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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守正：
全球秩序重构进程下的中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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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危机和挑战不断增加。部分国家贸易壁垒高筑，逆全球化浪潮再起。

大国博弈加剧，地区冲突四起。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冲击全球经济，世界蕴含着众多不稳定因素，为各国的发

展蒙上了一层阴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影响力衰退，既有的国际秩序正悄然重构。与之相对的是，日益接

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在不断创新着外交理念，开始逐渐从韬光养晦转向主动作为，逐渐从国际事务的参与者

转向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层出不穷，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构建和谐世界贡献着中国力量，中国的世界领导力也在一次又一次外交实践中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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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局势正经历相较于人类历史而言最深刻和复杂的变化。

一方面，世界范围内蕴含着众多不稳定因素为国际和地区的稳定

埋下隐患。近一段时间的俄乌冲突让大国博弈不断升级、美国

对华贸易战余波未平、世界疫情走向尚未出现拐点、国际贸易往

来受到干扰、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另一方面，随着美国等西方国

家实力的不断衰落和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受到限制，甚至成为维

护国际社会和谐稳定的消极因素。在这种局面下，中国始终围绕

着《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秉承多边外交主义，倡导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为世界秩序重构注入了更多的中国因素和中国力量。

一、打碎与重构—国际秩序的更迭历程
“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国际社会主要战略力量

之间围绕某种目标和依据一定规则相互作用运行的机制，是指处

理国与国之间的准则和行为规范。”[1]20 世纪初至今，国际秩序已

经发生了数次更迭，秩序更迭往往导致形成一批新的秩序受益

者和受制者，而每一次的更迭都是对前一秩序的打碎与重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通过构建

以西方列强操纵的国际联盟为核心的政治性平台实行集体安全。

在这一体系下，由英、法、意、日等列强操纵的国际联盟和远在

大洋彼岸的美国共同主导了这一秩序。在这一秩序下，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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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达到目的有三：一是裁减军备；二是维持和平；三是公开

外交，这为当时充斥着戾气的国际社会指出了一条道路。然而这

个体系本身却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一是国际联盟无法有效地避免战争。由于国联机制的缺失以

及笼统的条约内容使之无法真正约束缔约国的行为，“盟约对国际

联盟成员国发动战争留有余地，使制裁发动战争者成为空话。”[2]

二是国际联盟无法形成有效决策。“全体一致” 原则赋予了

任何一个成员国都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力，成员国利用这一权力相

互掣肘，导致许多议案无法真正形成共识并加以实施。

三是国际联盟并不能真正成为弱小国家维护权利的平台。

德国占领苏台德地区和英法对此的绥靖政策以及“九·一八” 事变

中国联的不作为，都体现着这一机构的失能。

此外，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一战” 后仍旧受到西方列强的

压迫，这些都一再表明这一体系的内在逻辑是维护强权霸权，世

界不稳定因素并未因此而消散，人类文明又再次陷入到重大的

灾难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西方理想主义的外交理念击得粉

碎，“一战” 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并未

能阻止世界再次陷入灾难之中。在意识到集体安全机制存在的

漏洞后，同盟国开始尝试填补这一缺失。“史学界一般认为，雅

尔塔体系是指‘二战’后期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等会议上就战时

合作和战后世界安排上达成的一系列条约和协议的总称。”[3] 雅

尔塔体系将大国政治放置在协调国际事务当中的核心地位，形成

了支撑该秩序主要的支柱。雅尔塔体系相较之前者有三大区别：

一是建立了联合国以取代国际联盟成为协调国家间关系的

平台。新成立的联合国容纳了来自世界各区域、拥有不同发展

水平和不同文化基础的国家。“联合国成立之初的 51 个创始会员

国，遍布世界六大洲，代表着世界 80% 以上的人口；到 1995 年

已多达 185 个国家，其中发展中国家已近 120 个，占会员国总数

的 2/3。”[4] 相比于国际联盟，联合国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

二是由“全体一致” 原则过渡到“大国一致” 原则。在雅尔

塔体系下，各大国通过协商取得共识并在决策过程中发挥决定

性作用。在这个原则之下，没有任何一个绝对的力量能够完全主

导世界事务。采用何种方式处理国际事务的决定权掌握在几个

大国手中。在此之前，“国联盟约给大会和行政院全体成员以普

遍否决权，联合国宪章采纳了否决权这一规定，但有所不同的是

将否决权仅限于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5] 这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了成员国之间相互掣肘和难以推动决议实施的窘境。大国间所

达成的共识也成为推动解决国际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三是雅尔塔体系构筑起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世界在

