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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个国家的外交风格包含领导人外交风格、外交团队风格和国家整体外交风格。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服务于国家总体目标和对外战略的需要，中国外交逐渐形成尚和但

独立、大度而敢为、诚信又理性、谨慎且勇决、务实而坚定的显著风格，体现出刚柔相济、张弛有

度、攻守兼备、外圆内方的鲜明特点。中国外交风格为保障中国外交战略的实施，营造稳定的

周边和国际环境发挥了突出功效，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它又面临着新的巨大挑战，需要在国

家外交战略调整的前提下，进行适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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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外交风格是一个国家在长期外交实践过程中

累积形成的品性格调、工作作风与行为特色，它是

外交理念、政策、原则与实际外交过程、行为模式

相结合的产物。传统上将外交风格的主体归结为

从事外交活动的个体特别是领袖人物和外交家，
事实上外交风格也具有团体性和国家性。

外交风格可分为领导人个体外交风 格、外 交

团队风格和国家外交风格。领导人个体的外交风

格专指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最高决策者在制定

重大外交政策，开展外事外交活动时所展现的性

格、品格特征与行为模式特点。例如毛泽东的外

交风格表现为恢宏大气、自主刚毅、勇于决断，周

恩来的外交风格表现为务实睿智、细致周到、尚礼

和君子之风，陈毅的外交风格表现为坦荡豪爽、热
情大方、爱憎分明。［１］邓小平的外交风格则可概括

为高瞻远瞩、务实坚定、沉稳冷静，江泽民在外交

舞台上以热情、才华与富有个人感染力闻名，朱镕

基则以其敏锐、幽默、坦诚获得良好的国际口碑。
新一代领导人中，胡锦涛在国际舞台上以严谨、稳
重、博闻强识著称，温家宝则以坦诚、亲民和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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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的历史人文修养为人们所熟知。
就外交团队而言，美国的外交团队整体风格张

扬、直白、傲慢甚至盛气凌人，俄罗斯外交团队具有

敏感、强硬、粗率的风格，中国的外交团队则具有温

和、谨慎、耐心、以静制动、含蓄内敛的风格。
本文所涉及的外交风格是指国家意 义 上 的。

它体现于领导人个人外交风格和国家外交团队的

风格之中，但又是对这些主体外交风格的抽象与

提升。尽管不同时期的领导人和不同领域的外交

团队在具体的外事行为特征、模式等方面有所区

别，但其背后都浓缩了一个国家整体和抽象的外

交风格，这一外交风格既受制于特定时期的国家

外交政策与战略，也与一个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

历史 文 化、执 政 文 化 以 及 时 代 变 迁 等 密 切 相 关。
与领袖个人和外交团队的个性化外交风格相比，
国家 的 外 交 风 格 更 具 普 遍 性、长 久 性 和 共 性 化。
例如，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中，法国作为国家来说，
其外交风格中保守甚至安分守已的一面体现得较

为明显，而英国的外交风格中则具有对海外的进

取、冒险与对欧陆的中庸、平衡相结合的特点。晚

清中国在外交上的颟顸、自大、昏瞆与自闭保守也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新时期的中国外交风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 较 大 调

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外交风格：尚和但独立、大度

而敢为、诚信又理性、谨慎且勇决、务实而坚定。
（一）尚和但独立

１．以和为贵。中国尚和的外交风格首先表现

为热爱和平、维护和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和平

外交的 内 涵 和 范 围 都 有 了 更 大 的 拓 展。在 政 策

上，形成以“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为核

心的“和”外交体系。在行动上，中国积极参与打

击恐怖主义、维持和平行动，积极参与各类地区危

机、冲突和热点问题的解决，维护世界和平、地区

稳定。即使在最能体现中国核心利益的领土争端

等问题上，中国也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

则，以实际行动暂时冻结争议，履行和平承诺。

２．协和万邦。新时期的中国外交继续坚守反

对霸权主义，维护 世 界 和 平 的 原 则，不 称 霸，不 扩

张，不搞集团政治。相反，中国与世界各国积极发

展友好关系，在国 际 社 会 中 秉 持 公 道，伸 张 正 义。
中国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处事光明磊落，对外

