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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 大 以 来，随 着 中 国 综 合 国 力 进 一 步 增 强，中

国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 参 与 度 和 可 见 度 逐 步 提 升。中 国 始 终 恪 守 公

平、公正、非暴力的立场 和 角 色，并 逐 步 由 参 与 外 交 斡 旋 转 向 建 设

性发挥外交调停的作用，其 倡 议 和 方 案 愈 益 成 为 解 决 热 点 问 题 的 共

识。在参与推动朝核、伊 核、阿 富 汗、巴 以 等 重 大 地 区 热 点 问 题 政

治解决的过程中，中国 已 然 积 累 了 诸 多 丰 富 经 验，提 出 了 “建 设 性

参与”、“标 本 兼 治”和 “对 话 协 商”等 一 系 列 原 则，并 采 取 了 以 热

点问题暂时解决推动根 本 解 决、以 非 传 统 安 全 合 作 促 进 传 统 安 全 问

题解决、促进争议问题解 决 与 地 区 发 展 之 间 联 动 以 及 推 动 地 区 对 话

与合作机制建设等实 践 策 略。这 些 理 念、原 则 和 实 践 丰 富 和 完 善 了

当前的全球治理观 念 和 路 径，为 世 界 的 安 全、稳 定 与 繁 荣，为 塑 造

新型国际关系、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中国 外 交 国 际 热 点 问 题 地 区 安 全 全 球 治 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

前　　言

从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到 促 成 沙 伊 复 交，再 到 穿 梭 于 俄 乌 之 间 的 外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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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热点问题的 解 决 之 中，为 全 球 治 理 的 发 展 贡 献 中 国

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不断取 得 国 际 社 会 高 度 赞 赏。学 界 对 此 问 题 关

注已久，但鉴于中国外交实践是一 个 不 断 发 展 的 过 程，研 究 仍 然 滞 后、总 结

不够深入和充分。迄今分析中国参与 热 点 问 题 的 动 机 与 作 用，主 要 有 以 下 四

类代表性观点。

第一类动机性解释，认为参 与 热 点 问 题 解 决 提 升 中 国 的 影 响 力。参 与 和

推进热点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有助于提 升 中 国 国 际 调 解 人 的 形 象 和 国 际 威

望。同样重要的是，中 国 越 来 越 迫 切 需 要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获 得 权 力 和 影 响 力。

第二类功能性解释，认为中国将热点 地 区 作 为 大 国 外 交 的 实 践 平 台。自 确 立

大国外交的 战 略 定 位 之 后，中 东 地 区 就 成 为 中 国 践 行 中 国 特 色 大 国 外 交 思

想，担当大国责任、发挥大国作用、增强 国 际 话 语 权 和 影 响 力 的 一 个 重 要 舞

台。第三类治理观解释，认为倡导解决问 题 的 中 国 方 案 将 为 全 球 治 理 提 供 新

路径。中国特色 中 东 伙 伴 外 交 体 现 出 中 国 在 中 东 日 益 拓 展 的 地 缘 经 济 影 响

力、不断增强 的 冲 突 解 决 意 愿 和 逐 步 提 升 的 大 国 协 调 与 全 球 治 理 能 力。同

时，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也为中东的 地 区 冲 突 解 决 提 供 了 新 思 路。第 四 类 系

统性解释，认 为 地 区 安 全 与 中 国 安 全 密 切 相 关，具 有 参 与 的 迫 切 性 与 必 要

性。中东政治日益全球化，中国必须 承 担 一 个 全 球 性 大 国 的 责 任，随 着 中 国

的贸易、投资和人员大踏步进入中东，中东政治、安全同中国息息相关。

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强，中 国 外 交 越 来 越 奋 发 有 为，积 极 参 与 并 深 度 嵌

入全球治理体系。这使得地区热点问题的 解 决 也 越 来 越 需 要 重 视 中 国 的 理 念

和原则，需要中国外交实践的推动。中国 在 处 理 地 区 热 点 问 题 方 面 已 然 发 挥

重要作用，但对其理念、原则和实践 的 梳 理 和 提 炼 尚 有 不 足，需 要 进 一 步 加

大研究力度。

一、中国解决热点问题的理念

２０世纪以来，西方价值理念在国际关系领域 占 据 主 导 地 位。西 方 的 理 念

有其自身逻辑性，但也有其局限性。在 复 杂 多 变 的 国 际 问 题 面 前，其 解 释 乏

力、指导失灵的现象屡 有 发 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美 国 国 务 卿 布 林 肯 在 欧 洲 安

全与合作组织 （ＯＳＣＥ）记者招 待 会 上 坦 承，美 国 和 欧 洲 的 民 主 正 在 倒 退。①

２

①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Ａｎｔｏｎｙ　Ｊ．Ｂｌｉｎｋｅｎ　ａｔ　ａ　Ｐｒｅｓ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ＯＳＣＥ）”，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ａｎｔｏｎｙ－ｊ－ｂｌｉｎｋｅｎ－ａｔ－ａ－ｐｒｅｓ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ｔ－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ｏｓ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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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方国家影响 力 减 弱，在 解 决 热 点 问 题 上 表 现 乏 力。① 而 随 着 中 国 越 来 越

深入地参与地区热点问题解决，以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为 底 蕴 的、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外交理念开始 发 挥 重 要 作 用。从 国 际 社 会 的 发 展 看，西 方 话 语、西 方 理 念、

西方手段主导国际关系的局面应该 有 所 改 变。在 解 决 地 区 热 点 问 题 时，应 更

多吸纳东方哲学的思想精华，调整化 解 安 全 问 题 的 理 念，促 进 有 助 于 人 类 和

平、发展与安全的共同价值的丰富与完善。
（一）“律己利他”的国际观

“律己利他”的理念根植 于 中 国 传 统 文 化。从 儒 家 倡 导 的 “己 欲 立 而 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到 道 家 倡 导 “圣 人 不 积，既 以 为 人，己 愈 有，既 以 与

人，己愈多”，都在 诠 释 有 别 于 西 方 的 东 方 智 慧。对 于 自 身，中 国 传 统 文 化

讲求 “正人先 正 己”，特 别 强 调 人 之 患 在 好 为 人 师，主 张 从 我 做 起，以 己 示

人，带动示范效应；强调自我克制，而 不 是 先 限 制 他 人 再 限 制 自 己，或 只 限

制他人不限制自己，或单纯借助于 外 部 因 素；不 以 抵 毁 他 人 来 抬 高 自 己，而

是注重完善自己来展现形象魅力。
“律己利他”的核心问 题 是 如 何 处 理 人 与 己 的 关 系。在 国 际 政 治 中，这

种思维就 是 对 “自 身”和 “他 者”以 及 自 身 与 他 者 之 间 关 系 的 思 考。② 中 国

倡导 “让利 助 人”，其 智 慧 之 道 在 于 考 虑 自 身 利 益 时，兼 顾 他 人 利 益，以

“利他”促 “利己”，从而最终达到 双 赢 的 结 果。西 方 理 论 也 讲 互 利，但 实 践

中还是更多强调自身的国家利益。中 国 讲 利 他 而 西 方 讲 排 他，中 国 讲 利 他 才

能利己，西方讲利己再利他。本 质 上，西 方 哲 学 强 调 “自 我”与 “他 者”的

身份差异，将二者 割 裂 对 待，东 方 哲 学 则 侧 重 “自 我”与 “他 者”的 联 系，

二者对立又统一。

因此，律己利他理念是对西 方 自 我 与 他 者 对 立 哲 学 的 超 越，对 处 理 地 区

热点问题颇具启示意义。中国对于 热 点 问 题 的 解 决 方 案，体 现 “天 下 为 公”、
“义利共赢”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强 调 中 国 智 慧 的 力 量。习 近 平 主 席 强 调，

在国际关系中需 要 坚 持 和 践 行 正 确 的 义 利 观，提 出 树 立 正 确 义 利 观， “国 不

３

①

②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和兰德智库的研究表 明，美 国 在 全 球 问 题 上 的 影 响 力 下 降。参

见 “Ｐｒｅｖａｉｌｉｎｇ　Ｖｉｅｗ　Ａｍｏ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Ｕ．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Ｊｕｎｅ　２３，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ｓｈｏｒｔ－ｒｅａｄｓ／２０２２／０６／
２３／ｐｒｅｖａｉｌｉｎｇ－ｖｉｅｗ－ａｍｏ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ｉｓ－ｔｈａｔ－ｕ－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ｓ－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ｉｓ－ｇｒｏｗｉｎｇ／；
Ｊａｍｅｓ　Ｄｏｂｂｉｎｓ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Ｌｏ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Ｎｏ．ＰＥ－Ａ２３２－
１，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７２４９／ＰＥＡ２３２－１。

郑永年：《当代 中 国 外 交 的 文 化 地 缘 环 境》， 《联 合 早 报》，２０１２年２月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ｚａｏｂａｏ．ｃｏｍ／ｓｐｅｃｉａｌ／ｆｏｒｕｍ／ｐａｇｅｓ８／ｆｏｒｕｍ＿ｚｐ１２０２０７．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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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以义 为 先、义 利 并 举，不 急 功 近 利”，① 重 视 平 衡

