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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多极化是冷战后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特征。冷战结束 20 年来，中国对世界多极化的认识既有变化

之处，又有不变特质。在此基础上，中国确立了顺应世界多极化的对策。深入考察冷战后中国对世界多极

化的认识与对策，对于理解冷战后中国的外交战略，促进世界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冷战后中国对世界多极化认识的嬗变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苏联和东欧的动乱与剧变，中国开始认识到存在 40 多年的两极格局正在走向

终结，世界正在向多极格局的方向发展。邓小平在 1990 年初就敏锐地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

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

也算一极。”[1]353 不过由于当时旧的格局还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对世界格局的转变情况还有待

继续观察，邓小平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世界多极化”说法，也没有提出从两极向多极转变是一个长期的历

史过程。
1991 年苏联解体后，国际社会无论是主要力量对比还是国际战略态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力量对

比看，新独立的俄罗斯的综合国力无论是与美国相比，还是与原苏联相比都相差甚远，特别是在最为重要

的经济领域滑落到世界大国的末位；美国虽然在与苏联对抗中笑到最后，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综合优

势渐趋缩小；而欧盟、日本与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从战略态势看，原来界限分明的大国关系因苏联

的解体和俄罗斯的西化而进入一个需要重新审视与定位的阶段，开始变得飘忽不定，充满起伏。正因为此，

在冷战结束后初期，中国在 1992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共十四大报告中先后明确提出“世界旧的格局

已经终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2]和“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3]

241 等论断。
进入 90 年代中期，随着美国克林顿政府政策的内向化、世界大国关系伙伴化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深入发

展、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对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的态度明显乐观。如 1994 年、1996 年和 1998 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分别指出，“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明显增强”[4]，“世界加快向多极化发展，新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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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主要力量实力的变化和战略关系的调整，中国对世界多极化发展态势

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而冷战后世界多极化固有的内在属性又使中国对世界多极化的认识呈现出一些不

变的特质。面对世界多极化的历史必然性与积极作用，中国不仅高度重视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而且

确立了适宜的目标、方式与重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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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日渐明朗”[5]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6]。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证明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加速，

中国对世界多极化的表现也进行了阐述。如 1997 年的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

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着

重大而又深刻的调整。各种区域性、洲际性的合作组织空前活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在增强。”[7]39

到了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又发生深刻的变化。美国经过数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率先进入

“新经济”时代，扭转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衰退局面，其综合国力优势更为明显。为了在新世纪继续实

现霸权护持，其谋划单极世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明显肆虐，先后发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

伊拉克战争三场不对称的局部性战争。俄罗斯深受经济衰退和国内动荡之苦，还没有从转轨的阵痛中走出。
日本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状态，早期寻求独立自主的外交尝试重新为依赖美国、借重美国的“搭便车”战略

取代，美日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进一步强化。而东亚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印尼、巴西、阿根廷、
韩国等发展中大国遭受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袭击，不是陷入政治动荡，就是经济严重倒退，在国际社会的影

响与作用有所减弱。中国虽然此时政治经济稳定，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但国际社会的这些变化，加之美国

在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军机南海相撞等问题上对中国主权和安全的严重侵犯和伤害，使中国

深刻感受到世界多极化的进程并非一蹴而就、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激烈的较量，开始再次强调世界多极化

进程的长期性与曲折性。如在 1999 年美国袭击中国驻南使馆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国就先后指出，“多极化

格局的形成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其间会充满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激烈斗争”[8]515，“多极化格局的最终

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8]516。此后数年中国无论在对内还是对外场合，只要阐述国际形

势，就一直坚持“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9]138 这种明显审慎的观点。
2005 年以后，国际形势又开始出现对建立多极格局有利的状况。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不仅实现了

国家局势的稳定，而且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扭转了上世纪 90 年代的衰退局面。欧盟通过签署《里斯本