交往热情坦诚，以理服人，谁都不得罪，和谁都打交

道。［２］中国对上合组织、东亚合作等都持开放态度，
不排挤任何国家，致力于建设“和谐亚洲”、“和谐世

界”，体现了古已有之的“协和万邦”的政治抱负。

３．温和耐心。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 主 张 本 着

耐心与诚意，以外交谈判、政治协商等温和手段解

决争议，反对动不动就以经济制裁、战争等极端方

式解决问题。在巴以和平、伊拉克战争、朝鲜核危

机、伊 朗 核 危 机 等 问 题 上，中 国 一 直 强 调 耐 心 对

话，和平解决，并多次承办朝核危机六方会谈，多

次派出特使斡旋中东和平。在叙利亚问题上突出

地体现了中国外交温和耐心而又积极有为的风格

和特点。中国坚持维护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国

际法基本准则，同时积极寻求合理解决之道，通过

在联合国—阿盟等多边框架内的外交斡 旋，通 过

派遣特使赴叙利亚开展政治斡旋，邀请叙利亚各

方来中国进行政治沟通等各种方式推动和平解决

叙利亚危机。这与某些西方大国缺乏耐心，急躁

冒进，动辄就以经济制裁和武力相威胁来处理国

际问题的蛮横外交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外交在展现温和耐心的同时，始 终 强 调

独立自主，追求独立的人格与国格。改革开放后，
中国的独 立 进 一 步 表 现 为 实 施 真 正 的 不 结 盟 政

策，即使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也不

是为了对抗和针对第三国。
独立自主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中国坚持“和而

不同”，既不随波逐流，也不屈服于任何国家的压

力，而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立场和

态度。中国之所以对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叙利亚问

题决议草案投反对票，就是为了坚持不干涉内政

原则。中国与西方大国可以“和”，但不一定在所

有问题上都要“同”。
和而不同 还 意 味 着 包 容 和 允 许 多 样 性 的 存

在。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一直提倡在文化上相互

借鉴，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反对把西方的价值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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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看成是普世的、要求“环球同此凉热”。
尚和但独立反映了中国外交具有外圆内方的

传统文化风格。外圆内方，意味着外表圆柔，行动

温和但内心却独立、坚定。这正是传统文化对君

子品行的基本要求。
（二）大度而敢为

以和为贵的理念、温和的行事风格是 与 中 国

大度耐心的外交特质相辅相成的。由于历史的原

因，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争端。建国以

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于部分国家在领土问

题上主动挑衅而引发的国际争端，中国体现了大

度宽广的仁者胸怀，总是先讲道理，希望通过谈判

等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只有在道理讲不通、忍无可

忍后，才开始雷霆之击，后发制人。
大度与敢为是结合在一起的，越是大度，越要

敢为。２０１０年９月，针对日本在钓鱼岛挑起的事

端，中国退避三舍但事不过三，在原则问题上，恪守

底线，最终通过坚决的外交斗争，维护了主权尊严。
中国以宽容大度之心，先忍让、再反击，后发制

人的外交风格既体现了中国人为人处世的独特风

格，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退避三舍，友好当先，
抵抗在后”等外交思想的直接继承。［３］（Ｐ３２７－３２８、４０６）无

论是治理内政，还是对外交往，中国执政者历来讲

究德威并举，恩威并施。“后发”是“立德”，“制人”
是“立威”。这是儒家思想中的君子之道即宽恕之

道的要求。中国的行为展现了大国风度，但耐心等

待不是甘心被捉弄，善意大度不是软弱可欺，巨人

一旦发怒，犯我者虽远必 诛。大 度 敢 为 结 合 到 一

起，就是攻守兼备，后发制人。中国可以退避三舍，
让你三尺，但一定会恪守底线，捍卫自己的尊严。

（三）诚信又理性

言必信，行必果是中华民族 的 传 统 美 德。讲

话算数，信守承诺，富有诚信是中国外交的一大特

点。在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中国曾经声明，只
要苏联愿意消除三大障碍，双方就可以改善关系，
后来的 史 实 证 明 了 中 国 言 行 一 致。在 香 港 问 题