利益与价值的关系，坚持互利共 赢、公 平 正 义 的 原 则。也 就 是 说，正 确 的 利

益观秉持互利，即 “利己”与 “利他”的结合。

从国际安全的角度出发，西 方 话 语 中 的 安 全 困 境 思 维 是 责 问 式 的，动 辄

指责对方，而逆安全 困 境 的 思 考 是 自 省 式 的，反 问 自 己 是 否 已 经 做 够 做 好，

主张国家恪守已有协议，约束自身行 为，在 缓 解 地 区 安 全 的 同 时 自 身 也 获 得

安全。显然，在应对地区热点问题 时，逆 安 全 困 境 的 思 维 模 式 更 适 合，国 家

应该转变自 利 排 他 的 安 全 观 念，构 建 互 利 共 赢、共 同 发 展 的 “综 合”安 全，

强调 相 互 依 存、相 互 塑 造、相 互 合 作、相 互 帮 持，彼 此 相 互 映 衬、相 得 益

彰。利他思 想 还 体 现 在 非 强 制 的 理 念 中。儒 家 学 说 倡 导 己 所 不 欲、勿 施 于

人，讲的是内敛，主张以德 服 人、以 理 服 人、以 柔 克 刚、不 战 屈 兵。 “以 力

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②

在利他思想中，还有 一 种 观 点 值 得 关 注，那 就 是 “成 全”。所 谓 成 人 之

美，是中国重要的济世思想。中国 传 统 哲 学 主 张 让 利 于 人，成 人 之 美，相 互

成就。成人之美，也成全 了 自 己 的 名 声。成 人 之 美，自 己 也 美；乘 人 之 危，

自己也危。这是解决热点问题的中国 方 案 深 刻 的 思 想 基 础。从 国 际 安 全 的 角

度阐述，那就是一个国家必须正确地 评 估 和 考 虑 对 方 的 安 全，才 会 有 自 身 真

正的安全。习近平 在 多 个 场 合 反 复 强 调， “当 今 世 界，没 有 一 个 国 家 能 实 现

脱离世界安 全 的 自 身 安 全，也 没 有 建 立 在 其 他 国 家 不 安 全 基 础 上 的 安 全”，

“在经济全球化 时 代，各 国 安 全 相 互 关 联、彼 此 影 响。没 有 一 个 国 家 能 凭 一

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③

中国既是 “律己利他”理念的提出 者，也 是 践 行 者。中 国 从 未 主 动 挑 起

过任何争端，致力于推动一切有利 于 和 平、稳 定 与 繁 荣 的 国 际 努 力。中 国 致

力于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 展 的 贡 献 者、国 际 秩 序 的 维 护 者，这 与 联

合国宪章承载的理想一致。事实证 明，中 国 对 于 所 有 热 点 问 题、争 端 问 题 均

倡导并力求推动和平解决，积极探索和平 解 决 热 点 问 题 或 危 机 的 新 途 径 新 办

法，全力谋求通过谈判与协调以达成 各 方 都 可 以 接 受 的 妥 善 方 案 和 决 定。对

待大国关系，中国始终保持冷静 克 制，以 构 建 和 平 共 处、总 体 稳 定、均 衡 发

４

①

②

③

习近平：《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努力拓展改革发展新 空 间》，载 中 共 中 央 党 史 和 文 献 研 究

院编：《习近平谈 “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７４页。
习近平：《欢迎沿线国家和亚洲国家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 设》，载 中 共 中 央 党 史 和 文 献 研

究院编：《习近平谈 “一带一路”》，第６４页；习近平：《论 坚 持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中 央 文

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５４—２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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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大国关系为目标，坚持促进大 国 协 调 和 良 性 互 动。对 待 周 边 矛 盾，中 国

坚持与当事国直接对话沟通、与东盟 共 同 维 护 南 海 和 平 稳 定 的 “双 轨 思 路”，

支持加 快 “南 海 行 为 准 则”协 商 和 落 地。中 国 积 极 参 与 国 际 军 控 与 裁 军 进

程，加入了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 数 十 个 国 际 军 控 条 约 和 机 制。尽 管 中 国

国家实力日益增 强，但 中 国 始 终 保 持 审 慎 克 己 的 外 交 政 策，从 未 恃 强 凌 弱，

以最大善意保持克制，最大限度兼顾 其 他 国 家 的 利 益，以 此 建 立 双 方 或 多 方

协作解决难题的基础。

（二）“中和”的辩证观

《礼记·中庸》提出， “致 中 和，天 地 位 焉，万 物 育 焉”，即 在 达 到 “中

和”状态下，天地各归其位，万物 由 此 生 长 发 育。所 谓 “中 和”即 是 不 偏 不

倚、合乎于道的中立平衡，而 “位育”则 是 万 物 于 天 地 间 构 成 的 秩 序 之 中 找

到属于自身的合适位置，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进 而 带 动 整 体 发 展。“中 和”

是达成 “位 育”的 方 式。① “中 和 位 育”的 哲 学 观 包 含 了 正 确 处 理 国 际 问 题、

推进全球治理的目标和手段，特别是对于 中 国 外 交 致 力 于 解 决 热 点 问 题 具 有

巨大的指导价值。
“中和”，要求中国 外 交 立 足 于 基 本 的 规 律 和 准 则，坚 持 客 观 公 正 的 立

场，在多方复杂利益关系之中达成 平 衡。孔 子 把 不 偏 不 倚、守 常 不 变 作 为 一

种最高的道德。《史 记》 《礼 书》篇 讲 “守 正 笃 实，久 久 为 功”，坚 守 正 义 立

场，恪守正道，便能确保中庸之道。用 中 庸 之 法 处 理 国 与 国 关 系，就 是 持 中

道，把握不 偏 不 倚。中 者，天 下 之 正 道，天 下 之 大 本 也，庸 者，天 下 之 定

理，中立而不依，无过无不及，合 于 度 的 要 求，恰 到 好 处，这 就 是 最 完 善 的

办法。中庸提倡通过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体谅和宽容来实现和平。②

中国 “中庸”的外交智慧体现在，不 囿 于 简 单 因 果，不 受 二 元 对 立 的 哲

学束缚，不执着 于 线 性 思 维，而 注 重 复 杂 的 系 统 思 维，有 所 为 有 所 不 为。
《礼记·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 不 相 害，道 并 行 而 不 相 悖”。③ 不 同 道 路 和

模式的国家之间并不一定是先验的 敌 对 关 系。从 辩 证 观 来 看，中 国 的 辩 证 法

强调世界的本质是互补而非冲突，事 物 是 相 互 依 赖、相 互 制 约 的，是 可 以 相

互转化的。因此，国家关系中存在非 敌 非 友 的 状 态，多 数 国 家 都 是 既 竞 争 又

合作。相互对立的方面是可以改变 的，也 取 决 于 改 变，这 就 为 变 化 预 留 了 更

５

①

②

③

良警宇、浦天龙：《中和位育：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及其治学理念》，《学 习 时 报》，２０２１年９
月２９日，ｈｔｔｐｓ：／／ｐａｐｅｒ．ｃｎ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ｍ／ｈｔｍｌ／２０２１－０９／２９／ｎｗ．Ｄ１１００００ｘｘｓｂ＿２０２１０９２９＿２－Ａ５．ｈｔｍ。

叶自成：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的 中 国 外 交 思 想》，香 港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２００３年，第

１５３—１５６页。
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下），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７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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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空间，也为问题的解决带来更大的 可 塑 性。正 是 基 于 这 样 的 思 维 才 有 了 渐

进的理念，才有了热点问题的软处理思路。

另一个东方辩证观也值得注意，那 就 是 变 通。变 通 不 是 无 原 则 让 步，而

是强调原则性和 灵 活 性 的 结 合。在 坚 持 原 则 的 前 提 下，注 重 方 式 的 灵 活 性。

中国哲学讲变 则 通、通 则 融，化 被 动 为 主 动，化 压 力 为 动 力，化 批 评 为 激

励，变危险为机遇。中国文 化 讲 灵 活 性 与 妥 协 性，讲 因 人 而 异、因 事 而 异，

不可照搬与强求一律。在大目标确定 的 情 况 下 以 不 变 应 万 变，应 对 方 式 则 随

形势而变。顺应与变通，不做逆时代潮流之举。

中国倡导的平衡理念也与西 方 的 平 衡 有 着 本 质 的 不 同。西 方 主 张 的 平 衡

是制衡，旨在通过权力的损益实现相 互 制 约。由 于 西 方 制 衡 的 本 质 是 为 了 阻

止或压制新型力量的出现，这种平 衡 注 定 具 有 冲 突 性。历 史 也 证 明，西 方 主

导下的国家间平衡往往通过战争实 现。相 比 之 下，中 国 所 倡 导 的 平 衡 是 中 庸

之道，是实现互学互鉴、接纳包容达 成 多 元 一 体 的 哲 学。中 国 式 平 衡 主 张 通

过对话与协商，寻找国家在国际体 系 中 合 适 的 位 置，促 成 彼 此 合 作，发 挥 各

自优势，从而维持系统内秩序，实 现 整 体 的 和 谐。比 如，中 国 的 战 略 伙 伴 关

系找不到一方反对另一方的特征，没 有 排 他 性，不 针 对 特 定 的 第 三 方。伙 伴

既是合作者，也是竞争者，伙伴关系形塑 了 国 家 间 尤 其 是 大 国 间 的 一 种 新 型

关系。

在地区问题治理上，东西方 不 同 的 思 维 方 式 体 现 得 尤 为 明 显。中 国 文 明

源远流长，使 其 具 备 其 他 文 明 少 有 的 大 历 史 观，善 于 从 宏 观 的 角 度 把 握 问

题，也往往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 虑 问 题。因 此，在 处 理 问 题 时 中 国 更 有 耐

心、更有长远的 规 划。中 国 的 地 区 冲 突 治 理 彰 显 “协 商 型”，就 在 于 中 国 更

多地考虑到所在地区和国家的文明 特 性 和 制 度 传 统，只 有 通 过 多 方 协 商、包

容妥协，才能照顾和 平 衡 各 方 利 益 和 诉 求，也 需 要 更 长 时 间 的 磨 合 和 演 进。

西方的地区冲突 治 理 凸 显 “强 制 型”，而 美 国 对 伊 拉 克 和 阿 富 汗 政 治 改 造 的

失败，一再证明 “强制型”治理模式 不 能 化 解 热 点 地 区 的 矛 盾，也 无 法 得 到

热点地区民众的认可。
（三）“差异化合作”的合异观

１９５５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首次提出 “求同存异”方 针 以 处 理 国 家 间 关