条约》，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取得重大突破，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愈加明显。一些发展中大国回到正常

发展的轨道，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增强。中国经济经过连续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世界经济强国前

列，国际影响力更为突出。而美国随着“新经济”的破灭，经济已经数年陷入低速增长之中，2008 年爆发

的金融危机使经济形势更为恶化。时至今日，虽然形势明显好转，但并没有彻底从危机中走出，仍有许多

不稳定因素，国际治理与管理能力出现诸多削弱的表现。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世界多极化的判断再次趋

于乐观。如 2006 年、2008 年和 2011 年发表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先后指出，“世界格局处于向多极化过

渡的重要时期，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局面有望改善”[10]，“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11]和“世界多极

化前景更加明朗”[12]。

二、冷战后中国对世界多极化认识的不变特质

虽然中国对冷战后世界多极化发展态势的认识不断变化，呈现出一条“中性 - 乐观 - 谨慎 - 乐观”的

轨迹，但由于当今世界的多极化本身具有诸多内在的属性，中国对世界多极化的认识也任凭国际风云变幻，

呈现出一些不变的特质。
第一，世界多极化作为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变。虽然冷战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进程充满曲折，但中国对

世界多极化发展总的定位不变，即把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一道作为不以个别人或国家主观意志而转移

的时代发展趋势。因此，中国在阐述“世界多极化”时，总是把其与“趋势”连在一起，把其提升到当今

时代发展客观规律的高度。如江泽民在 1997 年访问俄罗斯时指出，多极化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

流”[8]513；在 1999 年“上海五国”机制元首会晤时指出，“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的进程虽然曲折复杂，但

这一发展趋势不可阻挡”[7]401；同年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多极化“这一历史方向不可逆转”[8]516；

2000 年在会见德国副总理菲舍尔时指出，“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13]；2002 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并未改变”[14]；2003 年胡锦涛和普京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
指出，“世界多极化乃大势所趋”[15]；2005 年中俄两国发表的《关于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指出，

多极化是“当前人类发展阶段的重要趋势”[16]。2007 年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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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冷战后的现实看，中国关于世界多极化系当今时代发展趋势的认识都是正确

的。从历史角度看，从现代国际关系产生以来，世界出现过多极格局与两极格局，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单极

格局。尽管有些西方学者称近代社会以来出现过“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和“美利坚治下的和平”。但实际

上英国和美国并没有主宰世界，甚至连大国长期争夺的欧洲都不能主宰。德国在 20 世纪两次企图称霸世

界，也均告失败。从冷战后的国际现实看，美国独大的优势虽然明显，但世界并不是一个单极世界。美国

在许多事务中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受到其他大国的掣肘，并不能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不要说中国、俄

罗斯实施独立的外交政策，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听任美国的左右，就连美国传统盟友法、德等国也不

时与美国产生尖锐的矛盾。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地位总体上升，西方国家召开首脑会议时同时召开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议，发展中国家代表不断增加。近些年来，由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组成的二十

国集团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加强全球治理、共商世界大事的主要平台。这些都表明单极化

是美国的主观战略，多极化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
第二，世界多极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不变。由于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均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特

点，二者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论述世界多极化常常与经济全球化放在一起。但与强调经济全球化是一

柄双刃剑、具有鲜明的两重效应相比，中国对世界多极化的影响则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中国之所以从正面

理解冷战后的世界多极化趋势，关键是它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
对此，中国在冷战后多次用不同的话语，表达相同的认知。如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多极化趋势

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7]39；1999 年江泽民在地方考察时指出，“多极化趋势，反映了国

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历史的发展，有利于削弱和抑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

际政治经济新秩序”[8]515；2000 年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指出，“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是时代进

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9]108；2002 年江泽民访问德国时指出，“致力于

建立一个多极世界，符合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利于体现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与利益，有利于推

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平衡发展”[9]473。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上，欧美大国形成的世界格局也多是多极格局，中国对其历史