上，中 国 信 守 自 己 的 诺 言，认 真 履 行 中 英 联 合 声

明，这 一 点 就 连 英 国 政 治 家 也 是 承 认

的。［４］（Ｐ３２５－３２６）中国 是 一 个 大 国，说 话 算 数 是 维 护

大国尊严的重要体现。在１９９８年亚洲金 融 危 机

中，中 国 承 诺 人 民 币 不 贬 值，说 到 做 到。在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自己

的承诺，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

还承诺对所 有 同 中 国 建 交 的 最 不 发 达 国 家９５％
的输华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５］目前已经落实。

诚信意味着讲究大国的责任。中国采取与大

国身份相符的外交行为，履行与大国属性相应的外

交责任。在双边外交中，中国执行睦邻、安邻、富邻

政策，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发展经济合作，极大地

带动了周边国家的发展，帮助它们走出亚洲金融危

机的困境。在多边舞台上，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治理，在稳定朝核危机、打击恐怖主义等领域发挥

了重要作用。对外援助直接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

任。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累计向１６１个国家、３０多

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２　５６３亿元人民币的援

助，减免了５０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３８０
笔，为发展中国家 培 训 人 员１２万 人 次，累 计 派 出

２．１万名援外医疗队员和近１万名援外教师。［５］

说话算话，讲究诚信的同时，中国仍然将维护

自身利益放在首位，捍卫主权尊严、领土完整以及

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利益，这就是理性。多年来，中
国顶住了美国等西方大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对外援助中也是如此。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履行

了过多的国际主义义务，超过了本国财政所能承受

的限度。改革开放后，中国继续履行承诺，开展对外

援助，但十分注重把握度，杜绝了超出国力的行为。
（四）谨慎且勇决

不说过头话，不做冒险事，谨 慎、稳 重 是 中 国

外交的一个重要风格，是中国对涉外工作的一大

要求。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一些访美的代表团在

美言论行动不谨慎，受到邓小平的批评。［６］（Ｐ３７６）江

泽 民 也 曾 指 出 中 国 外 交 不 能 政 出 多 门，各 行 其

是。［７］（Ｐ３１５）中国政府一贯强调对外统一口径，十分

重视对国内舆论的正面引导，使之与中央保持一

致，避免因失慎而使事态激化。即使因为国家利

益和战略需要而必须对外斗争，中国也遵循中庸

之道，说话办事往往留有余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中国与美国之间在贸易最惠国待遇、人权议题、美
国售台武器、侵犯我国主权等多项议题中有过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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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交锋，但中方始终把握“不搞对抗”、“斗而不破”
的原则，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最大程度

地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尊严和国家利益。苏联解体

后，中国“韬光养晦”策略的提出也是这种谨慎、低
调外交风格形成的重要体现。

勇者不惧，中国处理对外关系低调慎重，不惹

事，但也不怕事。一旦决策层对重大外交事务形

成决断，中国就能发挥社会主义大国的体制优势，
雷厉风行，确保外交目标的实现。１９９９年北约轰

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后，中国所开展的对美外交

斗争就鲜明地体现了“勇决”的特点。在２０１２年

４—５月的 中 菲 黄 岩 岛 争 端 中，菲 方 一 再 无 理 挑

衅，中方在一再容让、克制和退让后，立即迅速集

合力量，在外交、军事、经济、舆论等多方面发动反

击，坚决打掉了菲方的嚣张气焰。以上行为充分

体现了中国张弛有度、攻守兼备的外交特质。
（五）务实而坚定

务实就是实事求是，刚柔相济，把原则的坚定

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它在双边和多边对

外关系中主要表现为求同存异，化异求同。改革

开放以来，无论是提出“一国两制”思路与英、葡交

涉香港、澳门回归问题，还是提出“主权在我，搁置

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处理领土争端问题，都是这种

求同存异，灵活务实风格的体现。灵活是为了实现

更长远的目标、更大的战略和更高的利益。搁置争

议就是存主权之异，求开发之同，这是为了通过冻

结争端为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环境，使之不至于影响

到中国发展的目标，因为与局部的、不激烈的领土

冲突相比，抢抓和平机遇加快发展显然是大局。
但在原则问题上，中国一贯 坚 定，毫 不 退 缩。

“两制”的前提是“一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
前提是“主权在我”，中国所能容忍的共同开发是

