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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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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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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

理念、原则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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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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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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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方

国家影响力减弱，在解决热点问题上表现乏力。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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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以诋毁他人来抬高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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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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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以利

为利，以义为利也”“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

利”，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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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在利他思想中，还有一种观点值得关注，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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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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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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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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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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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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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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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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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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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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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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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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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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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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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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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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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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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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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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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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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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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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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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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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也讲：“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

而不宰。”冤冤相报，两败俱伤，且难以了结，因而

“冤家宜解不宜结”。诚然，报怨以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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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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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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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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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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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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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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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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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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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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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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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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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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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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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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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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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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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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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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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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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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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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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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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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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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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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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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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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习近平在北京同巴勒斯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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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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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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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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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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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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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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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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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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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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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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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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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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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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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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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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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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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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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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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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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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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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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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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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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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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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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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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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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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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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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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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bbi-
ns et al.,"The Lost Generat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Rand
Corporation, No.PE-A232-1, 2020, https://doi.org/10.7249/PEA2
32-1。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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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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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74页。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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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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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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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下)，中华书局，2001年，第

796页。

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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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bastian Hornschild,"China in the Middle East: Not Just
About Oil", Issue Alert, No.31, July 2016, https://www.europeanso
urces.info/record/china-in-the-middle-east-not-just-about-oil/.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 200-
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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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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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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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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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2024.6 中国外交
CHINA′S FOREIGN AFFAIRS

路”建设》，载《习近平谈“一带一路”》，第63页。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

2011年，第26页。

《道德经》第六十三章。参见《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善

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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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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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iao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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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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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2103
26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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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ta Parsi and Khalid Aljabri,"How China Became a
Peacemaker in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March 15,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became-peacemaker-
middle-east.

《外交部发言人就沙特和伊朗北京对话答记者问》，外

交部网站，2023 年 3 月 11 日，https://www.fmprc.gov.cn/fyrbt_

673021/dhdw_673027/202303/t20230311_11039283.shtml。
"Top Saudi and Iranian Envoys Meet in China for a Deal

That Could Remake the Region", NPR, https://www.npr.org/2023/
04/0611168205005/saudi-and- iranian-envoys-meet- in-china;
"Saudi Arabia and Iran Hold Meeting in Beijing as China
Expands Its Influence",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
content/52f2f672-9fd4-4a4d-a486-2714498ab9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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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ila Maier-Knapp,"Use and Utility of the Non-Traditio-
nal Security Concept in the Contex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16,
No.2, 2017, pp.27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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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3101777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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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674683/2022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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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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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jia
h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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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中国外交 2024.6
CHINA′S FOREIGN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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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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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1707
18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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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prc.gov.cn/zyxw/202306/
t20230614_1109654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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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21jingji.com/
article/20230216/herald/f61dd763f07d6ab4ba2dfc8e887fbd61.
html。

"Saudi Arabia Could Invest in Iran 'Very Quickly' After
Agreement-Minister",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
ddle-east/saudi-investment-iran-could-happen-very-quickly-
after- agreement-minister- 2023- 03- 15/;"Analysis: China Role
in Saudi, Iran Deal a Tricky Test for U.S.", Reuters, https://www.
reuters.com/world/china- role- saudi- iran-deal- tricky- test-us-
2023-03-10/; Trita Parsi and Khalid Aljabri,"How China Became
a Peacemaker in the Middle East".

《2021年 9月 22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

会》，外交部网站，2021年 9月 22日，https://www.fmprc.gov.cn/
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109/t20210922_9584069.shtml。

《2023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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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https://www.fmprc.gov.cn/f
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302/t20230221_11028718.shtml。

王帆：《动荡世界中的稳定之锚与繁荣之源——2022年
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当代世界》，2023年第1期，第10-15页。

Chen Yunnan,"China's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Is
Not the BRI Rehorn", Nikkei Asia, https://asia.nikkei.com/
Opinion/China- s-Global-Development- Initiative- is- not- the-

BRI- reborn #; Deborah Brautigam,"The ABCs of China's GDI",
East Asia Forum, December 22, 2022, https://www.eastasiaforum.
org/2022/12/22/the-abcs-of-chinas-gdi/.

王学斌：《“全球文明倡议”：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柱

石》，《学习时报》，2023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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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23873873
471709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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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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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

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

41-42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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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就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取得丰硕

成果等答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8年7月11日，http://
www.scio.gov.cn/xwfb/bwxwfb/gbwfbh/wjb/202207/t20220715_20
8521.html。

王林聪、李绍先、孙德刚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促进中东繁荣发展与持久和平》，《西亚非洲》，2023年第2
期，第3-24页。

刘畅、李子昕：《让和平安全的火炬照亮中东充满希望

的前路》，中国新闻网，2022 年 9 月 24 日，https://baijiahao.
baidu.com/s? id=1744847394907773311&wfr=spider&for=pc。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新

华社，2022年 9月 17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2-09/17/
c_1129009769.htm。

《伊朗总统签署命令实施有关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法

律》，新华社，2023年 2月 8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
2023-02/08/c_1129346039.htm。

··18


	中国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理念、原则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