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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年是中国新领导集体落

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第一年! 在中

国外交中具有特殊意义" 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中国外交

的布局和开局之年!强调战略思维#

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 全面布局和

重点突破! 从而使中国外交新政闪

亮登场!成绩斐然"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运筹帷幄!

从战略思维的高度对中国外交进行

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 在党的十八

大和$两会%胜利召开后!中国外交

工作全面展开! 体现了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的战略思维"所谓战略思维!

就是全面# 系统和长远地思考和规

划" 在年初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国

外交的第三次集体学习和一系列外

事活动中!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了中国外交的战略指导思想! 即坚

持改革开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

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月!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

交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的主

要任务是!总结经验#研判形势#统

一思想#开拓未来!确定今后 &'(%

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 基本

方针#总体布局!明确解决周边外交

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

方案"与此同时!习总书记根据内外

形势变化! 在中国外交工作方面提

出了 $中国梦%#$新型大国关系%#

$新义利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新思想和新理念! 还分别对中非关

系和周边关系提出$真#实#亲#诚%

和$亲#诚#惠#容%的新理念"新领导

集体在外交实践中强调外交 $事在

人为%!要有进取性#务实性和灵活

性&强调国别区域外交$包容共赢%!

以宽阔的胸怀指导和处理同有关各

方的关系& 强调领域外交要全面综

合平衡! 争取在国际制度化和规范

化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强调在众多

的外交工作中要抓好重点! 在大国

关系和周边关系方面取得突破" 有

鉴于此!中国外交在实践#理论#战

略和政策的高度协调中! 在较短时

间内实现的战略规划和战略落实方

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年中国外交亮点众多!开

局成功"两会一结束!习近平主席就

出访俄罗斯# 非洲和出席金砖国家

会议"此后!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加

州实现了会晤!中国领导人出席$二

十国集团%# 上合组织峰会#)*+,

峰会#东亚峰会!以及中国分别同东

盟#欧盟#中东欧国家举行的领导人

会议"与此同时!中国更加重视国际

领域治理!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

在世界经济领域的主平台作用!积

极主张发挥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性

规制作用!重视联合国$!%#& 年后

发展议程%!加强气候变化的国际机

制建设等"

重点突破和以点带面是 !%&$

年中国外交战略的又一特点" 国际

形势瞬息万变!外交工作千头万绪!

需要牵住主要的$牛鼻子%!这就是

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 $大国是关

键%和$周边是首要%" -月!习近平

主席应邀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

同奥巴马总统实现了两国新政府组

成后的首次首脑会晤" 习主席和奥

巴马总统就共同推进中美新型大国

关系达成共识! 双方努力走出一条

新兴大国和既成大国不对抗不冲

突# 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的历史新

路" 此后!中美双方又举行了$战略

与经济对话%# 军方领导人互访#人

文对话!拜登副总统年底实现访华!

如此密集和深入的对话延续了元首

外交形成的中美合作势头! 同时也

对双方在网络安全和中国宣布设立

防空识别区等问题上的分歧加强了

沟通"

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实现中国与各大国关系的良性互

动#合作共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关于运筹大国关系的

重要理念! 正在有力地推动着中国

和传统大国# 发展中大国和地区大

国'即$中等强国%(的关系!并在向

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

关系扩溢!产生着正面效应"

#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是新

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第三个特点%

在国际挑战增加的背景下! 国际上

有人渲染中国会$国强必霸%和$放

弃和平发展%的可能!国内也有人主

张对外示强" 但中国新领导人强调

外交$战略定力%!即认准长期战略

目标!克服短期行为的诱惑和冲动!

同时以相对超然的心态看待发展过

程中的顺利与挫折" 中国在实际处

理南海海洋权益争端时! 同东盟共

同启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程!