要在承认至少默认和不挑战中国主权尊严的前提

下，这也可以看作中国的底线。一旦对方有侵犯

中国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就触犯了中国

的底线和原则，必然会受到反击。
坚定的另一个体现就是不畏强暴，主持公道，

坚持原则，敢于担当，坚决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作斗争，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对于西方在中亚

地区制造的“颜色革命”，在中东地区制造的“阿拉

伯之 春”，中 国 一 贯 反 对，体 现 了 对 正 义 的 坚 持。
俄罗斯、朝鲜与中国关系密切，但对前者侵略格鲁

吉亚、后者发展核武器的错误行为，中国也坚决批

评，从不投鼠忌器。这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形成鲜

明对比。在巴以关系上，美国一贯偏袒以色列，中
国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按照事情

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态度”，这是中国外

交坚定、独立和坚持原则的直接体现。

三、中国外交风格形成的若干因素

新时期中国“尚和但独立、大度而敢为、诚信又

理性、谨慎且勇决、务实而坚定”的外交风格可以归

纳为“刚柔相济、张弛有度、攻守兼备、外圆内方”这
四个蕴含中国传统辩证法精神的成语，它们在哲学

上的实质是对“度”的把握，即要求辩证处理“刚与

柔”、“张与弛”、“攻与守”、“圆与方”的相对关系。
新时期的中国外交风格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外交 政 策、战 略 与 外 交 行 动、实 践 长 期 互 动 的 产

物，是落实国家总体外交目标的必然结果，在根本

上受制于国家外交政策与战略。除此之外，它的

形成还受到以下因素的作用。

１．历史文化的影响。中华文化是一种和合文

化。“和”是理解中华文化的关键词，“和”既是个人

修养和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也是处理社会关

系和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从性格特点来看，由于

历史心理和大陆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人自

古以来就形成了热爱和平、追求和谐，为人宽容、性
格温和、保守中庸的精神特征，和合文化和儒家文

明是中国外交风格形成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和
为贵”，反映了珍视和平稳定，不希望折腾动乱这一

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普遍心理。“君子爱财，取之

有道”，意味着中国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但绝不采

取狗苟蝇营、鸡鸣狗盗的方式。“亲仁善邻，国之宝

也”［８］（Ｐ６１）决定了中国处理国际关系时，绝不做损人

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协和万邦”更是直接表达

了中国处理与世界、他国关系的人文价值观。

２．执政文化的影响。改革开 放 之 前，由 于 特

定的革命遭遇和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中国外交

中革命性成分、斗争性成分体现得较为明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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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求共存、求和平仍是主流。改革开放后，经济建

设成为压倒一切的工作中心，从经济角度思考问

题逐渐成为主流执政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邓小

平在晚年还曾一再告诫，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

经济建设，不要耽搁，［２］由此，争取 和 平 成 为 中 国

外 交 的 首 要 任 务，这 是 中 国 搞 建 设 的 需

要。［６］（Ｐ１９４）［９］（Ｐ３、２３３）现任外 交 部 长 杨 洁 篪 也 明 确 指

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就是紧紧围绕党和

国家的中心工作，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和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１０］最高决策者不但希望

内部稳定，也希望周边稳定、全球稳定。江泽民曾

指出，保持稳定是发展的首要前提，没有稳定的环

境，什么也 搞 不 成。［７］（Ｐ４１３）特 别 是 在 当 前，中 国 的

国家利益已经遍布全球，世界各地相互依赖程度前

所未有地加深，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领域发生

动荡，都必然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进入新世纪

后，维护国内稳定也逐渐成为执政文化中的重要内

容，如果在外交上过于冒险，一旦出现不利局面，反
过来会影响国内稳定。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同样影

