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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国际战略的演变及发展规律

□栾琮聪

国际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统一。国际战略环境是制定国际

战略的前提和基础，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就要准确判断时代主题，对本国与他国的实

力做出正确的评估，使国际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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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纵

观当代中国国际战略的演变和发展，从“一边倒”、
“两个拳头”、“一条线”到“不结盟”、全方位外交的展

开，再到“和平发展”国际战略的提出，中国国际战略

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发展的过程，从中不难发现其

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一、中国国际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

不同阶段的国际战略各有侧重，这与不同阶段

国家的总体战略是相符合的。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

安，就要使国际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相互协调。
（一）中国国际战略的发展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也开始了新的篇章。早

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就明确宣布：“中国必须独

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

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

一丝一毫的干涉。”对于如何处理国际关系，毛泽东

和周恩来结合新中国的外交实践，提出了互相尊重

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

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一贯认为，国家无论

大小，都各有长处，应该一律平等。这一原则得到了

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国际

战略与国内改革相统一，整体体现出内向性的特征。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

平理论思想，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总体协调；以胡锦

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则在三代领导集体积淀的高度

上，结合时代特征和国内外实际，提出了统领国家

宏观战略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理念，并在此战略的

基础上，强调中国和平发展，提出在国内构建和谐社

会、在国际上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
（二）国际战略是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统一

国家利益是国际战略制定的出发点和根本归

宿。当代中国国际战略虽然经历四代中央领导集体

的发展，但不论是在与美苏两大国的对峙中保证主

权独立、领土完整、国家安全，还是在 20 世纪 80 年

代“和平与发展”逐步成为时代主题，以改革来驱动

中国的发展，以中国的发展推动世界和平，建设和谐

世界，其战略目标都是一致的延续的，都将国家利益

与国际利益统一在一起。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利益出现了复合化的

新趋向。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交叉、安全利益与发

展利益的融合、软层面利益对其他利益的整合等事

态越来越明显[1]。而在国家利益的丰富内容中，安全

利益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处于核心地位；经济利益

是基础；政治利益则是各项利益的集中体现。国家利

益以及国家利益的新趋向要求我们在国际战略的制

定中一方面要捍卫国家利益，实现国家利益与国际

利益的统一；另一方面要求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实

现安全观念的更新，以更好地捍卫国家利益。
二、国际战略环境是制定国际战略的前提和基础

对国际战略环境的正确判断是国家对外战略选

择的前提和基础。而国际战略环境包含内容十分丰

富，时代主题、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国际秩序都是其

内在包含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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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确判断时代主题是中国做出重大战略决

策的基点

对时代主题判断是否准确，决定了国家总体战

略的框架和趋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命

运。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最高决策层以全球化的视野

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并

最终确立了和平发展的整体思路。中国领导人对世

界多极化趋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带有前瞻性的，这不

仅包含与大国的关系，还包含与发展中国家、贫穷落

后国家与地区的关系。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下，在多极化的有利空间中，我国开展全方位外交，

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
（二）国家实力是国际战略制定的基本依据

英国现实主义思想家爱德华·卡尔将国家实力

分为军事力量、经济力量、舆论力量三种类型[2]。在当

今时代，国家实力又被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军事力

量和经济力量显然属于硬实力，国家的软实力主要

包括政治体系、民族士气、民族文化、经济体制、历史

发展、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因素。舆论力量显然属

于软力量。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主要是靠本国文

化影响以及政府公共外交、双边或多边外交来实现

的[3]。事实证明，软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硬力

量的不足。而软力量和硬力量的有机结合，可以使国

家在国际关系中如虎添翼，游刃有余。
当代中国一直重视软实力的运用和发展。尽管

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同志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观指导下，提出了具有浓厚革命理想主义色彩的对

外战略，但毛泽东一直强调立足与第三世界发展密

切友好关系的国际战略，为中国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和国际影响力。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提出的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被国际社会广为接受。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更加注重积极的、建设性的、有责任的大国形象

的塑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国际机制的创建，促进

了世界和平与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更要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提高普世文化的认同，以文化为力

量，继续实行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不断实现中

华之崛起。
（三）在制定国际战略时，必须对本国与他国的

实力做出正确评估

中国国际战略的制定，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

确判断以及对本国国家实力的综合评估。从毛泽东

的“两个拳头打人”到“一条线”的战略收缩，到邓小

平的战略防御，“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再到新世纪

胡锦涛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我

们国家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创建新的国际机制，提高了在国际上运用综合力量

的能力。只有以经济力和科技力为核心，大力发展经

济，促进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才能有效应对多变的

国际时局的挑战。
三、立足于和平发展国际战略的动态战略调整

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国际战略的必然选择，中

国共产党始终注意从国际战略的层面上考虑中国的

发展问题。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这样一

个大国应该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

为人类做出贡献。这是新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初步探

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不光着眼于中华民族

的发展，而且注意从国际战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角

度考虑问题。而新世纪，胡锦涛更是将中国的和平发

展道路与和谐世界建设统一起来。由此来看，历届中

央领导集体都是以和平发展为出发点，以和平发展

的战略作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基本途径，以此来谋求

中国的和平发展。
中国国际战略环境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

就要求我们根据国际战略环境、国家实力的累积做

出不断的调整。建国之初，由于自身实力的局限，我

国国际战略的核心是维护国家安全。中国改革开放

后，国际形势相对安定，中国经济社会百废待兴，这

就决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新

世纪，面对中国自身不断崛起，以及西方的不和谐声

音，我们从“和平崛起”迅速调整为“和平发展”，而且

强调要构建“和谐世界”。这说明，我们对外战略是根

据不断变化的事态进行不断调整的。时局在变，战略

也在变，不变的是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与发

展的决心与信心。
（责任编辑：董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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