系。时过境迁，国际环境发生了 巨 大 变 化，国 际 问 题 愈 加 复 杂。传 统 的 “求

同存异”侧重于搁置差异，暂时不使 差 异 影 响 国 际 合 作，已 经 无 法 适 应 解 决

国际热点问题 的 现 实 诉 求。因 此，中 国 外 交 的 理 念 也 逐 渐 从 “存 异”转 向

“合异”。

２０１７年１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 讲 中 指 出：我 们 应 当 坚 持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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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 世 界。同 时，他 在 讲 话 中 还 提 到 了 “和 羹 之

美，在于合异”的典故。① “合异”是指国 际 行 为 体 在 各 自 的 核 心 利 益 和 价 值

理念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处理 好 彼 此 间 的 差 异 和 分 歧，并 使 其 有 利 于

促进相互合作。合异思想强调不是所 有 差 异 都 能 够 得 到 解 决，存 在 分 歧 与 差

异的国家也可以进行合作，甚至可以 使 差 异 成 为 促 进 合 作 的 有 利 因 素。相 比

于 “存异”， “合 异”更 重 视 主 动 正 视 并 积 极 调 动、协 调 差 异 为 国 际 合 作

服务。②

“合异”观的本质在 于 国 家 间 建 立 “差 异 化 合 作”模 式，在 合 作 中 解 决

分歧与问题。“合 异”的 初 级 目 标 就 是 在 差 异 间 维 持 和 谐，在 差 异 间 共 存 共

处，高级目标则 是 化 解 差 异，使 差 异 能 够 和 谐 共 处，有 利 于 合 作。③ 而 实 现

这些目标则需 要 国 家 间 以 “尊 重 包 容、交 流 互 鉴”的 价 值 认 同 为 前 提，以

“平等互 利、合 作 共 赢”为 发 展 友 好 关 系 的 基 础 性 原 则，以 “互 补”为 宗 旨

展开国家 间 互 动，着 眼 共 同 点，扩 大 共 同 点，把 对 各 方 有 利 的 事 情 先 办 起

来，同时承认差异、正视差异，在求 同 与 合 作 中 妥 善 处 理 差 异，并 依 据 差 异

最大 限 度 地 发 挥 自 身 比 较 优 势，最 终 利 用 差 异 更 高 效 地 促 进 合 作、扩 大

成果。

中国之道注重包容，注重差异间共 存，注 重 合 异。中 国 人 的 思 维 方 式 突

出包含、包容、融合的理 念，西 方 人 则 强 调 超 越、取 代、取 消 的 思 维 导 向。

如钱穆所言：“西 方 人 贵 分 不 贵 合。中 国 人 主 张 和 合 与 化 同。”④ 因 此，在 处

理差异的具体方式上，与西方不 同，中 国 主 张 包 容 差 异，多 元 并 存，互 学 互

鉴，以对话交流等和平方式解决差异，最 终 实 现 从 适 应 差 异 到 利 用 差 异 开 展

合作。美西方国 家 主 张 “以 同 代 异”，在 一 元 理 念 指 导 下，通 过 军 事 征 服 或

“和平演变”等 手 段，在 全 球 范 围 推 广 西 方 模 式，将 自 身 意 志 和 文 明 强 加 于

其他地区和国家，实 现 同 化 的 战 略 目 标。从１６世 纪 资 本 主 义 的 全 球 扩 张 至

今，西方处理差异的方式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引发全球的冲突和动荡。

在求同的过程中，西方 的 竞 争 思 维 主 张 “同 化”，东 方 的 合 异 思 维 强 调

“化同”。二者有着本质的区 别。在 “同 化”的 过 程 中，主 客 体 分 明，强 势 文

明永远占据主导地位。而在 “化 同”的 过 程 中，每 一 个 参 与 方 都 是 主 体，都

有权主导这个过 程，相 向 而 行。 “同 化”是 被 动 接 受，以 强 制 方 式 实 现 国 家

７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 内 瓦 总 部 的 演 讲》（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８日），
《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日，第２版。

王帆：《论观念差异与国际合 作——— “合 异 论”的 提 出》， 《国 际 观 察》，２０２０年 第３期，第

６—７、９页。
同上，第６页。
钱穆：《人生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９７—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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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同质化，被 同 化 者 则 面 临 服 从 或 毁 灭 的 两 难 选 择。 “化 同”是 主 动 建

构，国家拥有自主性和选择权，通过 交 流 互 鉴 实 现 国 家 之 间 “你 中 有 我，我

中有你”的交汇融通，国家间在差异上建立新的共同点，超越原本的分歧。

在解决热点问题上，“合 异 论”的 智 慧 在 于 通 过 价 值 的 再 创 造 解 决 分 配

中的矛盾，即通过合作扩大共同利 益，使 各 方 利 益 尽 量 得 到 满 足，从 而 解 决

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不同国家必 然 存 在 差 异、诉 求 不 一，首 先 要 寻 找 最 大

公约数。显然，热点问题国家之间的 最 大 公 约 数 是 发 展。热 点 地 区 国 家 在 经

济和安全上都具有很高的脆弱性，因 此 可 以 经 济 发 展 促 进 地 区 安 全。中 国 尊

重热点地区国家的主权诉求，也强调 发 展 与 主 权 之 间 的 相 互 作 用。霍 恩 希 尔

德认为，中国在中东的行动系由 “没有和 平，没 有 发 展”、“没 有 发 展，就 没

有和平”的概 念 驱 动，把 经 济 进 步 视 为 推 进 地 区 和 平 的 关 键。① 其 次，注 重

妥善处理与协调彼此间的观念或政 策 差 异。对 于 存 在 争 议 的 领 域 或 议 题，中

国始终 倡 导 发 展 对 于 和 平 稳 定 的 重 大 意 义，提 出 “搁 置 争 议，共 同 开 发”，

使主权与发展实现最大平衡。中国 推 动 “一 带 一 路”建 设，重 视 所 在 地 区 国

家利益与自身利益之间的互补融合，从 而 超 越 文 明 之 间 的 差 异 和 分 歧，推 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具有多元特色的新文明形态。

二、中国解决热点问题的原则

中国处理热点问题的原则是总结 长 期 外 交 实 践 经 验 所 得 出 的 合 理 化 的 方

针策略，大致可分为公正性、系统性与和平性三个方面。
（一）基于公正性：建设性的参与原则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 愈 来 愈 多 地 参 与 热 点 问 题 的 斡 旋 和 调 停。作

为热点问题和 争 端 的 第 三 方 国 家，中 国 坚 持 “以 义 为 先”，对 地 区 冲 突 不 预

设特定前提，吁求有 关 各 方 保 持 谨 慎 克 制，立 足 涉 事 国 家 的 利 益 解 决 问 题，

坚持公平、公 正 参 与 争 端 调 停。而 最 大 限 度 地 践 行 “律 己 利 他”的 主 张，
“不干涉”原则是最好的选择。

习近平明确表示，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 “要 坚 持 不 干 涉 别 国 内 政 原 则，坚

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和 社 会 制 度，坚 持 通 过 对 话 协 商 以 和 平

方式解决国家间 的 分 歧 和 争 端，反 对 动 辄 诉 诸 武 力 或 以 武 力 相 威 胁。”②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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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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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２００—２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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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是中国解决地区热点问题 的 鲜 明 特 色。只 有 “不 干 涉”才 能 真 正 体 现

公正性。“不 干 涉”并 不 意 味 着 对 问 题 的 “超 然”态 度，而 是 一 种 建 设 性 参

与。因而，中国的 “不干涉”有着 坚 持 客 观 公 正、兼 顾 各 方 关 切、以 发 展 促

和平三层内涵。

首先，客观公正，不强加 意 志 于 他 国。习 近 平 指 出，在 处 理 国 际 和 地 区

事务时，中国坚持平等、公平、正 义，倡 导 以 和 为 贵，主 张 通 过 和 平 谈 判 政

治解决有关问题，不赞成强行干涉 别 国 内 政。① “不 干 涉”是 对 热 点 问 题 相 关

国家的内政不予 干 涉，换 言 之，中 国 不 以 自 身 偏 好 为 前 提 介 入 问 题 的 解 决，

不对问题的解决强加自己期望的结果，而 是 秉 持 客 观 公 正 的 原 则 推 进 热 点 问

题的解决。与一些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在 介 入 国 际 问 题 时 强 调 充 分 遵 守 联 合

国宪章的宗旨，践行联合国宪章的 准 则，注 重 建 议 的 可 行 性，坚 守 行 为 的 合

法化，任何制裁与限制都必须得到联合国授权。

正因如此，中国才获得了参 与 国 际 热 点 问 题 解 决 的 信 誉。国 家 信 誉 是 一

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唯有坚持客观 公 平 公 正，才 能 不 断 累 积 信 誉。中 国 外 交

