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3 月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Mar．2024
第 36 卷第 2 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36 No．2

DOI: 10．3979 /1673-8268．20230918005
引用格式: 张方慧，潘万历．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背景、科学内涵与落实路径［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 2) : 11-19．

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背景、科学内涵与落实路径
*

张方慧，潘万历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 全球安全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为应对全球安全

形势变化、促进世界和平稳定贡献的中国方案。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大国之间信

任严重缺失，各种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而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为此，国

际社会亟需新理念、新方法、新路径来引领全球安全治理，切实解决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

安全难题。全球安全倡议以“六个坚持”为核心要义，兼具理念指导性与实践操作性，系统回答

了在新形势下实现世界和平应秉持的指导理念、基本前提、根本遵循、重要原则等问题。这一重

大倡议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继承和发扬中国外交优良传统，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发

展大势的深刻洞悉，为推动建立安定有序的美好世界指明了方向。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以来，得

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响应。为推动落实这一倡议，中国应积极推动大国对话与合

作，确保大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 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

协同推进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 积极利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加大对周边国家的安全

援助力度，为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打造样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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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加速调整演变，各种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

战。在此关键时刻，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这一应对全球安全问题的现实之道与长远之策，为破解全球

安全治理困境、建设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世界指明了方向。全球安全倡议自提出以来，正逐步由理念

主张转化为行动实践。深入阐释全球安全倡议的科学内涵，探讨其落实路径，对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

一倡议，推动其不断走深走实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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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背景: 全球安全治理困境加剧

近年来，全球安全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明显上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然

而，与日益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不相适应的是，全球安全治理机制有效供给不足，并且在大国博弈加剧的

背景下，现有安全治理机制面临治理失灵等风险。
首先，大国博弈加剧，彼此间信任缺失。大国是全球安全与和平的“稳定器”，“大国之间和睦才能世

界和平，大国相互合作才有全球发展”［1］122。然而，近年来中美、俄美关系均不同程度地偏离了正确发展

轨道。从中美关系来看，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就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推出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

略，试图制约中国发展。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进一步调整，对华战略基调由战略接触转向战略竞

争。2020 年 5 月，美国发布《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认为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安全等领域利益形成挑战。
2021 年拜登执政后，延续并升级了特朗普执政时期关于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中美战略竞争进一

步加剧［2］。其中，科技领域是美国围堵中国的重点。2022 年 10 月，美国以出台“临时规则”形式更新《出

口管理条例》，将多家中国实体列入“未经核实清单”，升级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2023 年 1 月，美国又联

合日本、荷兰就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达成管制协议，试图在国际上筑起对华技术围墙。美

国的这一系列举动旨在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立体化的科技打压，以阻碍中国科技发展进程，维护自身的科

技霸权地位，其行为严重干扰了中美正常经贸往来，为两国关系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和矛盾点。
从俄美关系来看，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感根深蒂固，在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俄美战略稳定面临

严峻挑战。2022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极限施压策略，企图借此机会

全面削弱俄罗斯，致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严重倒退。进入 2023 年以来，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角

力愈演愈烈，美国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并升级对俄制裁措施，两国关系愈发紧张。2023 年 2 月，俄罗

斯总统普京正式签署关于俄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法律。该条约是俄美《中导条约》于 2019
年失效后，两国间仅存的军控条约，这表明在严峻的地缘政治现实下，俄美关系中的消极面正不断扩大，

已经波及包括俄美军控体系在内的两国关系的各个层面。
其次，由大国博弈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大国博弈对全球秩序

和安全稳定的影响是广泛、长期和深远的。苏联解体虽然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但诸如北约、冷战思维等美

苏博弈的产物却延续至今，并借助科技、贸易等外衣，使大国博弈的方式日益多元化和隐蔽化。大国博弈

在无形中推升了地缘政治风险，并增加了一些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难度。2022 年 2 月，乌克兰危机迅速

升级并延续至今，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干扰，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和难民危机等接踵而至，进一步冲击了

原本脆弱的世界经济，并加剧了阵营化对抗风险。与此同时，叙利亚问题、巴以问题等原有地区安全热点

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在多种因素作用下进一步恶化。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叙利亚危机爆

发十年来，美国的军事介入已造成超过 35 万叙利亚人死亡，超过 1 200 万叙利亚人流离失所，1 400 万平

民急需人道主义援助［3］。2023 年 10 月，巴以爆发新一轮大规模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进一步凸显出