响到对外决策和行为，那就是要抢抓战略机遇，继
续推进经济发展，不断增强国力。在国际维宁、维
稳和抢抓机遇发展经济的执政文化影响下，形成了

中国外交温和、耐心、谨慎、务实的风格。

３．新的领导团队工作风格的影响。相对于第

一代领导集体，改革开放后的几代领导集体由于

成长经历、个人性格、社会环境、国家战略需求等

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相对务实、谨慎的风格。邓小

平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工作风格是柔中

有刚，原则性和灵活性兼备，领导风格则是举重若

轻，具有革命家的战略远见。后革命领袖时代的

领导人，虽然各具个人特点，并在外事工作的个别

环节中体现出一定的个性，但由于中国决策体制

和权力分配机制中的集体领导成分越来越浓厚，
因而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外交整体风格仍然是一

致的。尤其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

在风格上都具有温和、稳重、务实、谨慎的特点，这
必然也反映在对外工作方面。

４．时代发展的产物。１９８９年以后，世 界 进 入

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趋向多极化，中国国内权力

体制也 趋 向 集 体 领 导、集 体 决 策。同 时，和 平、发

展、合作成为世界主流趋势，中国外交不可能脱离

国际大环境，这就决定了中国更多地以和平、合作的

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温和、务实、谨慎外交

风格形成的重要时代因素。

四、中国外交风格的功效与挑战

新时期中国外交所形成的尚和但独 立、大 度

而敢为、诚信又理性、谨慎且勇决、务实而坚定的

风格以及刚柔相济、张弛有度、攻守兼备、外圆内

方的特点，既是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实践的浓缩和

产物，反过来又有利于中国树立良好国际形象，保
障外交政策的实施，强化外交战略的效果。在这

一外交风 格 中，“刚 与 柔”、“张 与 弛”、“攻 与 守”、
“圆与方”的 辩 证 关 系 构 成 内 核，其 中，对 “刚”、
“张”、“攻”、“方”等方针的运用体现了中国外交坚

持原则、捍卫利益的一面，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尊

严，维护祖国统一，确保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不受

侵犯。而其 “柔”、“弛”、“守”、“圆”方针的运用则

体现了中国外交灵活务实、圆润变通的一面，它有

利于暂时冻结外交上的分歧与争端，不至于因为

局部的冲突与分歧影响到整体利益，有利于克服

短视 行 为，实 现 长 远 利 益 和 战 略 目 标，为 抓 住 机

遇、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较为

和平的环境，保障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对外战

略目标的实现。温和的外交风格也有利于中国树

立良好的国际信誉，那就是爱好和平，坚持原则，
敢于担当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在看到中国外交风格所带来的良好功效的同

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原有外交风格的形成与改

革开放后特殊的国际环境相关，其功效的发挥也

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所面临的

战略机遇 期。但 是，在２１世 纪 进 入 第 二 个 十 年

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反恐

战争告一段落，遏制防范中国重新成为其对外政

策重点之一，在新的国际形势面前，中国外交风格

日益面临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挑战。
就宏观而言，一方面，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

国国家利益分布全球化的客观趋势日益显著，中国

所需要应对的外交事件、争端和突发状况 越 来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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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越来越急迫。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中国对外

贸易投资、国际能源资源供给、海外资产安全、海外

公民安全、海外维和、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等

各个领域的外交事件日益增加，它需要中国外交在

国内外调动资源来实现、完成，它要求中国适度调整

外交政策和风格以应对日益变化、扩展的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主 观 上 推 行 和 平 发 展 路

线，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但按照西方大国的冷战

思维逻辑，中国的和平壮大将会冲击现有国际政治

秩序，挑战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西方大国据

此思维加大了对中国崛起的遏制，由此引发的国际

战略环境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在美国重返亚太后，
东亚地区国际局势加快出现连锁反应，中国崛起的