不仅倡导而且做到了 “公正”。一方面，中 国 有 着 更 加 可 信 的 中 立 政 治 立 场，

在热点地区不存 在 历 史 遗 留 问 题，也 从 不 附 带 任 何 政 治 性 条 件。另 一 方 面，

中国外交的公 正 性 也 体 现 在 政 策 的 “一 致 性”。中 国 外 交 言 行 一 致，不 是 说

一套做一套，不是明一套暗一套。朝 令 夕 改、表 里 不 一 的 行 为 只 会 遭 到 地 区

国家的怀疑，而稳健、一致的外交政 策 则 能 使 他 国 建 立 稳 定 的 预 期，促 使 国

家间信任的建立。过去几十年间，中 国 积 累 了 解 决 国 际 危 机 的 良 好 信 誉，树

立了公正调停人的角色，因此才能赢 得 当 事 各 方 的 信 任，成 为 不 可 替 代 的 第

三方对话国家，发挥能动作用。２１世纪初，能同时与朝鲜 和 韩 国 对 话 的 国 家

并不多，中国成为各方都认可的 “六 方 会 谈”东 道 主 并 非 偶 然。在 俄 乌 冲 突

中，欧洲国家都认识到中国的特殊 作 用，都 期 待 中 国 积 极 参 与 冲 突 解 决。因

为在现阶段，能够同时得到俄罗斯与 乌 克 兰 认 可 的 对 话 国 家 也 并 不 多。长 期

以来，美国、欧盟、俄罗斯和地区大国以 及 相 关 国 际 组 织 都 试 图 在 热 点 地 区

促成持久和平与安全，但均未取得 显 著 成 功。阿 以 拒 绝 讲 和，阿 拉 伯 世 界 的

动荡超出美国的掌 控 范 围，伊 朗 和 朝 鲜 根 本 无 法 接 受 美 国 要 求 的 弃 核 计 划。

究其原因，在于美国立场的公正性 遭 到 有 关 国 家 的 质 疑。立 场 公 正 与 否，决

定了是否具有资格调解矛盾，构成了参与解决热点问题的前提条件。

其次，不偏不倚，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热 点 问 题 往 往 涉 及 多 种 矛 盾 以 及

９

① 中共中央宣传 部、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交 部 编： 《习 近 平 外 交 思 想 学 习 纲 要》，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２１年，第４６—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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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历史因素，简单地划分对错、以 有 利 于 自 身 的 标 准 强 调 “善 恶”二 元

论，不仅无助于解 决 问 题，也 会 在 介 入 的 过 程 中 厚 此 薄 彼，产 生 行 动 偏 见。

因此，中国主张不 干 涉 内 政 具 有 特 殊 的 历 史 和 现 实 意 义。 “不 干 涉”不 是 不

作为，而是为 了 给 有 关 各 方 更 大 的 自 主 性，允 许 有 关 各 方 表 达 自 身 的 合 理

关切。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 “匡扶正义”、“强 不 执 弱”、“富 不 侮 贫”的

精神，主张 “协和 万 邦”。在 热 点 问 题 上，中 国 从 未 对 任 何 一 方 加 码 制 裁、

极限施压，也没有拉偏架，“支持一 方 反 对 一 方”，更 没 有 煽 风 点 火，挑 动 国

家间矛盾升级。中国特别注重照顾当 事 各 方 利 益 关 切，而 不 是 以 一 国 利 益 最

大化为标准，以自身利益关切来判断和促进问题解决。

最后，以发展促和解。其逻辑在于通 过 国 家 能 力 建 设，促 使 地 区 国 家 自

主地解决问题。而增强国家能力的根 本 途 径 是 发 展。过 度 干 涉 无 法 起 到 促 进

作用，只会产 生 破 坏 性 的 负 面 效 果。西 方 的 干 涉 主 义 不 仅 不 能 推 动 国 家 发

展，反而会破坏国家原本的能力，以 致 其 无 法 履 行 国 家 的 基 本 职 能。美 国 对

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国的军事 干 涉 都 证 明，西 方 干 涉 主 义 对 一 国 国 家

能力的破坏，往往导致旧问题无法 解 决、新 问 题 又 层 出 不 穷 的 现 象。基 于 对

西方干涉主义失败的反思，中国奉行 不 干 涉 主 义，保 护 热 点 地 区 国 家 的 国 家

能力，同时帮助相关国家发展，提高 国 家 自 身 能 力，最 终 为 自 主 地 解 决 问 题

奠定基础。
（二）基于系统性：“标本兼治”的综合原则

人类社会是有组织的复杂系 统。许 多 问 题 的 解 决 涉 及 众 多 国 家 和 交 叉 领

域，必须以系统整 体 观 才 能 加 以 解 决。① 罗 伯 特·杰 维 斯 也 提 出，国 际 关 系

中存在复杂的系统效应，世界上的 事 物 相 互 关 联，也 正 因 如 此，行 为 的 总 体

结果不等于诸 多 个 体 行 动 的 机 械 加 总，而 是 受 制 于 各 种 要 素 之 间 的 互 动。②

热点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系统效应的影响。

热点问题不仅涉及一系列拥 有 不 同 利 益 主 张 的 行 为 体，以 及 行 为 体 之 间

的互动关系，而且包括各种议题和次 级 问 题，它 们 往 往 相 互 构 成 问 题 解 决 的

前提，从而 使 问 题 本 身 复 杂 化，形 成 结 构 性 难 题，增 加 热 点 问 题 解 决 的 难

度。例如，巴以问题不仅仅是民 族 矛 盾，还 有 领 土 划 分、水 资 源、宗 教 问 题

等多种纷争，任何一种问题不能妥善 解 决 就 无 法 根 治，单 一 的 方 案 只 能 治 标

０１

①

②

王帆：《复杂系统思 维 的 整 体 观 与 中 国 外 交 战 略 规 划》，《世 界 经 济 与 政 治》，２０１３年 第９期，
第１４６页。

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１８、３７—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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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治本。而标本兼治则要求行动遵 循 系 统 原 则，采 取 综 合 性 行 动，争 取 根 本

性解决。简单或粗暴的解决方案在复 杂 的 热 点 问 题 上 不 仅 无 效，还 会 引 发 其

他次生性问题，如 某 些 大 国 对 阿 富 汗、伊 拉 克、利 比 亚、叙 利 亚 的 军 事 干

预，却引发了政治社会动荡和人道主义危机。

作为中国外交在 解 决 热 点 问 题 上 坚 持 的 一 种 系 统 性 原 则， “标 本 兼 治”

包含两方面要求：兼顾问题的缓解和 根 本 性 解 决，统 筹 问 题 的 解 决 与 地 区 发

展。一方面，中国主张对问题既要 采 取 权 宜 之 计，又 要 推 动 根 本 性 解 决。由

于任何地区热点问题都有复杂的历 史 经 纬，长 期 的 矛 盾 积 累，各 种 势 力 与 利

益集团的博 弈，都 使 得 结 构 性 问 题 难 以 在 短 期 内 有 效 解 决。需 要 将 问 题 拆

分，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分阶段 解 决。因 此，中 国 在 处 理 热 点 问 题 时 兼 顾

暂时性解决和最终解决，表现形态 是 “一 揽 子”方 案，即 不 仅 包 含 暂 时 性 成

果，也涵盖部分最终目标，其核心理念是 以 暂 时 性 方 案 促 进 达 成 最 终 解 决 方

案。“一 揽 子”方 案 中 的 临 时 议 题 一 般 与 根 本 议 题 的 方 向 一 致，如 搁 置 争 议

对于问题的根本解决提供了前提 条 件，更 具 有 策 略 性 意 义。相 反，西 方 某 些

国家采取武力强制解决方案，即使短 期 来 看 似 乎 带 来 一 定 效 果，但 后 果 大 于

效果，无异 于 饮 鸩 止 渴，不 仅 不 利 于 长 期 和 根 本 性 解 决，反 而 会 断 送 解 决

前景。

另一方面，中国主张兼顾安全和发 展 利 益，依 靠 发 展 解 决 安 全 问 题，达

到 “标本兼治”。习近平强调，“发展 是 解 决 一 切 问 题 的 总 钥 匙。”① 中 国 支 持

热点地区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促 进 热 点 地 区 经 济 发 展，巩 固 地 区 和 平 稳

定。须综合考量和平 发 展 与 主 权 争 议 之 间 的 关 系，加 强 经 济 合 作 的 针 对 性，

减少主权问题的排他性。中国倡导热 点 地 区 国 家 合 作 的 开 放 性 和 包 容 性，以

互商互谅的精神防止主权排他性外溢到经济合作，影响地区发展与稳定。

以系统和整体的思维解决 问 题，要 有 登 高 望 远 的 心 境 和 超 前 的 意 识。中

国解决问题着眼全局、属意高远。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全 球 发 展 倡 议、安

全倡议和文 明 倡 议，都 是 基 于 人 类 共 同 威 胁 和 当 今 世 界 的 重 大 挑 战 而 提 出

的，人类必须共同合作加以应对。而 对 于 共 同 威 胁 和 重 大 挑 战，中 国 也 是 强

调标本兼治，而不是外科手术式的 头 痛 医 头、脚 痛 医 脚。中 国 的 处 方 是 加 强

地区内国家的能力建设，促进争议问 题 解 决 与 地 区 发 展 之 间 的 联 动。中 国 的

治理哲学 是 “本 国 的 善 治”。依 靠 本 国 的 国 家 能 力，以 “自 上 而 下”的 方 式

１１

① 习近平： 《共 同 开 启 中 非 合 作 共 赢、共 同 发 展 的 新 时 代》，载 《习 近 平 谈 “一 带 一 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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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和稳定国内秩序，进而形成辐射效应，促成地区的稳定与发展。①

（三）基于合异性：“谈判协商”的和平原则

论及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 逻 辑，习 近 平 指 出： “只 有 合 作 共 赢 才 能 办 大

事、办好 事、办 长 久 之 事。要 摒 弃 零 和 游 戏、你 输 我 赢 的 旧 思 维，树 立 双

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 时 兼 顾 他 方 利 益，在 寻 求 自 身 发 展 时 促

进共同发展。”② 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源 于 中 国 在 近 代 饱 受 欺 凌 的 经 历，更 源

于以和为贵、与人为善等中华优秀传 统 文 化，相 信 解 决 分 歧 需 要 超 越 差 异 的

简单思维。孔子有云：“和为贵，先王之道，斯 为 美。”③ 老 子 也 讲：“生 而 不

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④ 怨怨 相 报，两 败 俱 伤，且 难 以 了 结，因 而 “冤