同越南达成了加强海上合作与减少

海上摩擦的共识! 同文莱提升了战

略性合作! 并在处理中日关系时表

现出大国的$战略进取%和$战略耐

心%"$底线思维%的实质就是风险思

维! 即在任何时候都要把问题和困

难设想得多一些! 这也是中国外交

在面对未来挑战时的必要思想和物

质准备" 由于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上的坚定立场和在危机预防方面的

战略预防! 中国外交实际上缓解了

诸如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等本来可能

恶化的热点问题! 也为将来的危机

预防和管理奠定了建设性基础" 顶

层设计# 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的结

合!既明确了中国既定的战略目标!

也清楚勾勒出中国对外关系的上限

与下限! 体现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清

晰度和透明度! 为地区和世界的和

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 ! ! !今年，中国形成了“六位
一体”的大外交。我国与大国
要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
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我国与周
边国家坚持与邻为善，以邻相
伴，睦邻友好，创造平等、互
利、互信、合作共赢的环境。我
国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
朋友和真诚伙伴。我国积极参
与多边事务外交，使国际秩序
和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
发展。我国推进公共和人文外
交，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
我国开展政党和民间外交，奠
定了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
础。
我国现今外交的新特点是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多形
式和顾长远。 吴力平

今年中央召开的周边外交
工作会议，史无前例，意义深
远。要求全国上下都要有新战
略思维，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
和实践自觉，始终将做好周边
国家外交工作，作为我国走民
族复兴之路，实现“中国梦”的
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这
样，才能牢牢把握我国正处在
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

我们要善于把握大局，牵
住牛鼻子，真正做到国际国内
两个大局统筹，才能在纷繁复
杂、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中站
稳脚跟，抢抓机遇，克难制胜，
积极推进国际形势特别是与周
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朝着有利
于我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开
创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来发展。

丁耀德

当前的中美关系到底如
何？恐怕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
你说好，又常常出现这样那样
的问题；你说不好吧，有时候也
挺融洽，让人羡慕不已。原因很
简单，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总
要求别国跟它步调一致。一致
了，就笑脸相迎；不一致，就会
制造摩擦。我们在坚持有理、有
利、有节的基础上，通过谈判、
合作、加强沟通解决问题，只能
这样。 钱兆熊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
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
今日中国，综合实力在不

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
!"#$年取得突破性新进展，中
国正在逐步走上世界的中心舞
台。在国际关系中，我们秉持平
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
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中国理念，已经
在世界范围获得相当程度的认
同。合作共赢是国与国之间最
合理的、最和谐的共处方式，既
利人，又利己；既合作，又竞争；
既相互促进，又相互激励；既面
对现实，也不是拒绝竞争，是以
理性的态度寻求中国与各国的
和谐发展。 张文君

中国的“原则外交”使国民
深切体会到了中国政府坚持正
义立场的决心，又表明了中国
政府有能力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的坚强信心，从而使全体海内
外中华儿女感到无比踏实和放
心，极大地增加了中华民族的
自尊心和自豪感。 刘金宝

战略思维谋长远 外交新政有突破

明年$中国要抓住六大机遇
! ! ! !今年! 中国新一届政府在战略

上运用了自己的一套新的思维模

式!在 !%#$年一开局就夺回了战略

主动权" 在 !%#$年的基础上!中国

在 !%#.年还会有更大更新的构想!

需要抓住更多的战略机遇"

机遇一! 是构建亚洲利益共同

体" 亚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济全

面上升的区域! 而中国在这一地区

则是火车头" 世界经济的中心也正

在向亚洲转移" 对于大多数亚洲国

家!中国需要$让利%!与之分享一部

分好处! 这也符合习近平主席所提

出的中国的亚洲战略+++义利观!