战略空间正在受到挤压，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尤其是

领土争端将趋于激化，不利于中国的外部因素不断

上升，某些重大挑战将会提前到来，中国甚至有可

能会遭遇若干影响未来发展的危机性时刻。
微观层面的挑战则表现在：其一，由于不同国

家战略需求、利益诉求和文化历史的不同，中国现

行的政策和风格在实际外交工作中已经受到很大

挑战，面临一定的实施困境。例如，在与周边国家

的领土争 端 中，我们主张求同存异，倡导“搁置争

议，共同开发”，但部分国家不但不和我“存异”，甚
至都不和我“求同”。我们要搁置争议，他们主动挑

衅，强化争议、激化矛盾。我们希望共同开发，他们

已经单独开发、抢先开发。我们说“主权在我”，他
们说主权在他。我们说和平处理、外交处理，他则

要武力处理、逐步侵占，造成既成事实，逼你承认。
在多数情况下，中国面临的形势是树欲静 而 风 不

止，这就导致在中国推行和平外交的良好主观愿望

与严峻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 与 矛 盾。
中国的温和往往被某些国家当成软弱可欺，宽容往

往被当成纵容，大度往往被当成胆小怕事，诚信则

被当成冤大头，谨慎节制被当成昏愦无能。
其二，现行外交风格中的某些因素或 环 节 容

易造成被动式、反应式外交，使外交工作缺乏主动

性、前瞻性、规划性。温和耐心、后发制人 容 易 导

致缺乏一定的外交预警意识和预警机制，使得中

国外交经常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当前，中国国

家利益越来越全球化，无论是偶然的突发性事件

还是长期的结构性矛盾都在爆炸式增长，如果过

于强调 谨 慎、温 和、耐 心 和 后 发 制 人，过 于 强 调

“柔”、“弛”、“守”、“圆”和阴柔的一面，就难以快捷

和坚决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
其三，现行外交风格要得到国内社会 和 公 众

舆论的普遍理解和认可需要时间，甚至容易招致

误解。中国外交风格的几对关键词都涉及辩证法

中“度”的问题，在实际操作中，它要求决策者和执

行者都能准确、精确地把握其力度与范围，否则要

么“不足”，要么容易“过度”，这没有极高的政治天

赋和如脑使臂、如臂使手的组织性难以做到。但

随着中国 国 内 决 策 体 制 和 官 僚 过 程 的 日 益 复 杂

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不可能处处恰到好处，事事

不偏不倚，在某些个案问题上就不可避免会出现

偏差，难 以 尽 如 人 意。更 重 要 的 是，随 着 中 国 崛

起，国内结构、部门利益、公共舆论、国民心态等日

益分 化，特 别 是 中 央 与 地 方 之 间、官 方 与 民 间 之

间、不同部门之间由于立场不同，地位有别，信息

不对称等 各 种 原 因，使 得 传 统 风 格 中 那 些“柔”、
“守”、缓和、温和、大度、耐心的一面得到国内社会

的一致认可需要经过相当艰苦的工作，甚至容易

导致误解。例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温

和谨慎的外交风格被部分国民误认为是外交上过

“软”而招致怨言，尽管可能是误解，但长此以往，
必然会削弱执政党的合法性。

总之，由于种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国推行和

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这一“和”外交政策的

良好愿望正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对中国

全球遏制、周边围困、重点围攻的严苛挑战，中国

的和平崛起与现行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间

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将是未来中国需要应对的主要

挑战。要更好地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

的新变化，就需要对中国现行外交政策和风格作

出适当调整，以备中国未来进一步发展之需。
近年来，关于中国外交转型或改革的 话 题 成

为学界争论焦点，其中心议题则集中在中国是否

仍有必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策略和不结盟政策。
笔者认为，短期内中国不可能放弃这两大政策，但
外交政策和风格在根本上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
也与 客 观 形 势 的 紧 迫 性 相 关，不 可 能 一 成 不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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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易时移，中国外交必须与时俱进。例如，可以根

据形势需要，尝试在结盟与不结盟之间走一条更

为灵活的大国合作道路，而外交策略的重点可以

由“韬光养晦”向“有所作为”适度转移。与此相适

应，也有必要未雨绸缪，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科

学地处理中国外交风格的几对辩证关系，尤其是

在国际挑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适 当 地 向 坚 定、有 为、勇 决、理 性，向“刚”、
“张”、“攻”、“方”倾斜，更多地展现阳刚、勇决的一

面，加强对外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针对性，以更

好地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保障中国的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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