巴以之间的深刻矛盾以及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当前，美国等利益相关方以代理人战争等方式扩

大自身影响力，大国博弈已成为解决地区安全热点问题的主要障碍。
最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并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人类面临的安全威胁更趋复杂。目前，以

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粮食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涌现，成为当今

国际安全形势的一大突出特点。与传统安全问题相比，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流动性强、覆盖范围广、传播

速度快等特点，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所关注的重点课题。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叠加

交织，传统安全问题回潮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国际社会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努力，使得全球安全治理进

程停滞［4］。
全球安全治理是一种多边、多层次、多行为体的综合性解决安全问题的合作方式［5］。由于不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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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问题具有地区性或全球性影响和联系，需要不同利益行为体之间进行协调与合作予以解决［6］。然

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全球治理制度的实际效能存在短板，运转不灵、作用失效的情况经常发

生”［7］。这既是由现有治理机制的内在缺陷所导致，也与当前大国之间信任缺失、部分西方国家组建排

他性集团密切相关。
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框架是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是以联合国为基本架构、以不同领域的多边

条约为主要机制的一整套治理体系［8］，其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西方价值理念色彩。长期以来，西方大国依

靠自身实力掌握着全球安全治理的议题设置权与规则制定权，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代

表性与参与度明显不足，这就导致现有多边治理机制极易沦为霸权国进行霸权护持的工具，同时也注定

其难以真正兼顾各方诉求，从而公正合理地解决全球性安全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全球安全治理需要大

国协调，当大国之间信任感强、共识度高时，现有多边治理机制才能维持运转，但当大国间信任缺失、对话

与合作难以开展时，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就会陷入失灵、失效的困境。以联合国为例，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普

遍性、代表性与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大国之间信任严重缺

失、全球安全形势空前严峻的当下，联合国却难以真正发挥作用。此外，部分西方国家热衷于“拉帮结

派”“搞小圈子”，进一步加剧了不同治理行为体之间的对立，进而提高了全球安全问题的治理成本。例

如，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 G7) 自成立以来不断拓展议程，近年来在美国的推动下，G7 逐

步将遏制中俄作为其主要议题，更加注重价值观外交，没有在全球安全治理进程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大国之间信任严重缺失，尤其是在霸权国家维护霸权的

政策日益激进的大背景下，总体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持续恶化［9］，各种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而现有全球安全

治理机制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为此，国际社会亟需新理念、新方法、新路径来引领全球安全治理，切实

解决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安全难题。特别是主要大国需要转变安全理念，树立新的安全观，共同

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当前面临的风险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既为新形势下世界大

国如何相处确立了基本原则，也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指引。

二、全球安全倡议的科学内涵与理论来源

2022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提出了全球安全倡

议［10］。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牢牢把握人类历史发展大势，基于世界各国相互联系、休
戚与共的现实，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提出了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的方法路径，为建立安

定有序的美好世界指明了方向。

( 一) 全球安全倡议的科学内涵

第一，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有效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理念指引［11］220。首先，全

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安全。受西方传统安全观的影响，一些国家坚持零和思维，全然不顾现有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别国的不安全之上，片面追求自身安全利益最大化。而全球安全

倡议主张安全不是互斥的，而是双向的、联动的，各国安全利益并非不可协调，追求自身安全不应以牺牲

别国的安全利益为代价，每一个国家都拥有保障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其次，全球安全倡议坚持综合

安全。如前所述，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成为影响当今全球安全形势的重要因素。新冠疫情的蔓延充分表

明，重大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破坏程度有时甚至比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更为严重。因此，全球安全倡议主

张统筹推进传统领域安全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注重综合施策，倡导各国既要注重维护军事、领土等传统安

全，又要承担国际责任，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再次，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合作安全。国与国之间存在

安全利益冲突在所难免，与部分西方国家漠视他国合理安全关切，动辄诉诸武力，热衷于用战争解决问

题，大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安全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各国应树

立合作意识，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以务实行动来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最后，全球安全倡议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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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安全。国际社会之所以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导

致各国的发展需求与发展利益没有得到有效满足和充分保障。对于一些地区安全热点问题，西方国家基

于传统安全观，以武力为后盾强行介入，其结果往往是表面暂时掩盖了矛盾，实则暗流涌动，地区和平稳

定缺乏可持续性。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原则，坚持两者的辩证统一，着力解决当前制约