既讲道义!也讲利益"

机遇二! 周边热点争取战略主

动" 在朝鲜半岛稳定和无核化问题

上! 中国发挥了作用" 在南海问题

上!中国有所突破!已经同越南取得

了一定的谅解" 将来中国需要在这

个问题上实现双边与多边结合共同

开发"对于东海问题!日本可能会默

认钓鱼岛争议和中国东海防空识别

区" 包括美国撤军后的阿富汗重建

问题! 中南半岛跨界少数民族问题

等都将成为 !"(.年中国可以争取

战略主动的周边热点"

机遇三! 大国力量对我有利变

化"目前!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加

大! 美国财政危机爆发也制约了它

的战略能力" 与此同时!同韩国#澳

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的同盟关系松

动"这些都共同为中国提供 !"(.年

新战略机遇"

机遇四! 大国自由贸易协定

&'()'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加速%在贸易投资领域!各个大

国都在展开活动! 全世界都在进行

新一轮的贸易投资规则制定"对此!

中国也要迎头赶上" 如果加入脚步

慢了! 就必然得在诸多协定中按照

别人既定的规则办事"因此!十八届

三中全会提出的很多改革内容都是

针对国内!先把国内需要进行改革#

开放的部分做好"这样!在同他国进

行谈判就相对比较容易"比如!上海

自贸区!对中国来说!这就是一个新

的战略机遇! 即如何将国内的改革

同世界新一轮的贸易自由化结合起

来进行统筹"

机遇五! 全球分工体系与价值

链重组%目前!世界各国都在进行新

一轮的分工体系! 特别是西方国家

提出要进行再工业化! 而这就需要

资金" 但是!美国背负着巨额债务!

欧洲也刚从欧债危机中逐渐恢复"

因此! 中国的资金如何用! 投向何

处!变得格外引人关注"这就需要我

国政府的慎重考虑" 十八届三中全

会提出要建立中国新的比较优势"

我认为! 中国目前已经有了新的比

较优势! 已经从劳动密集型向资

本'技术'劳动组合优势转变!从出

口廉价商品转为大规模出口技术设

施!成为承包工程的第一大国"

机遇六!统筹内外资源!支撑长

期发展% 中国在配置国际资源问题

上的发言权越来越大" 这是因为美

元独大的局面正在改变! 人民币升

值!很快就要变成可兑换货币!这使

得用人民币直接购买资源以及世界

的商品和服务变得容易" 而中国人

出国购买商品# 移民定居等也越来

越多" 从而中国可以很大的影响世

界资源的配置!如欧美的技术市场!

东亚的人力资源!中东'非洲#俄罗

斯与中亚的能源资源! 南美与澳大

利亚的矿产资源!以及海洋资源等"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 ! ! !今年!中国领导人提

出了很多顺应友邦诉求#

有利于共同发展与繁荣

的建议和主张" 除新的丝

绸之路#筹建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等外!最引人注目

的是携手共建 $中国'东

盟命运共同体%"

$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与$睦邻友好%一直都

是中国的国策"今年中国

新一届领导人顺应时代

潮流!进一步创造性地发

展了这一国策! 提出了

$命运共同体%倡议"

首先!$命运共同体%

基于 $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与$睦邻友好%!但又

有所超越"中国真心诚意

地希望!自己的迅速发展

一定要 $惠及周边%&同

时!也期盼周边国家反过

来有力地支撑中国!帮助

中国实现伟大的民族复

兴!$好梦成真%"

第二! 这一倡议充

分表明! 尽管中国综合

国力提高了! 军力也提

高了!比过去更有底气!

更有自信! 说话也更加

有分量" 但中国从不把

东盟或周边任何地区视

为自己的$后院%或$势力范围%!

从不反对友好邻邦与其他大国

发展关系"

第三!客观上!这也是对各种

版本$中国威胁论%很好的回应"

$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

弧%在中国$命运共同体%倡议的

阳光下!只能是$此路不通的独木

桥%"

要强调的是!$命运共同体%

并非虚幻"经济上!它有新的丝绸

之路和筹建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建议和主张的支撑" 政治和安全

方面!最近中国与文莱#越南#印

度等达成的一系列协议! 有助于

共同掌控分歧! 缓解乃至化解矛

盾! 维持和平稳定与合作发展的

大局!带有方向性和示范性&也是

中国 $亲诚惠容% 理念的生动体

现!在一定意义上!也符合$命运

共同体%的发展方向"

王隅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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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开局年 展示新理念中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