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面临新的世界形势，老战略不再适应新
现实。所有国家如果按照老战略走，都将是
失败的。但对于新的现实，大部分国家还没
有新的战略和理念。

目前，中国已有一套新的理念：新型大
国关系、新型周边关系、新型国际关系。而美
国则坚持三点，即美国的霸权体系、盟国体
系和价值观体系。这三个体系是美国坚持的
所谓的核心利益。只要坚持这三个体系，新
的挑战是无法应付的。

美国搞旧有的盟国体系，如此一来非盟
国就被排斥在外，成为异类。而面对世界上
的各种挑战，尤其是全球性挑战时，美国都
是将自己以及自己的盟国放在第一位，只能
在一小部分国家间动员力量、展开合作。同
时，美国还要防止非盟国的上升，将它们的
力量上升看作第一威胁，而不是把全球性挑
战作为第一威胁。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究
竟俄罗斯是敌人，还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是敌人？美国的霸权体系也是这样，凡是它
制定的游戏规则是不可以更改的，即便要
改，也必须是由美国来改。他国不可以提新
规则，否则就是改变规则。而美国改变规则
则是所谓的维护体系。实际上，霸权还是美
国的出发点。关于价值观。符合美国价值观
的就是和平力量，否则就是世界上的破坏因
素、威胁因素。当前，世界形势每天都在更
新，新问题层出不穷，但霸权国家的战略思
维和逻辑是旧的。如果美国坚持这一套，那
么全世界没办法展开合作，美国的盟国也无
法实现其所需要的合作。因此就出现了法
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离心倾向，法

国率先和俄罗斯合作，而英国则与中国展开
合作。只有日本继续“贴着”美国，但实际上，
日本也在思考这一套是否有可持续性。也因
此，我认为，在战略选择上，美国出现了历史
性的错误。实际上，美国自从反恐战争以来一

直在犯错，在阿拉伯之春、乌克兰危机、叙利
亚危机、难民危机、法国暴恐事件、问题上犯
错，在俄战机被击落以后继续犯错，在中国南
海问题上也一样犯错。在美国看来，除了自己
和盟国，其他都是异类。但是现在盟国也发生

变化了，是不是盟国中也有一部分异类了？
美国这一案例反过来证明，中国新的战

略观、义利观、安全观、发展观在世界上获得
越来越多的认同，中国的价值观符合世界潮
流得人心。这一系列新理念曾经被认为太理
想主义，但事实证明，得人心者得天下。因此，
无论我们搞一带一路还是亚投行，我们不应
怀疑自己，只是需要在做的过程中摸索路径。
提出这些新理念是否在挑战美国既有的

体系？未来是否会出现新老两大霸权？答案显
然是否定的。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多数国家
都能接受中国的这些新理念，这足以说明我
们不会成为新霸权。相反，中国这越来越强调
共同命运、共同利益、共同安全、共同发展。

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这些新观念。比
如最近李克强总理与中东欧十六国领导人
会晤，这可谓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开辟了一
片新天地。此举定让美国十分吃惊，因为这
一片恰恰是苏东剧变的先锋，是社会主义国
家倒向西方的一块空间，如今却回摆了，开
始与中国合作。这一块也在欧盟的难民危机
中率先受到冲击，也是欧盟和乌克兰危机
“接头”的地方，是“一带一路”走向欧洲的必
经之路。捷克总理私下与我们交谈的时候
说，捷克要做“一带一路”的中欧枢纽，集合
所有通向欧洲的陆上以及空中的通道。波兰
表示要做波罗的海的“一带一路”的枢纽，亚
美尼亚等也争着要“做这笔生意”。

可以看到的是，许多发展空间是我们曾
经想象不到的，如今都显露了出来。美国在
南海的挑衅行为完全是旧的战略，是没有力
量的表现，是没有前景的。因此，中国不要掉
到修昔底德陷阱中，要坚持好自己的战略思
想和全新价值观。

中国价值观符合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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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中国
对世界贡献良多，举世瞩目。从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参加联合国大会第 %&届会议的系
列峰会和联合国第 !# 届气候变化巴黎大
会，以及从他所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讲话中便
可见此一斑。

