，甚至比较负面。相对来讲，俄罗斯外交手段的成熟度远远超

过中国。所以，中国外交转型的最大限制是国内限制，最大的难点是国内统筹，如何降低国

内体制对外交的干扰甚至消极影响是中国外交的最大优先议题。 

2．未来十年的总体外交取向 

展望未来，学者们认为中国外交做到如下几点至关重要。 

第一，超越对抗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现有国际体系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此，根本原则

应该是追求合作，超越对抗。这首先是中国自身利益的需要。中国的力量不可能、也没有必

要压倒当前以西方为主的体系，应该善于利用、借助这种体系实现自己的崛起。未来十年中

国外交的核心应是沿着过去十年追求国际合作的轨道走下去，避免提前战略摊牌和犯颠覆性

错误。其次是国际关系变化的需要。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复杂的，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不

是非黑即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外交目标及其战略必须是复合式的。从目标上看，必须在不

同的层次处理好求同存异的关系。应该在具体的利益层面存与世界之异，在更高的价值层面

求与世界之同，努力将间隙和平变为持久和平。 

第二，超越韬晦 

有智慧的政治家必须有韬光养晦的谋略，有所作为则体现为外交上的成就，应辩证看待

两者关系。现在对奋发有为的理解存在误区，即把它与强硬等同起来。奋发有为其实是一种

做事的心态和风格，而不是非得体现为具体事项中的某种强硬行为，所以与韬光养晦并不矛

盾。奋发有为和韬光养晦是政策两面，必须两者兼具。要先威后恩，有威慑力才能讲亲诚惠

容。另一方面，越是有所作为越需要韬光养晦，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防止狂妄自大、骄纵

蛮横。 

第三，外交创新 

国际形势的变化给中国外交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从战略、手段、话语等方面进行外交创

新十分必要。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点十分必要：一是推动政府智库、大学及民间研究机构为政

府献计献策、发挥更大的作用，进一步推动外交决策机制与思想的创新。二是创新中国的外

交形象。中国现在很重视国家形象的树立问题，包括提出新的安全观、义利观等等。但更关

键的是如何实现这种形象塑造的路径，空的概念无助于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当前，中国最

缺的东西不是硬实力，而是一种相适应的形象。进行更大努力的形象塑造与实践，应该是中

国外交的一个重要任务。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李开盛、束必铨、崔荣伟、顾炜整理并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