家易解不易结”。诚然，报怨以德⑤、化敌 为 友 需 要 超 群 的 魄 力 和 智 慧，谁 先

迈出这一步就显得十分重要。中国 外 交 深 受 “和 合”文 化 影 响，历 来 主 张 通

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劝和促谈是中国解决一切热点问题的总原则。

中国外交坚持以对话协商解 决 问 题 的 原 则，也 是 源 于 中 国 独 立 自 主 的 和

平外交政策的传统和实践。自新中国 成 立 以 来，中 国 不 断 面 临 复 杂 的 国 际 环

境，包括大国的遏制与军事威胁，与 周 边 国 家 的 领 土 纠 纷 等。在 这 样 的 历 史

和战略环境考验下，中国外交探索 出 对 话 协 商 解 决 问 题 的 方 法。因 此，中 国

对热点问题的解决方案始终以和平共 处 五 项 原 则 为 核 心，尊 重 热 点 地 区 国 家

的主权和领土完 整，不 干 涉 内 政，注 重 在 地 区 热 点 事 务 中 加 强 对 话 与 协 调，

倡导以发展 巩 固 和 平，公 正 参 与 调 停，促 进 各 方 在 “存 异”的 基 础 上 和 解，

实现求同合异与求同化异。协商合作 解 决 地 区 热 点 问 题，不 仅 符 合 有 关 各 方

的利益诉求，更符合和平时代的发展规律。

“对话协商”从来 不 是 空 洞 的 政 治 宣 传，中 国 外 交 积 极 为 推 动 各 国 协 商

对话作出贡献。中国 坚 持 有 关 各 方 以 和 平 对 话 方 式 维 护 朝 鲜 半 岛 和 平 稳 定，

同意参与朝鲜战 争 终 战 宣 言 签 署。在 阿 富 汗 问 题 上，早 在２０１４年 中 国 便 已

积极支持阿富汗政治和解，呼吁各政 治 派 别 摒 弃 前 嫌，参 与 到 政 治 和 解 进 程

中来，共商阿富汗和平与发展大计。２０１７年，在对俄罗斯联 邦 进 行 国 事 访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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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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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之瑜、皮查蒙·约范 童、王 骁：《中 国 式 不 干 预 主 义：治、治 理 性 与 全 球 治 理》，《社 会 科

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３—１１页。
习近平： 《欢 迎 沿 线 国 家 和 亚 洲 国 家 积 极 参 与 “一 带 一 路”建 设》，载 《习 近 平 谈 “一 带 一

路”》，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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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张景、张 松 辉 译 注：《道 德 经》，中 华 书 局，２０２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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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习近 平 主 席 重 申，政 治 解 决 是 叙 利 亚 问 题 的 唯 一 现 实 出 路。中 方 主

张，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要维护来 之 不 易 的 叙 利 亚 问 题 政 治 解 决 势 头，支

持联合国继续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推 动 叙 利 亚 政 府 和 反 对 派 展 现 诚 意、耐

心协商，努力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政治解决方案。①

三、中国解决热点问题的实践

中国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多 数 国 家 支 持 和 期 待，这 是 与 中 国 实 力 和 影 响

力不断发展 壮 大、中 国 和 平 发 展 道 路 深 得 国 际 社 会 多 数 国 家 的 赞 许 分 不 开

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外交在大方 向 上 站 在 历 史 正 确 的 一 边，站 在 人 类 发

展进步的一 边。中 国 在 处 理 热 点 问 题 时，始 终 坚 持 以 习 近 平 外 交 思 想 为 指

导，坚持抓主要矛盾、公平公正、对 话 协 商，致 力 于 推 动 和 维 护 热 点 地 区 持

久和平稳定。在中国外交实践中，具 体 表 现 在 四 个 方 面，即 以 热 点 问 题 的 暂

时解决推动根本解决、以非传统安全 合 作 促 进 传 统 安 全 问 题 的 解 决、促 进 争

议问题解决与地区发展之间的联动、推动地区对话与合作机制建设。
（一）注重以阶段性解决推动根本解决

谈及中国如何参与全球问题的解 决，习 近 平 指 出 要 “坚 持 循 序 渐 进，改

革创新”。② 针对复杂热点，不求速 成，不 搞 夹 生 饭，而 是 强 调 实 事 求 是，稳

中求进。根据形势变化，注重务实可行的路径，灵活调整手段和方式。
当前，国际上许多热点问题 不 仅 不 存 在 一 步 到 位 彻 底 解 决 的 条 件，而 且

有不断恶化的趋势。因此，关键是推 动 问 题 朝 着 正 确 的 方 向 发 展，而 不 是 急

功近利，使得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应 该 在 问 题 恶 化 之 前 及 时 止 跌 止 损，而

不是火上浇油。中国反对美西方国家 违 背 联 合 国 决 议、采 取 制 裁 断 供 封 锁 等

强制性手段解决问题，因为这样做只 会 激 化 矛 盾，使 有 关 各 方 的 关 系 走 向 对

抗而非合作。中国提倡以临时性方案 推 动 向 根 本 性 解 决 迈 进，更 适 合 国 际 热

点问题当下的具体形势。
面对乌克兰危机，中国在多 种 场 合 呼 吁 止 战 停 火 是 当 务 之 急，并 提 出 了

解决危机的十二 点 方 案。尽 管 美 国 出 于 地 缘 政 治 考 量，反 对 俄 乌 双 方 停 火，
但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支持俄乌 问 题 应 该 先 实 现 停 火。基 辛 格 在 采 访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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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媒体 采 访》，外 交 部 网 站，２０１７年７月３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
ｗｅｂ／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ｚｙｊｈ＿６７４９０６／２０１７０７／ｔ２０１７０７０３＿９８７００９１．ｓｈｔｍｌ。

《习近平会见出席 “２０１７从都国际论坛”外方嘉宾》，《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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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肯定中国方案 的 可 行 性，认 为 中 国 的 行 动 将 促 成 俄 乌 和 谈 的 进 程。① 俄 罗

斯总统普京表 示， “俄 方 赞 赏 中 方 在 重 大 国 际 问 题 上 一 贯 秉 持 公 正、客 观、

平衡立场，主持公平正义。俄方认真研究 了 中 方 关 于 政 治 解 决 乌 克 兰 问 题 的

立场文件，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欢迎中方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②

中国在热点问题上实事求 是、根 据 复 杂 情 况 提 出 阶 段 性 临 时 性 方 案，并

不意味着中国没有意愿或能力触及问 题 的 症 结，找 到 真 正 有 利 于 问 题 根 本 解

决的方式和路径。２０２３年沙伊两国在中国调解之下恢复外交 与 合 作 便 是 有 力

的例证。伊核 问 题 关 乎 地 区 核 扩 散，但 本 质 上 是 海 湾 地 区 的 安 全 与 和 平 问

题。沙特和伊朗这两 个 海 湾 地 区 大 国 的 敌 对 关 系 不 仅 影 响 伊 核 问 题 的 解 决，

更影响该地区长期的安全和稳定。因 此，沙 伊 两 国 和 解 大 大 缓 解 了 地 区 紧 张

关系，增强了海湾国家的安全感，也有助于伊核问题的解决。

伊沙和解开辟了中国斡旋外 交 的 新 篇 章。在 中 国 的 独 立 主 持 之 下 沙 伊 成

功复交，不仅是中东 地 区 和 平 进 程 的 里 程 碑，更 是 中 国 解 决 热 点 问 题 理 念、

原则以及实践的 成 功。习 近 平 强 调， “中 国 对 中 东 的 政 策 举 措 坚 持 从 事 情 本

身的是非曲直 出 发，坚 持 从 中 东 人 民 根 本 利 益 出 发”，中 国 “支 持 中 东 和 平

进程，全力推动政治解决，支持自主 探 索 发 展 道 路，推 进 文 明 对 话”。③ 在 这

一思想指导下，２０２１年３月中国提出了 “倡导相互尊重、坚 持 公 平 正 义、实

现核不扩散、共建集体安全、加快发 展 合 作”的 五 点 倡 议，主 张 兼 顾 各 方 合

理关切，推动海湾 地 区 国 家 平 等 对 话 协 商，相 互 理 解 照 顾，改 善 彼 此 关 系，

实现中东安全稳定。④ 在中国的支持下，沙 特 和 伊 朗 代 表 团 在 北 京 举 行 会 谈，

并且联合中国共同发表三方联合声 明，沙 特 和 伊 朗 达 成 一 致，同 意 恢 复 双 方

外交关系，在至多两 个 月 内 重 开 双 方 使 馆 和 代 表 机 构，并 恢 复 双 方 在 经 济、

贸易、投资、技术、科学、文 化、体 育 和 青 年 领 域 的 合 作。⑤ 这 表 明 沙 伊 和

解是在中国的主导下实现的，中国的理念 和 实 践 得 到 了 沙 特 和 伊 朗 的 一 致 认

可。与美国军 事 手 段 的 最 大 区 别，在 于 中 国 实 现 地 区 和 解 的 手 段 是 对 话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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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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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ｄ　ｔｏ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Ｐｅａｃｅ　Ｔａｌｋｓ”，Ｎｅｗｓ　Ｗｅｅｋ，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ｎｅｗｓｗｅｅｋ．ｃｏｍ／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ｓ－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ｗｉｌｌ－ｌｅａｄ－ｕｋｒａｉｎｅ－ｐｅａｃｅ－ｔａｌｋｓ－１７９８９１７．

《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１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外 交 部 网 站，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１日，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ｊｚｈｓｌ＿６７３０２５／２０２３０３／ｔ２０２３０３２１＿１１０４５９７１．ｓｈｔｍｌ。

《习近平会见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 会 议 的 阿 拉 伯 国 家 代 表 团 团 长》，《人 民 日 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３１９—３２０页。

《王毅提出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 五 点 倡 议》，外 交 部 网 站，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６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６７６２０３／ｙｚ＿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６７６３３２／ｘｇｘｗ＿６７６３３８／２０２１０３／ｔ２０２１０３２６＿

９１８１０４９．ｓ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王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三 方 联 合 声 明》，外 交 部 网 站，２０２３