!&#$年 '月 !$至 !%日在美国纽约联
合国总部召开了为确立 !&#$年后发展议程
（该议程目前已经获得通过，正式命名为《联
合国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而举行的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习近平主席参加了系
列重要活动，并发表讲话。我们可以充分地
看到，!&#$年中国在诸如确立联合国 !&(&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
动、以及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
事务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全球发展治理
中国完成千年发展目标最好

!&#$年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实施的
最后一年，也是联合国制订 !&#$年后发展
议程的关键性一年。毫无疑问，中国在落实
!#世纪初联合国所设定的千年发展目标方
面走在了全球之前列。今年 %月 )日联合国
发布的《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指出，中国是全
球完成千年发展目标最好的发展中国家，目
前已基本完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在减
少和消灭贫困方面贡献巨大。根据世界银行
的贫困线标准，中国在过去的 #$年间将近 %

亿的贫困人口减少至近 !亿（根据中国的贫

困线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目前仅为 %&&&

万），大大超过了千年发展目标所提出全世
界贫困人口减半的要求，为全球落实千年发
展目标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不仅如此，
中国还积极参与南南合作，为 #!& 多个发
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帮助，
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正是在这样的
基础上，中国积极地参与联合国 !&#$年后
发展议程的制订。中国政府在今年 $月 #(

日正式向联合国提交 !&#$ 年后发展议程
立场文件，这是中国就此问题所发表的第
二份政府文件，文件在强调“聚焦核心议
题”、“发展模式多样化”、“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合作共赢”、“平等协商”等确立
!&#$ 年后发展议程原则的前提下，提出
“消除贫困和饥饿，促进经济增长”、“全面
推进社会进步，维护公平正义”和“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等三个方面
重点领域和优先方向。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
导下，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协调共同
立场，并与发达国家进行有效的合作，为联
合国最终成功地制订和通过《!&(&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全球安全治理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在联合国框架下，
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向冲突地区派遣军
事人员以恢复或维护和平的一项行动，是
全球安全治理的至关重要一环。作为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参与全球
安全治理，坚定支持并积极参加联合国维
和行动。自#''&年首次向联合国维和行动

派遣军事观察员以来，中国已累计派出了(

万余人次维和人员，先后参加了!'项维和
行动。根据!&#$年'月的统计，目前有(#&&

余名中国军人和警察在全球#&个维和任务
区为和平值守。中国由此成为安理会五大
常任理事国中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兵数量
最多的国家。不仅如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今年'月的联合国维和峰会上就支持
改进和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出了一系列
重大倡议，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
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
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人规模的维
和待命部队。今后$年，中国还将为各国培
训!"""名维和人员，并向非盟提供总额为+

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
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所有这
一切无可争议地体现出中国在积极参与全
球安全治理方面，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而甘愿承担重大的国际责任，树立起当代
国际体系中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全球气候治理
中国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在全球层面，今年气候治理最为突出的
成果是，+!月+!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大会上一致同
意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巴黎协定》。应对
气候变化的全球气候治理方面，《巴黎协定》
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
书》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协定共!'条，为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了安
排。中国为《巴黎协定》的最终成功通过做出
了创造性的贡献。首先，中国力促巴黎协议

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国明确提出“协议,决
定”的务实建议，主张协议以!&!&年后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安排为主要内容，鼓励
各国提交的自主贡献目标置于有法律约束
力的决定中。其次，中国积极倡导各国积极
提供资助贡献文件，并对整体成果进行定期
盘点，同时为了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
国强调发达国家应及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技术与资金，协助后者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
能力。第三，面对此前发达国家并未很好承
诺的资金支持承诺，中国不仅积极敦促发达
国家必须兑现在!&!&年之前每年为发展中
国家提供#&&&亿美元资金支持的承诺，还以
身作则地展现了大国担当，在今年'月宣布
设立!&&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
作基金。最后，中国强调共赢，坚持巴黎协议
处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内，反对
本届大会议程抛开《公约》另搞一套。在中国
的坚持下，此前个别国家反对“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的声音在本届大会期间基本消
失，强调坚持原则的中国立场不仅维护了巴
黎会议的整体秩序，也为协议的最终达成作
出了自己的贡献。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巴黎气候大会
开幕式发表重要讲话时所指出的那样：“巴
黎协议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作为全球
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
努力是一面镜子，给我们思考和探索未来全
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
宝贵启示。”毋庸置疑，中国将继续沿着习主
席所提出的参与全球治理思路，积极广泛深
入地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
公正更加合理，并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
造有利条件。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贡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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