各国发展的诸多难题，努力破解发展赤字，从根本上消除滋生安全问题的土壤，最终形成安全与发展相互

促进的良性互动，实现可持续的安全［12］。
第二，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是有效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基本前提［11］220。主权原则是国际

安全的基石［13］，也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基本前提。尽管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确立了主权独立和民族平等

理念，但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其根本原因在于某些大国推行的所谓人权和国际规则对主权原则造成了

侵蚀［14］。新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置于首位，充分表明中国政府对

于主权原则的重视以及捍卫各国主权独立的决心。当前，全球安全倡议重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重要性，既是对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出的重要主张。
换言之，国家之间的平等性不仅体现在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自身事务上，还应体现在全球治理规则

的制定中，真正做到“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15］239。
第三，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有效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根本遵循［11］220-221。联合国宪章

规定的首要原则就是国际主权平等原则，并由此引申和发展出不干涉别国内政、民族平等和自决等原则。
这些原则构成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共同基础［16］。当今世界发生的问题，不是因为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是因为其未得到有效履行［17］。长期以来，一些国家推行单边主义，严重冲击了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国际社会应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捍卫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并“结合历史潮流和时代特点，不断丰富

宪章内涵并赋予其新的生机与活力，不断探索联合国框架内全球治理的新思路、新模式、新经验”［18］。

第四，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是有效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重要原则［11］221。安全利益是一国最

重要的国家利益，是追求其他国家利益的基础。每个国家都有维护和追求安全利益的权利，也都存在着

不同的安全关切，但这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所谓合理的安全关切，一是要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符

合世界发展大势，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期待; 二是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特别是要尊重彼此

的核心利益和关切，既要考虑自身安全，也要顾及他国安全，不能追求片面的、绝对的安全，更不能将自身

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之上。长期以来，一些国家受战略文化、思维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往往容

易夸大自身安全威胁，甚至人为建构并不存在的安全威胁，并大搞集团政治，制造阵营对立，对地区乃至

全球安全秩序造成严重破坏。对此，全球安全倡议主张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

共同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第五，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是有效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必由之

路［11］221。作为理性的行为体，国家总是最大程度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并且力图用最小的成本来获取最大

的国家利益［19］。这意味着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难免会与其他国家存在利益冲突，但国家又会

“理性计算”采取何种方式来解决这种冲突。相较于战争与制裁，和平协商无疑是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

解决方式。面对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各国“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以对话增互信，

以对话解纷争，以对话促安全，不能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15］206。
第六，坚持统筹推进传统领域安全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是有效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应有之义［11］221。

当今世界，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冲突甚至成为诸多非传统安

全问题形成的根源，而能源危机、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也会反过来对传统安

全产生影响。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及各国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各种安全威胁的危害正变得愈发严

重。然而，部分国家并没有认清当前国际安全的复杂现实，其采取的全球安全治理措施缺乏整体观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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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割裂。对此，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应共同应对地区争端与恐怖主义、气
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各种安全威胁，加强顶层设计，创新安全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 二) 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来源

其一，全球安全倡议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

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15］222

全球安全倡议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代发展需要有机结合的典范，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

发扬。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主张“亲仁善邻”“以和为贵”，强调“国虽大，好

战必亡”，反对一切不合道义的战争。无论是儒家主张的“天下归仁”“以德服人”，还是道家主张的“以道

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抑或是墨家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都充分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仁

爱”“贵和”的特质，这也奠定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文化基因。全球安全倡议继承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天下情怀，主张“协和万邦”“天下大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包

含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致力构建“天下型国家”［20］。但是，这种“大同”并不是简单

盲目地寻求事物的绝对一致，而是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遵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的原则，在兼收并蓄、互学互鉴中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一律平

等，充分尊重国家之间的差异，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文化底蕴。
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中国智慧和优

良传统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习近平主席在

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特点和现实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运用到

解决全球安全问题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呼吁各国秉持和平共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

理念，树立全新安全观，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国际道义感推动实现世界的共治、共享，从而形成了具有

鲜明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全球安全治理方案。
其二，全球安全倡议是在总结新中国外交政策与实践基础上提出的系统性全球安全治理方案，是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21］。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两个中间