作用主要持批评的态度。为什么同为多极格局，中国的认识却截然相反呢？主要在于中国认为世界近现代

史上的多极格局与冷战后世界多极化发展后形成的多极格局有着主体、性质和作用上的根本性区别。世界

近现代史中的多极格局的主体都是西方大国，他们不仅对世界中小国家进行欺辱，而且相互之间争夺，造

成世界局势的紧张。即使实现暂时的和平，也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冷和平。而在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向的多

极世界中，广大发展中国家是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民主与和平力量的壮大，对国际社会起着积极的作用。
因此，中国多次强调，虽然两个时期的多极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利用物理学中的相互制衡原理实现和

平，但冷战后世界多极化发展的结果，必然“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9]108。
第三，世界多极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变。世界多极化是指世界格局逐步向多极格局转变的过程。由于

世界格局既是一种力量对比，又是一种战略态势对比。因此，无论世界多极化如何变化，其内在的主要影

响因素是不变的。一个是综合国力，即实力的变化，另一个是主要力量之间战略关系的变化。这些从冷战

后世界多极化的嬗变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这两个因素中，综合国力是基础，是自身因素，决定着世界

格局的基本面貌。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一国不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力量；没有多个国家的群体性崛

起，国际社会也不可能形成多极格局。之所以说冷战时期是两极格局，19 世纪是多极格局，其基本含义就

是当时的国际社会分别存在两个和多个力量中心。也正因为此，中国在阐述多极化时，总是从综合的角度

说“世界多极化”，而没有采用学术界有时运用的“政治多极化”提法。
当然，如果不把国家置于国际社会互动之中，孤立、静态地看待综合国力和世界格局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任何国家都处于动态变化的国际社会，只有通过国际行为才能体现出世界格局的影响。由于任何国家

都想最大化地把自身的实力转变为能力，在实力不变的前提下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于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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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间的战略关系非常重要，其调整变化成为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另一重要变量，对国际社会会产生巨大

的影响。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能够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产生深远作用，不仅在于存在两个超级大国，更在

于两个超级大国领导两大阵营长期对抗。因此，冷战后主要力量之间的分化与组合，不仅影响着国际社会

的基本状态，而且决定着世界多极化的现状与走势，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在阐

述世界多极化发展根源时，总是既出现类似“国际战略力量消长变化”[11]的话语，又出现类似“大国关系

出现新的深刻调整”的话语。[18]

三、冷战后中国顺应世界多极化的对策

面对冷战后世界多极化的历史必然性和积极作用，结合影响世界多极化发展的主要变量，中国确立了

顺应和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对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高度重视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由于世界多极化不仅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而且其发展进程

会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冷战后高度重视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争取早日形成一个和平、和谐

的多极世界。于是，冷战后 20 年，中国在多种场合极力表达将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决心。如江泽民

在 2001 年新年贺词中表示，中国愿意“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为促进世界多极化，建立和

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奋斗。”[19]在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表示，中国“愿与

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9]566。温家宝在

2004 年和 2005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先后表示，中国要“坚持促进世界多极化”[20]和“将继续推动世

界多极化”[21]。在实践中，中国坚决反对某些国家谋求主宰世界，建立单极世界，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

行径，强调通过加强国家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推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
其次，把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作为根本目标。冷战后，中国明确指出“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世界多极化战略的目标自然也服从于这一宗旨。中国把推动世界多极化作为实现外

交宗旨的手段，主要与当今国际形势有关。在当前国际社会，法理主义还不能完全有效阻止某些霸权主义

行径，需要借助于在全球或地区舞台上出现多个均衡力量中心，从而扩大各国的外交回旋余地，使个别国

家的实力政策的运用受到制约，从而维护国际社会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因此，中国追求的世界多极化“并

非针对特定国家，而是世界各种力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协调和对话，不搞对抗，共同维护世界的