年３月１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ｙｘｗ／２０２３０３／ｔ２０２３０３１０＿１１０３９１３７．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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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中国一直在努力加强与所有地区 大 国 的 关 系，而 不 偏 袒 任 何 一 方 或 卷 入

他们的冲突，依靠经济力量与和平理 念 在 该 地 区 施 加 影 响，这 种 方 法 使 其 获

得了各方认可的争 端 调 停 者 的 身 份。① 沙 伊 北 京 对 话 是 地 区 安 全 的 阶 段 性 成

果，也是有力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 一 次 成 功 实 践。走 对 话 而 不 对 抗、结 伴 而

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 路，才 是 谋 求 地 区 和 世 界 长 治 久 安 的 长

远之策。②

沙伊和解为中 东 和 平 带 来 了 一 系 列 正 面 的 “多 米 诺 骨 牌 效 应”，开 启 了

和解潮。结束沙特与伊朗的公开敌意 有 助 于 平 息 叙 利 亚、黎 巴 嫩 以 及 伊 拉 克

等国内冲突，促成 阿 联 酋、巴 林 和 埃 及 等 国 改 善 与 伊 朗 的 关 系。③２０２３年５
月，以沙特为首的地区阿拉伯国家开 始 改 善 同 叙 利 亚 的 关 系，阿 拉 伯 国 家 联

盟外长级特别会议决定，恢复叙利亚 的 阿 盟 成 员 国 资 格，也 将 继 续 推 动 中 东

地区格局和地区秩 序 的 重 构。④ 这 也 有 力 地 证 明 中 国 在 热 点 问 题 上 采 取 渐 进

式的策略，以阶段性解决带动安全问题的根本性解决方案的有效性。

（二）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１日，习近 平 在 亚 信 会 议 第 四 次 峰 会 上 强 调，中 国 将 与 各

方一道，积极倡 导 共 同、综 合、合 作 可 持 续 的 亚 洲 安 全 观。其 中， “综 合”

是指要统筹维护传 统 领 域 和 非 传 统 领 域 安 全。人 类 处 于 一 个 挑 战 层 出 不 穷、

风险日益增多 的 时 代。⑤ 当 前，世 界 面 临 更 突 出 的 不 稳 定 性 和 不 确 定 性，非

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中国如何 超 越 传 统 安 全 观，凝 聚 国 际 共 识，以 化 解

非传统安全问题为切入点增强各方 战 略 互 信，那 就 是 “统 筹 应 对 传 统 和 非 传

统安全挑战，深化双边和多边协作，促 进 不 同 安 全 机 制 间 协 调 包 容、互 补 合

作”。⑥

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 威 胁 紧 密 相 关，它 们 复 杂 的 叠 加 关 系 不 仅 体

现在威胁的产生上，也体现在对威胁 的 化 解 上。梅 尔 克 纳 普 将 非 传 统 安 全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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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民：《叙利亚重返阿盟：地区和解潮 的 风 向 标 与 试 金 石》，澎 湃 新 闻，２０２３年５月８日，
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７６５３２５２２９３５０８８８１９０＆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１２—１３页。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５８—４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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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方便且非对抗性的外交方式，可 规 避 政 治 敏 感 性，可 直 接 将 非 传 统 安

全本身作为一种 有 效 的 外 交 手 段。① 不 论 是 将 安 全 合 作 视 为 合 作 的 前 提，还

是以非传统安全作为外交手段，都无 法 忽 视 非 传 统 安 全 对 于 “综 合”安 全 的

意义。以非 传 统 安 全 合 作 促 进 传 统 安 全 治 理 是 化 解 地 区 安 全 矛 盾 的 重 要

方式。

中国在能源、科技、禁毒、生物安全等非 传 统 安 全 领 域 与 热 点 地 区 国 家

有广泛的合作基础。中国以打击恐 怖 主 义、应 对 新 冠 疫 情、解 决 人 道 主 义 危

机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合作，促 进 交 流，建 立 互 信，从 而 实 现 以 非 传 统 安

全合作推进解决相关国家棘手的传统安全问题。

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在首 次 参 加 阿 富 汗 邻 国 外 长 会 时 即 表 示，阿 富 汗

邻国应发挥独特作用，既解决自身正 当 关 切，又 为 阿 富 汗 稳 局 重 建 提 供 良 好

外部环境，可重点开展六个方面的 协 调 合 作：帮 助 阿 加 强 疫 情 防 控、保 持 口

岸开放、加强难移民管控、提供人 道 主 义 援 助、深 化 反 恐 安 全 合 作、开 展 禁

毒合作。②２０２２年３月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通过了 《屯溪倡议》，中 国

承诺加强邻国合作，在人道援助、互 联 互 通、经 贸、农 业、能 源、能 力 建 设

等领域加大支持力度，推动阿富汗重建。③

近年来，中 国 也 努 力 采 取 行 动，落 实 自 身 主 张。自 阿 临 时 政 府 成 立 以

来，中国已累计向阿提供超过３．５亿元 人 民 币 的 人 道 援 助，为 阿 民 众 送 去 急

需的粮食、药品、越冬衣物和抗震救灾物资等。２０２２年６月，阿 富 汗 遭 受 地

震、洪灾后，中国第一 时 间 向 阿 提 供５０００万 元 人 民 币 紧 急 人 道 主 义 援 助 物

资。在经贸合作方面，中国通过开辟 “松 子 空 中 走 廊”扩 大 阿 优 质 农 产 品 进

口，助力阿富汗松农增加收入；推动 重 启 阿 姆 达 利 亚 油 田 项 目，带 动 相 关 基

础设施建设；给予阿９８％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帮助阿提升自主发展能力。④

中东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 因 传 统 安 全 问 题 凸 显 而 遭 到 国 际 社 会 忽

略。叙利亚因内战引发的危机持续 了 整 整１０年，导 致 至 少３８万 人 死 亡。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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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出席 首 次 阿 富 汗 邻 国 外 长 会》，新 华 社，２０２１年９月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ｍｒｄｘ／２０２１－０９／０９／ｃ＿１３１０１７７７１９．ｈｔｍ？ｉｖｋ＿ｓａ＝１０２３１９７ａ。

《阿富汗邻国关于支持阿富汗经济重建及务实合作的屯 溪 倡 议》，外 交 部 网 站，２０２２年４月１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１．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ｊｂ＿６７３０８５／ｚｚｊｇ＿６７３１８３／ｘｗｓ＿６７４６８１／ｘｇｘｗ＿６７４６８３／２０２２０４／
ｔ２０２２０４０１＿１０６６１８２０．ｓｈｔｍｌ。

《中国驻阿富 汗 大 使 王 愚： “中 国 方 案”已 经 发 挥 良 好 效 果，阿 富 汗 当 前 仍 面 临 两 大 挑 战》，
国 际 在 线，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９日，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７６３５９９０７４２２０１６３０２４＆ｗｆｒ＝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



中国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理念、原则和实践

利亚人口约１７５０万，其 中１３４０万 人 需 要 人 道 协 助。中 国 同 联 合 国 难 民 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国际 移 民 组 织 和 红 十 字 国 际 委 员 会 等 机

构合作，向叙利亚 等 国 难 民 和 流 离 失 所 者 提 供 粮 食、生 活 物 资、发 电 设 备、

临时住所等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帮助难民来源国和接收国应对危机。①

与一些国家割裂对待传统安 全 和 非 传 统 安 全 的 方 式 不 同，中 国 外 交 在 中

东不仅兼顾二者，也在通过解决非传统安 全 问 题 为 传 统 安 全 问 题 的 解 决 创 造

条件。中国大力支持叙方抗击新冠 肺 炎 疫 情，支 持 叙 利 亚 开 展 重 建、恢 复 发

展。叙利亚是中国的援助对象国之一，中 国 给 予 叙 利 亚 大 量 防 疫 物 资 以 及 约

３００万剂疫苗。②２０２３年２月，叙 利 亚 遭 逢 地 震，中 国 又 向 叙 利 亚 方 面 提 供

了３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的 紧 急 人 道 主 义 援 助，以 及２００万 美 元 的 现 汇 援 助 和 叙

方急需的 救 援 物 资，同 时 承 诺 加 快 落 实 正 在 实 施 的 粮 食 援 助 项 目。③ 此 外，

中国欢迎叙利亚参与共建 “一带一 路”和 全 球 发 展 倡 议。中 国 主 张 合 力 铲 除

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势力，早日妥善解决叙利亚问题，符合中东各国的利益。
（三）争议问题解决与地区发展之间的联动

正如习近平指出：“贫 困 是 动 荡 的 根 源，和 平 是 发 展 的 保 障，发 展 是 解

决一切问题的 总 钥 匙。”④ 因 此，解 决 地 区 热 点 问 题，不 能 依 靠 单 一 的 手 段，

中国主张采取系统方法，将争议问题 的 解 决 与 地 区 发 展 有 机 结 合，以 发 展 形

成地区稳定，以问题的化解促动发展。

依据这一原则，中国针对不 同 问 题 提 出 了 相 应 的 解 决 思 路。在 巴 以 问 题

上，中国提出 “以 发 展 促 和 平”，为 地 区 热 点 问 题 和 平 解 决 提 供 了 新 思 路 和

新方案。调解巴以冲突，中国以建设 者 姿 态 与 冲 突 双 方 保 持 良 好 关 系，主 张

加强巴勒斯坦的经济民生发展。２０１６年１月，习近平在开罗 阿 拉 伯 国 家 联 盟

总部演讲时指出，在巴以问题上中国 主 张 以 土 地 换 和 平，坚 定 支 持 中 东 和 平

进程，支持建立以１９６７年 边 界 为 基 础、以 东 耶 路 撒 冷 为 首 都、享 有 完 全 主

权的巴勒 斯 坦 国。⑤２０１７年７月，习 近 平 在 北 京 同 巴 勒 斯 坦 国 总 统 马 哈 茂

德·阿巴 斯 举 行 会 谈，强 调 中 国 视 巴 以 双 方 为 “一 带 一 路”沿 线 的 重 要 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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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人 民 日 报》，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１日，第１４
版。