地带理论”，形成“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致力于发展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友好关系。改革开放

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断，倡

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

遇期的科学判断，倡导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互利

共赢的开放战略，倡导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5-7。可见，贯穿于新中国外交的一条主线就

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是维护世

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引领中国外交航向，推动

世界发展进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1］7。全球安全倡议正是其中

的代表。这一倡议所主张的新型安全观、主权平等、安全不可分割等，既是对新中国外交政策与实践的继

承，又是根据当今时代发展需要提出的系统性全球安全治理方案，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破解全球性安全

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者，更是这一倡议的践行者。面对频发的地区安全问

题，中国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发挥大国作用，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决定立场，

劝和促谈、增信释疑，以中国智慧推动地区安全热点问题的降温与缓和。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全球安全倡议，面对不同时代国际社会出现的不同安全问题，中国始终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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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紧握时代脉搏，持续思考解决之道，不断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的应

对方案。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洞悉，是对中国长期坚持的和平外交政

策的继承和发展，为实现全球安全指明了可行路径。

三、全球安全倡议的主要落实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为各国弥合和平赤字、应对安全挑战提供了现实之道与长远之策，有利于推动各行为

体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形成新的互动模式，确立共同的行为规范。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

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响应。目前，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和赞赏该倡议［22］。巴西学者罗

尼·林斯认为，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贡

献［23］。马来西亚前政府官员 John Pang 指出，西方自由的国际秩序建立在战争和剥削之上，世界需要一

种新型的国际关系。中国的全球治理愿景提供了一个急需的替代方案，是将中国的发展与安全理念推广

到国际社会的努力，也是世界需要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组成部分［24］。2023 年 2 月，在全球安全倡议提

出近一周年之际，中国正式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系统阐释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与原

则、重点合作方向、合作平台和机制，为破解全球安全治理困境提供了更具系统性和全局性的解决思路，

为持续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由理念转变为实践擘画了可行路径［25］。未来，中国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积极推动大国对话与合作，确保大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 坚持

安全与发展并重，协同推进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 积极利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加强对周边国家

的安全援助，打造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样板工程，不断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走深走实。

( 一) 推动大国对话与合作，凝聚更加广泛的安全共识

全球安全问题具有跨国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等特点，其治理是一个长期持续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

要相关各方相互协作，尤其需要掌握更多资源的大国凭借自身实力和影响力在其中发挥重要协调作用，

以推动形成治理共识并采取共同行动。因此，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离不开世界主要大国的支持与

配合，需要兼顾不同层次、不同主体和不同类别的安全利益［26］。虽然当前大国彼此间的战略疑虑和战略

博弈加剧，大国关系较以往变得更加紧张、脆弱，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大国面临诸多共同挑战，存在共同利

益，尤其是在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难以做到完全“脱钩断链”。通过妥善管控大国

分歧，增强彼此间战略互信，才能有效避免大国关系滑向地缘政治分裂和阵营对抗的深渊。为此，中国既

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正视国家间难以回避的竞争性［27］，也要向相关国家表明自身寻求共同

安全的理念与决心，努力扩大各方利益交汇点，积极与相关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

主义等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开展建设性合作，不断积累战略互信与共识。

( 二) 加强同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合作，构建包容性全球安全治理机制

联合国是国际体系的核心，维护联合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加强与联合国各机构的合作

是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举措。中国一直以来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用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宪章宗

旨，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28］。面对近年来联合国地位有所下降的情况，中国更要发挥负责

任大国作用，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努力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安全治理机制。一是以联合国安理

会为中心，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安理会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中国要积

极行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确保重大安全问题通过和平方式得到公正合理解决。二是积极参与联合

国维和行动。目前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和重要出兵国［29］，未来中国在继续加大对联合

国维和行动支持力度的同时，也应积极推动其进行合理必要的改革，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三是大

力支持联合国在打击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方面的中心协调作用。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是当前十分突出

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由于其具有隐蔽性、跨国性特点，单靠一国之力难以解决，因此必须发挥联合国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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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中心协调作用。目前，联合国已经通过了《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等重要文件，在此方面中国应发挥表率作用，通过完善国内立法、开展各类合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

技术和能力建设援助等方式［29］，积极推动这些文件的落实。
此外，中国还应加强与联合国安全机构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联合国系统规模庞大，拥