和平、稳定与发展。”[9]473- 474 其目的是“推动世界各国各地区平等竞争、互利合作、和平共处、共同繁荣。”
[8]526 它并不损害各国的正当利益，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它们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行径。显然，中国

的世界多极化追求与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保持国际社会多样性，建设一个民主和睦、公正包容的和谐世

界有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推进世界多极化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要手段，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推进世界

多极化的必然结果。正因为此，中国关于世界多极化的论述常常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连在一起。如 2011 年

胡锦涛访问俄罗斯时表示，中国将继续“坚持不懈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22]。
再次，把增强综合国力和构建伙伴关系作为基本方式。由于国家实力和国际战略关系是影响世界多极

化的主要变量，中国在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基本方式上也是注重在这两个方面内外兼修。对内就是重视综合

国力的提高，夯实自身在国际社会立足的根基，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以自身的发展

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23]当然，中国也认识到，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国不可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

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但中国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方式不是以大欺小，而是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

发展双边关系，在公平竞争与合作中实现综合国力的提高。对外构建有利于多极化的战略关系方面，中国

强调通过伙伴外交实践争取更多支持世界多极化的力量，争取形成相对均衡稳定的战略态势。这种伙伴外

交实践以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为准则，以各国保持独立自主为

鲜明特征，以各国通过相互合作，实现增信释疑、扩大共识、共同发展为目标。这种均衡稳定的战略态势

以大国尊重小国，强国扶持弱国，富国帮助穷国，不寻求共同主宰世界，不单独追逐全球或地区霸权为特

点，从而不陷入历史上已有争霸与护霸模式的大国战略关系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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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把发展中国家、欧盟国家和俄罗斯作为外交重点。冷战结束后，美国极力构筑单极世界，维护

霸权领导地位，宣扬“多极不稳定论”；欧盟国家整合程度明显提高，要求摆脱美国控制，在国际舞台上发

挥更大作用的呼声日益高涨；俄罗斯虽然极力地融入西方社会，但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仍然不断受到

美国的打压；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不公正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作用下，始终不能得到应有的全部权

力和利益。这决定着中国虽然愿与世界一切力量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但实际上开展世界多极化外

交必须有重点。重点就是加强和重视与发展中国家、欧盟国家和俄罗斯的交流与沟通，增加双方在国际问

题上的共识，协调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世界多极化外交稳步推进，富有成

效。因此，中国经常在会见发展中国家、欧盟国家和俄罗斯领导人时讨论世界多极化，强调“广大发展中

国家和不结盟运动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力量”[24]，“中印作为发展中大国，在促进世

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25]，“欧盟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多

极化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26]，“中俄两国……在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

新秩序上负有共同的责任”[27]。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一贯主张优先考虑和保障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利益。中

国的这些看法和建议也得到对方的积极回应，纷纷表示愿与中国本着伙伴关系的精神，努力推动世界多极

化的发展。

四、结语

冷战后 20 年的国际风云变化和中国外交实践表明，中国对世界多极化的认识是正确和深刻的，应对世

界多极化的态度与举措是适宜和得力的。继续密切关注世界多极化的走势，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进

程，必将既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快速和平崛起，也有助于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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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民众监督，从而强化无缝隙基层政府服务，最终推动基层政府公共价值观的提升以及基层政府生产力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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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t- new public management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seamless public service organization mode, im-
prov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and enhancing the government's public values and government’s productivity.
The key idea of post- new public management and the idea of service- oriented government are common.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in social management of primary government,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post- new
public management to construct service- oriented government and improve the government’s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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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the major world power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strategic relationship,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 on the world multi- polarization trend is chang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 on the world multi- polarization
also has some invariant features because of the intrinsic property of the world multi- polarization. Face of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and the active role of the world multi- polarization, China not onl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promoting
world multi- polarization process, but also establishes the appropriate target, approach and focus. These efforts have
achieved goo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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