《〈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正式发布，向世界讲好中 国 对 外 援 助 故 事》，国 际 在 线，２０２３
年５月１９日，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７６６２９１４７１８８３９７８４１４＆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

《２０２３年２月８日外 交 部 发 言 人 毛 宁 主 持 例 行 记 者 会》，外 交 部 网 站，２０２３年２月８日，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ｊｚｈｓｌ＿６７３０２５／２０２３０２／ｔ２０２３０２０８＿１１０２２１３８．ｓｈｔｍｌ。

习近平： 《共 同 开 启 中 非 合 作 共 赢、共 同 发 展 的 新 时 代》，载 《习 近 平 谈 “一 带 一 路”》，第

８５—８６页。
《习近平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 （全文）》，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２日，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ｚｙｊｈ＿６７４９０６／２０１６０１／ｔ２０１６０１２２＿７９４５５７３．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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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愿本着 发 展 促 和 平 的 理 念，开 展 互 利 合 作，继 续 支 持 巴 加 快 发 展。①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巴勒斯 坦 和 以 色 列 举 行 正 式 直 接 会 谈，以 色 列 希 望 与 巴

勒斯坦在经济和民事方面进行合作。２０２３年６月，巴勒斯坦 总 统 阿 巴 斯 再 次

访华，中国再次强调巴勒斯坦经济民 生 需 求 应 该 得 到 保 障，国 际 社 会 应 加 大

对巴勒斯坦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帮扶，同 时 和 巴 勒 斯 坦 签 署 经 济 技 术 合 作 协

定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②

正因依靠发展促动问题的解 决，中 国 在 热 点 问 题 频 发 地 区 常 常 能 以 建 设

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利用经济手段为地区和平奠定基 础。２０２０年，中 阿 贸 易

额近２４００亿美元，中 国 自 阿 拉 伯 国 家 进 口 原 油２．５亿 吨，占 同 期 中 国 进 口

总量的一半。中阿共建 “一带一路”重点项目 复 工 复 产 有 序 推 进，５Ｇ、大 数

据、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 高 新 技 术 合 作 方 兴 未 艾，中 国 产 品、中 国 技 术、

中国标准在地区认可度 不 断 提 升。２０２１年３月，中 国 与 伊 朗 签 署 了２５年 全

面合作协议，涵盖政 治、战 略 及 经 济 等 范 畴，聚 焦 能 源、基 础 设 施、制 造、

技术等领域合作。２０２３年伊 朗 总 统 莱 希 访 华，又 与 中 国 签 订２０份 双 边 合 作

协议，进一步推动 中 伊 全 面 合 作 计 划 落 地。③ 近 年 来，中 国 与 阿 拉 伯 国 家 的

经济联系愈加紧密，与伊朗的合作不 断 深 化，中 国 在 中 东 地 区 的 经 济 影 响 力

随之攀升，这也构成了沙伊复交的关键性外部因素。④

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 议 的 提 出，也 充 分 表 明 中 国 外 交 注 重 采 取 系

统性方法解决国际问题，兼顾安全 和 发 展 两 大 关 切。发 展 是 安 全 的 基 础，安

全则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硬道 理，没 有 发 展，安 全 就 无 从 谈 起，而 没 有 安

全保障的发展也不可持续。因此，２０２１年９月，中国在第七 十 六 届 联 合 国 大

会上率先提出 “全 球 发 展 倡 议”，呼 吁 坚 持 发 展 优 先、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等 理 念

主张，就减贫、粮食安全、抗 疫 和 疫 苗、发 展 筹 资、气 候 变 化 和 绿 色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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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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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 斯 举 行 会 谈，两 国 元 首 一 致 强 调 推 动 中 巴 友 好 合 作 事 业 全 面

发 展》，外 交 部 网 站，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ｔｐｘｗ／２０１７０７／ｔ２０１７０７１８＿

２６６４１８．ｓｈｔｍｌ。
《习近平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举 行 会 谈》，外 交 部 网 站，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４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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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总统莱 希 率 团 访 华，推 动 中 伊 全 面 合 作 计 划 落 地》，２１经 济 网，２０２３年２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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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八大重 点 领 域 提 出 合 作 设 想 和 方 案。① 随 后，

在２０２２年４月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上，中 国 提 出 “全 球 安 全 倡 议”。２０２３年２
月，中国发布 《全 球 安 全 倡 议 概 念 文 件》，针 对 当 前 最 突 出 最 紧 迫 的 国 际 安

全关切框定了２０个 重 点 合 作 方 向，涵 盖 发 挥 联 合 国 作 用、推 动 政 治 解 决 热

点问题、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 战、完 善 全 球 安 全 治 理 等 多 个 方 面，并 就

倡议合作平台和机制提出设想。②

全球安全倡议和 全 球 发 展 倡 议 的 提 出，表 明 中 国 践 行 真 正 的 多 边 主 义，

引领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推进全球治 理 创 新 发 展。③ 两 个 倡 议 之 间 并 非 割 裂，

而是相辅相成，发挥联动效应。全球 发 展 倡 议 的 推 广 带 动 全 球 安 全 倡 议，既

扩展了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影响 力，也 提 高 了 中 国 在 解 决 热 点 问 题 上 的

能力。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增 长 的 背 景 下，全 球 发 展 倡 议 为 全 球 南 方

发展提供必要支持，也为国际社会解 决 热 点 问 题 提 供 了 信 心 和 物 质 支 持，同

时，与全球 安 全 倡 议 联 动，更 是 为 大 国 以 更 有 效 的 方 式 应 对 气 候 变 化、冲

突、健康和贫困等相互交织的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合作路径。④

２０２３年３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是 对 解 决 全 球 问 题 系 统 方

案的又一发展和深化。安全是发展 的 前 提，发 展 是 安 全 的 动 力，而 文 明 则 是

发展与安全的土 壤，同 时 发 展 与 安 全 又 是 文 明 演 进 与 前 行 的 途 径。⑤ 全 球 文

明倡议夯实了全球 发 展 倡 议 和 全 球 安 全 倡 议 的 价 值 基 础。⑥ 历 史 经 验 告 诉 人

们，安全要建立在文 明 共 存 的 前 提 下，发 展 也 须 建 立 在 文 明 交 流 的 基 础 上。

全球文明倡议呼吁，“共 同 倡 导 尊 重 世 界 文 明 多 样 性”，“共 同 倡 导 弘 扬 全 人

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 导 加 强 国 际 人 文 交

流合作”。⑦ 在西方 “文明冲突论”的叙 事 里，拥 有 不 同 文 明 背 景 的 国 家 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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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庆飞：《全球文明倡 议 意 义 重 大》，中 国 社 会 科 学 网，２０２３年４月６日，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７６２３８７３８７３４７１７０９６８＆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
《习近 平 提 出 全 球 文 明 倡 议》，新 华 网，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ｗｏｒｌｄ／２０２３－０３／１５／ｃ＿１１２９４３４２１７．ｈｔｍ。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４年 第１期

自身的绝对安全 和 发 展，在 资 源 争 夺 过 程 中 处 于 天 然 的 敌 对 状 态。 “文 明 冲

突”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不仅不 利 于 问 题 解 决，而 且 必 将 加 剧 纷 争。全 球

文明倡议以 “文明交往论”和 “文 明 互 鉴 论”为 基 础，为 推 动 全 球 文 明 秩 序

朝对话、和平、平等方向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四）推动地区对话与合作机制建设

习近平明确指出，“坚 持 对 话 协 商，建 设 一 个 持 久 和 平 的 世 界”， “要 完

善机制和手段，更 好 化 解 纷 争 和 矛 盾、消 弭 战 乱 和 冲 突”。① 面 对 热 点 问 题，

习近平强 调 “要 坚 持 以 对 话 解 决 争 端、以 协 商 化 解 分 歧”，郑 重 表 明 中 国

“将在国际和地 区 热 点 问 题 上 继 续 发 挥 建 设 性 作 用，坚 持 劝 和 促 谈，为 通 过

对话谈判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作出不懈努力”。②

地区热点问题频发，缺乏地 区 安 全 机 制 被 认 为 是 一 大 原 因，因 而 应 该 促

进对话协商，建立地区层面的安全 机 制。中 国 参 与 和 推 动 解 决 热 点 问 题，主

张首先实现政 治 对 话，促 进 各 方 直 接 交 流、增 进 互 信，进 而 搭 建 对 话 平 台。

在稳固对话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构建 地 区 安 全 机 制，促 使 地 区 安 全 问 题 得 到

根本解决，实现地区的和平稳定。在 构 建 地 区 安 全 机 制 方 面，中 国 可 以 发 挥

更为积极的和相对主导的作用。中国 与 热 点 地 区 国 家 间 的 广 泛 合 作，与 地 区

热点国家的文化互鉴，都为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东安全的一大短板就在于 缺 乏 有 力 的 地 区 安 全 机 制，甚 至 没 有 多 边 对

话平台。随着美国战略收缩，地区大 国 自 主 性 增 强，相 关 各 方 筹 建 地 区 安 全

机制的主客观条件正在出现。在伊核 问 题 上，中 国 主 张 伊 核 危 机 管 控 应 当 与

海湾安全统 筹 考 虑，呼 吁 建 立 地 区 安 全 合 作 机 制 以 确 保 地 区 安 全 的 可 持 续

性。伊核问题的本质是地区安全的稀 缺 与 国 家 间 的 战 略 互 疑。维 系 海 湾 地 区

安全的传统办法是联盟政治，即海湾阿拉 伯 国 家 通 过 地 区 内 以 及 与 美 国 结 盟

的军事手段遏制 伊 朗。③ 这 种 做 法 只 能 进 一 步 刺 激 伊 朗 拥 核 自 保 的 决 心，激

化地区安全矛盾。因此，中国主张建 立 地 区 安 全 合 作 对 话 机 制，诉 诸 共 同 安

全机制约束和塑造各国行为，彼此之 间 形 成 稳 定 的 安 全 预 期，最 终 促 进 海 湾

地区国家之间的共识和互信。

中国坚持政治解决中东问题，以 安 全 合 作 机 制 的 构 建 确 保 地 区 安 全 可 持

续性。政治解决而非军事解决安全问 题，是 中 国 方 案 在 地 区 安 全 进 程 中 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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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 《习近平谈 “一带一路”》，第１６７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胜 利》，载 中 共 中 央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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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３２—３３页。