有多个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在各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等联合国安全机构的合作，不断推动相关治理机

制的变革与完善。随着全球性安全威胁日益增多，联合国安全机构在应对具体安全问题中的地位与作用

将会更加突出，为此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安全机构的联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开展更多的合

作项目，在解决全球性安全威胁、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同时，增强自身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影响力

与话语权。

( 三) 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统筹推进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实现高水平安全

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安全和发展问题都是国际议程的核心问题，二者紧密相连、相互影响。一方面，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另一方面，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许多发展问题如果得不

到及时解决，最终将会以安全问题的形式展现出来。例如，倘若一国经济增长迟滞、社会问题长期积压就

极易演变为安全问题，甚至会产生外溢效应，从而引发地区安全形势的动荡，而诸多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

也需要以发展为支撑。然而，当前“发展与安全事业双双遭遇重挫，甚至存在陷入恶性循环的潜在风

险”［30］。对此，中国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坚持统筹推进发展与安全，为解决世界和平

与发展问题指明了方向。因此，在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过程中，也要兼顾发展议题，加快促进世界经

济复苏和繁荣［31］，积极促进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的有效联动，找准二者的共同发力点。在此方

面可将应对公共卫生安全、粮食危机与气候变化作为优先方向。
公共卫生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既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的重点合作领域，也是全球安全倡议所要

解决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国际抗疫合作、着力解决全球粮食危机、切实履行气候变

化公约义务，展现了负责任大国形象，为推动全球发展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新冠疫情发生后，

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守国际道义与大国责任，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外

医疗行动。中国不仅向有需要的国家援助紧急医疗物资，切实解决各国抗疫物资短缺问题，而且积极开

展资金、疫苗和医疗技术援助，加强受援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今

后，中国应继续坚守国际道义和大国责任，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原则，着力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最紧迫

课题，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协同增效。

( 四) 充分发挥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作用，加大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援助力度，打造人类

安全共同体的样板工程

全球安全倡议旨在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安全，致力于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而人类安全共

同体的构建应以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为优先方向，在此方面可充分发挥现有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作用，

并将其与对外援助战略相结合。目前，中国已与周边国家建立起较为成熟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包括上

海合作组织、亚信峰会、东亚合作相关机制等，这些安全机制的建立与发展有力推动了地区安全问题的解

决，维护了地区安全稳定大局。例如，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就将安全合作作为重要合作领域，合力打

击“三股势力”，迄今已通过《打击“三股势力”上海公约》《反恐怖主义公约》等一系列安全合作文件，形

成了较为完备的地区安全治理架构。今后，中国应充分挖掘现有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潜力，继续强化既

有安全合作，并根据地区安全形势新变化探索新的安全合作领域，开展有针对性的合作项目。与此同时，

为更好地推动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援助力度。周边国家在打击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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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主义、毒品犯罪、武器走私等方面面临着较大的压力，中国可为其提供必要的安全援助。在此过程中，

应处理好“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关系，在向受援国提供资金、装备援助的同时，积极为其培训执法

人员，帮助其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增强受援国自主维护和平的能力。通过采取多种举措，确保周边地区

的安全与稳定，为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打造样板工程，使其由地区层面向全球层面发展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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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scientific connotation，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ZHANG Fanghui，PAN Wanli
(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i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 field of security，representing China’s proposal to address changes in the global security situation and

contribute to world peace and stability． At present，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ower，with a severe lack of trust between major powers and various security issues emerging incessantly． Existing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mechanism has shortcomings to varying degrees． Therefore，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urgently

needs new ideas，methods and pathways to guide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effectively address various security chal-

lenges that threaten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with“six adherences”as its core，

combines guiding ideology with practical operability，systematically addressing guiding principles，basic premises，funda-

mental principles，and important principles to be adhered to in achieving world peace in the new situation． This major ini-

tiative“is rooted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at values peace and stems from China’s independent and

peaceful diplomatic policies and practices”，reflecting China’s profound insight in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world

and pointing the way to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ble and orderly world． Since its proposal，it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praise and positive respons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initia-

tive，China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among major powers to ensure the stable and healthy devel-

opment of major－power relations; uphold genuine multilateralism to safeguard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Nation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balancing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and jointly promote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and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actively utilize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mechanisms，and increase security assistance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to create a model project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ecurity for mankind．

Keywords: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a security community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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