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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刻把握当前发展形势,在外交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创新,形成了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该思想的主要内容为“十个坚持”,而该思想的先进性,一是继承创新了优秀

外交传统和思想理论,二是摒弃了西方外交中的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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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 has deeply graspe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made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innovations in diplomatic work, forming the 

socialist diplomatic ide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thought is 

"Ten Persistence". The progressiveness of this thought is that it inherits and innovates the excellent diplomatic 

tradition and ideological theory, and that it abandons the dross of western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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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日益密切,然而,世界和平与发展

也面临诸多挑战与压力。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刻把握当前发展形

势,在外交工作上积极创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

交思想。研究该思想的先进性,有助于让世界读懂中国,进而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动力。 

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体系逻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概括起来有“十个坚

持”。[1]“十个坚持”可以分成战略目标、保障、指导原则、实

现目标的途径。 

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使命,坚持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是该思想的战略目标。[2]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是中国人民根本的目标和利益。而中国梦和世界人民

的美好梦想是相通的。新中国成立的70年以来,中华民族在为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矢志不渝的奋斗的同时,始终奉行维

护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更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

体”的总路径和布局,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深入,具体

的阐释。[4]可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3] 

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是实现目标的根本保障。历史和人民

决定,如果想要办好中国外交,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和国家富强,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完成了中

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6]20而历史和现实

也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6]77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帮助中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伟大成就。[6]20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正是因为有党的领导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保障,中国和中华民族才能具有今天

这样的国际地位。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

国外交独特风范是指导原则。中国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道路,

是因为文化传统、历史实践和现实的需要。以和为贵、和而不

同等“和合文化”思想决定了中国必然要走和平发展道路。近

代以来,中国饱受战乱和贫弱之苦,中国人民深知和平的可贵。

此外,和平稳定的外交环境有利于中国崛起。然而,中华民族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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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和平,并不意味着会牺牲我国的核心利益。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就意味着维护国家安全稳定,进而维护发展的根基和民生福祉。

所以,中国的特色大国外交,必须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作为指导

原则。而想要办好中国外交,需要塑造中国外交的独特风范,提

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家形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理念

和经验、中华文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思想新理念新倡议,

都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5]15 

坚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

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

改革是实现目标的途径。首先,坚持推动“一带一路”是打造全

球伙伴关系的重要先决条件。“一带一路”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

洲和拉美,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成立了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7]换而言之,一带一路将

世界各国串联起来,为全球伙伴关系提供契机。而引领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与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相互促进。只有打造好全球伙伴

关系,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因为

只有对不完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进行调整改进,并维护既有

的国际秩序与合理的规则,如此才能真正克服和平赤字、发展

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进而才能打造稳定牢靠的全球伙

伴关系。 

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体系的战略目标

为基本原则和实施途径提供方向,而根本保障为基本原则和实

施途径提供支撑保护。 

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继承创新了优

秀外交理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先进性在于继承和创

新。这种继承和创新主要体现对共同体理论、新中国优秀外交

传统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第一,继承并创新了共同体理论。共同体理论认为,“真正

的共同体”是指人与人,人与自然彻底实现和谐。当“真正的共

同体”得以实现之后,社会将是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的。而

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求同存异、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真

正共同体”的社会特征完全契合。然而共同体理论仅仅建构了

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阐释了何为“真正的共同体”,而人类命

运共同体思想却阐释了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的具体做法。在

内容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安全五

个方面；而在实践方式上,中国以“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作为依

托,建立全球伙伴关系,进而积极引领全球治理的改革。[8]  

第二,继承并创新了新中国优秀外交传统。新中国优秀外交

传统可以分成以下两个阶段：1949年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

2012年。第一阶段的时代背景是中国面临抗美援朝等多重危机,

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国外交对于时代的判断是战争和革命。那么

对于外交,中国的态度也是以斗争为主,然而,在这一阶段,中国

也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体现了中国热爱和平的外交

理念。第二阶段的时代背景是国际局势缓和,因此,这一阶段中

国对时代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那么,中国的选择是积极融入国

际秩序。1980年,中国在世界银行恢复了合法席位；1986-2001

年,中国先后展开了复关和加入WTO的谈判,最终于2001年加入

WTO。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之所以具有先进性,

主要是因为其对于上述两个阶段的优秀外交传统进行了守正和

创新。2014年,中国曾提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基

础；十九大报告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安全与发展写入其

中,这些都可以证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对于时

代的判断是安全与发展,同时兼顾了前面两个阶段的优秀外交

传统。这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守正”之

处。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国

际秩序的认知方面。“十个坚持”中强调以公平公正的理念引领

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所以,该外交思想认为,既有国际秩序既

不能彻底变革,也不能完全融入,而是在和平稳定的基础上做调

整,使国际秩序更加趋向于正义。 

第三,继承并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

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

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

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9]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所继承的,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美德和智慧。例如,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天下大同”,所谓天下

大同,是指建立一个阶级平等、公正自由、物质丰富的盛世。孔

子曾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老子也曾勾

勒出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社会蓝图。[10]

而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的世界。”[11]其中,包容、和平、繁荣等愿景恰好与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天下大同”对应。然而,在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

极借鉴的同时,也强调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

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12] 

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超越了西方传

统外交 

该外交思想的先进性还在于对西方外交理论的超越。 

第一,西方外交理念具有对抗性。这种对抗性可以在海权

论、陆权论、边缘地带理论等地缘政治理论和霍布斯,马基雅维

利等人的哲学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地缘政治理论强调争夺,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也强调“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而马基雅

维利主义也强调冲突和武力。而西方外交理念的对抗性也有外

交政策上的表现。例如,英国的均势外交、美国的遏制战略、

AUKUS联盟就体现了带有对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维。对抗性的外交

政策破坏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加剧了世界和平赤字。 

第二,西方外交理念强调本国私利优先。这种外交理念在西

方国家可谓是由来已久。例如,门罗主义强调“西半球是美国的

后院但美国不会干涉介入欧洲事务”。而特朗普的退群主义更是

“本国私利优先”的外在表现。本国私利优先对于全球治理体

系的冲击无疑也是严峻的。例如,美国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

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框架内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美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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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不承担责任,其他国家就会纷纷效仿,其最终结果就是加剧全

球治理赤字。 

第三,西方外交理念也强调不平等。西方外交理念总是强调

主体和从属,核心地位与边缘地位。例如,西方中心论认为：欧

美具有地理环境的优势,白人理所应当成为人类精华的高等民

族,而其他民族则是野蛮的低等民族,那么,前者对后者的侵略、

掠夺、征服也是理所应当的。在西方中心论的支配下,发展赤字

和信任赤字必然不断加剧。 

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先进性在于摒弃上

述糟粕。首先,中国国家领导人曾指出：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这明显摒弃了西方国家的对抗思维。第二,在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6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也曾指出：我们应当把本国利

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积极树立

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很明显,该思想摒弃了本国私利优

先,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宏达长远的新格局。第三,该思想坚持以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这摒弃的就是不平等

的外交理念。这些理念打破了主客体二元对立,各国一视同仁。

该思想对于各国的国家权益都给予了高度的尊重。 

4 结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可以归纳为“十个坚

持”。而该外交思想的先进性体现在对共同体理论、新中国的优

秀外交传统、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继承和创新。换而言之,该外

交思想既“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也做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此

外,先进性也体现在摒弃了西方外交的糟粕,超越了零和博弈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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