李伟建：《中 东 安 全 形 势 新 变 化 及 中 国 参 与 地 区 安 全 治 理 探 析》， 《西 亚 非 洲》，２０１９年 第６
期，第９３—１０９页。



中国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理念、原则和实践

水岭，也是与西方干 涉 主 义 的 根 本 区 别。为 了 落 实 政 治 解 决 中 东 安 全 问 题，

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 制 构 建，充 分 利 用 既 有 的 地 区 多 边 对 话

平台。２０１８年中阿合作论 坛 通 过 《北 京 宣 言》，重 申 中 阿 双 方 相 互 支 持 对 方

核心重大利益，宣示双方在巴勒斯 坦、反 恐、安 理 会 改 革 等 国 际 和 地 区 问 题

上的共同主张，明确 了 深 化 中 阿 关 系 和 集 体 合 作 的 方 向。① 中 国 一 向 支 持 中

东国家独立自主，支持地区国家不断 增 强 自 主 的 安 全 治 理 能 力，自 主 搭 建 符

合地区实际的 地 区 安 全 架 构。② 同 时，中 国 也 充 分 体 现 出 外 交 的 灵 活 性，会

根据具体安全问题和地区安全态势的 发 展 而 提 出 具 体 的 方 案。海 湾 合 作 委 员

会仅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制约了其 在 海 湾 安 全 问 题 上 发 挥 的 作 用。构 建 海

湾安全架构，不能只 局 限 于 海 合 会 的 内 部 整 合，还 须 重 视 伊 朗 的 积 极 作 用。

而增强互信是构建海湾安全架构的 核 心，各 国 应 停 止 内 耗 争 斗，共 同 抵 制 外

部干涉，实现和 解 合 作。③ 因 此，中 国 也 适 时 提 出 了 搭 建 “海 湾 安 全 对 话 平

台”的倡议，以补充海湾地区既有但不完善的安全合作机制。

上海合作组织与热点地区国 家 建 立 对 话 伙 伴 关 系，同 样 提 供 了 国 家 间 合

作的平台。２０２２年９月，在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 议 上，上 合 组 织

正式批准沙特、卡 塔 尔、巴 林、阿 联 酋、科 威 特 等 海 湾 国 家 为 新 的 对 话 伙

伴。④２０２３年２月，伊朗完成了 加 入 上 合 的 国 内 法 律 程 序，正 式 成 为 上 合 组

织的成员 国。⑤ 这 本 质 上 推 动 了 上 合 组 织 内 的 政 治 社 会 化 过 程。具 体 而 言，

一方面，海湾地区国家可以在上合组 织 的 对 话 与 合 作 框 架 内 积 累 互 信，为 构

建海湾地区 独 立 的 安 全 合 作 机 制 奠 定 基 础；另 一 方 面，促 进 上 合 组 织 的 精

神、理念和原则在中东地区的传 播，有 利 于 在 海 湾 地 区 构 建 共 同、综 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地区安全构建观念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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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 风 格 逐 渐 转 向 奋 发 有 为，对 于 国 际 重 点 热 点

问题，中国也从旁观者逐渐变成参 与 者，再 到 建 设 性 斡 旋 者，发 挥 着 不 可 替

代的作用。中国尽其所能参加了几 乎 所 有 国 际 危 机 的 斡 旋、调 停，劝 和 促 谈

理念深入人心。与此同时，美国操纵国际 舆 论 将 中 国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与 发 展 的

努力视为中国意图改变现状的威胁。美 国 等 国 一 方 面 转 嫁 危 机，让 中 国 承 担

力所不及的责任，另一方面，在中国 勇 于 承 担 国 际 责 任 之 时，又 指 责 中 国 别

有用心，是想取代美国。其实，真正别有用心的国家正是美国。

事实上，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任何 争 端，一 切 有 利 于 和 平、稳 定 与 繁 荣

的事情中国都积极加以推动，对所有 热 点 问 题、争 端 问 题 均 倡 导 并 力 求 和 平

解决，并积极探索和平解决热点或危 机 的 新 途 径 新 办 法。回 顾 过 去 十 多 年 的

中国外交，中国积极参与朝核、伊 核、阿 富 汗、巴 以 等 重 大 地 区 热 点 问 题 的

政治解决，努力维护联合国安理会的 权 威 和 团 结，支 持 联 合 国 依 据 授 权 开 展

斡旋。中国积 极 推 动 海 湾 地 区 安 全 机 制 的 构 建，促 成 沙 伊 历 史 性 的 外 交 和

解。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贯按照 事 情 本 身 的 是 非 曲 直 决 定 自 己 的 立

场和政策，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 和 促 谈，为 世 界 与 地 区 和 平 稳 定 注 入 正

能量。诸如 “劝和促谈”、 “主 权 平 等”和 “互 不 干 涉”，这 些 中 国 解 决 热 点

问题的主要原则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外交 实 践，中 国 解 决 热 点 问 题 的 方 式 方 法 丰 富 了

传统的治理理念。有别于西方中心 主 义 和 “西 方 优 先”理 念，中 国 立 足 于 客

观公正立场，主张以义为先、解人 之 危、成 人 之 美。当 前 国 际 社 会 是 一 个 整

体，国家共存共生是不可忽视、无 法 改 变 的 事 实，中 国 立 足 大 局 看 问 题，注

重律己利他，坚持国家应该在地区热 点 问 题 上 保 持 审 慎 克 己 的 立 场，追 求 实

现各方获益共 赢，而 非 “赢 者 通 吃”。中 国 解 决 热 点 问 题 的 理 念 绝 非 西 方 舆

论渲染的 “空想主义”，也 不 是 抹 杀 差 异、忽 视 竞 争 的 理 想 主 义，相 反，正

是认识到差异，在 “求 同 存 异”的 基 础 上，中 国 倡 导 从 “存 异”向 “化 异”

最终走向 “合 异”。中 国 欢 迎 立 足 于 共 性 的 良 性 竞 争，在 合 作 中 竞 争，激 发

参与者的活力，促进共同发展与整体 进 步。中 国 反 对 的 是 过 分 强 调 差 异 的 不

可调和性，过分强调竞争主导关系，从 而 恶 化 竞 争 关 系，致 使 双 方 滑 向 螺 旋

式冲突。因此，“合 异”观 既 是 中 国 对 解 决 热 点 问 题 的 理 念 创 新，也 是 中 国

大国特色外交的独特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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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理念、原则和实践

基于这些理念，中国在参与解 决 地 区 热 点 问 题 过 程 中 提 出 了 “建 设 性 参

与”、“标本兼治”和 “协商合作”等 一 系 列 原 则，并 采 取 以 热 点 问 题 的 暂 时

解决推动根本解决、以非传统安全合 作 促 进 传 统 安 全 问 题 解 决、促 进 争 议 问

题解决与地区 发 展 之 间 的 联 动 以 及 推 动 地 区 对 话 与 合 作 机 制 建 设 等 实 践 策

略。长期以来，受制于国家实力，中 国 在 解 决 热 点 问 题 方 面 参 与 度 有 限，但

随着中国日渐强大，中国越来越主动 地 参 与 热 点 问 题 解 决，承 担 大 国 应 尽 的

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更 大 力 量。从 旁 观 者 到 参 与 者，再 到 独 立 斡

旋者，反映了中国角色和身份的历史 性 变 化。而 沙 伊 和 解 正 是 中 国 在 这 方 面

的一次突破。

诚然，中国方案在大国协调 日 益 困 难 的 今 天 也 面 临 巨 大 挑 战。大 国 在 应

对热点问题方面仍存在严重的理念分 歧 和 手 段 差 异，如 何 进 行 有 效 的 大 国 协

调和国际合作是一个重大问题。有些 国 家 采 取 简 单 外 科 手 术 式 的 做 法，有 些

国家冷眼旁观，有些国家拉偏架，根 本 无 意 于 解 决 热 点，而 是 利 用 热 点 谋 取

更大的自身利益。还有国家则是为了控制 热 点 来 达 到 全 球 霸 权 和 地 缘 政 治 目

的。甚或还有国家本身即是热点问 题 的 制 造 者、干 扰 者、煽 风 点 火 者 和 暗 箱

操纵者。如果 大 国 之 间 和 国 际 社 会 难 以 达 成 共 识、建 立 互 信 并 采 取 有 力 行

动，那么热点就会成为燃点爆点，危及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稳定。

可见，中国在参与国际热点 问 题 解 决 方 面 能 力 还 远 远 不 够。中 国 对 地 区

的影响力存在不均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 加 强 对 热 点 问 题 解 决 过 程 的 管 控 能

力，进一步提升对热点问题解决过程 的 参 与 程 度，丰 富 实 施 和 落 实 中 国 理 念

和方案的政策工具箱。总之，在习近 平 外 交 思 想 统 领 下，中 国 在 参 与 解 决 热

点问题方面已然探索出一系列基于东 方 哲 学 理 念、有 助 于 问 题 根 本 解 决 的 可

行可信的方案，为世界的安全、稳 定 与 繁 荣，为 塑 造 新 型 国 际 关 系、建 构 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高度肯定、关注和进一步期待。

（责任编辑：陈志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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