总体均势下保持稳定发展，不存在一方阵营对另一方阵营具有绝

对优势的空间。此外，冷战的阴霾也迫使各国加快科技的迭代更

新速度，人类科技文明获得了巨大的腾飞。此外，随着中国的发

展和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国际地位日渐提升，在恢复联合国合法

席位的同时也开始成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对国际事务的话

语权也逐渐增强。

苏联解体终结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两极对峙格局，美国成

为全球实力首屈一指的超级强国，世界上虽已经鲜有能与之匹敌

的国家，然而看似胜利了的美国却也难以完全凭一己之力主宰世

界。在冷战时代下，随着欧洲的重新崛起、亚非拉国家力量的跃

升和不结盟运动的开展，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初显。冷战的结束

让这一趋势更加凸显，多极化力量牵制了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

中国在其中也成为一股重要力量。

作为常任理事国，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身体力行践行《联合国

宪章》的宗旨原则。“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

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

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6] 联合国这一平台不仅没有过

时，而且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也将继续深刻作用

于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

二、创新与守正—大变局时代与中国应对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7] 应对大变局中

国外交在创新理念的同时坚守道义，展现着新时期中国的大

国风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蕴含着众多不确定的因素，面临发展

机遇的同时，随之而来的风险和挑战也陡然增加。一方面，世界

科技革命步伐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迭代速度越来越快，国与

国之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仍然缺乏持续增

长的动力。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余波未平，美国发动对华

贸易战和接踵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又为全球经济的发展

罩上了一层阴霾。此外，大国博弈也反映在部分地区动荡的局势

上：叙利亚战争和俄乌冲突扰动着国际和平与稳定；世界范围内

民粹主义思潮再起；逆全球化在后疫情时代大行其道；保守主

义与孤立主义再度抬头；全球化进程受到阻碍。各国政治、文

化和经济交往受到疫情影响难以正常开展，世界各地区各群体

之间的感知受到阻隔，加深了各文明群体间的误判。在全球困境

下，部分国家开始重拾冷战思维，积极构筑对华包围圈和成立反

华联盟，意识形态的冲突又再次凸显，阻碍中国发展的因素不

断增多。

然而面对全球性困局，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在栉风沐

雨中逐渐成熟起来。中国外交已经走过了 70 余年不平凡的征程，

正如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所言：“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

强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巨大成就；中国外交开拓进取，攻坚克难，走过了波澜壮阔的

历史征程。”[8]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事业持续深入推进，我

国进一步“坚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9]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开始积极主动

作为，不断为国际问题的解决开辟新的道路。

在经济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为支持“一带一

路” 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助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受到了亚洲国家的普遍欢迎。我国还通过参与“RCEP”、申请加

入“CPTPP” 等组织积极与区域内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使国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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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看到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集团的决心。此外，中国还深入嵌入

到国际分工体系之中，部分国家采取对华脱钩政策存在技术上和

心理上的双重鸿沟，中国仍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世界工

厂” 的地位。

在文化上，中国形象以中国文化的方式进一步构建起来，中

国文化积极与世界文化相融合，通过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形式

传递给全世界，如通过打造特有的文化产品让世界客户在使用

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感受文化的魅力。中国还积极通过举办冬奥

会、交流年等方式深入推进中外文化交往。面对部分国家或企

业对中国文化的质疑和抹黑，中国从民间到官方都能第一时间加

以澄清和反制，在正确诠释中国文化的同时捍卫了民族尊严，维

护了中华文化的地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本着人道主义国际精神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则，尽己所能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提供疫

苗、防护服甚至派出医疗团队参与指导当地抗疫工作，积极配合

世卫组织进行新冠病毒溯源，以科学态度向世界传递着事实真

相，有力回击了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抗疫的抹黑。全球范围内的

合作抗疫不仅维护着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更展现着中国的大

国担当。

在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也都可以看到中国外交的风采。在

近期俄乌冲突问题上，中国始终站在和平一边，劝和促谈；始

终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冲突双方积极创造谈判条件，并

反对继续加剧局势升级。同时中国还提出“安全不可分割” 原

则，要求各国在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时不得妨碍他国安全。中国

对待国际问题的一系列表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

在悄然变化的国际秩序中，中国正逐渐从国际事务的参与者

转向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中国因素开始更多地出现在国际热点问

题的解决议程之中，国际社会期待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也期待

中国方案为自身发展带来的改变，中国的国际领导力也在一次又

一次的外交实践中得以增强。

三、总结
无论各国存在的分歧如何，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和原

则的国际体系始终是国际社会的共识，然而这一共识却长期受

到部分西方国家的破坏，并在此之外建立了所谓的“西方秩序” 

以压制“二战” 胜利后所形成的国际秩序。随着西方实力的衰退

和“西方秩序” 漏洞的显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西方

秩序” 并非是“普世价值”。尤其在抗疫方面，对比中国所采取的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积极态度，越来越多的国家也见识到

了西方世界对生命的漠视，降低了对西方世界的信任感。中国作

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积极创造和谐健康的世界，分享

自身发展经验，维护国际秩序，始终牢记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初心

与使命。

在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仍旧乏力，世界未来的道路

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面对这一不确定性，中国只有保持战略

定力，坚持正确的外交策略，始终坚持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

准则，坚守道义，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机会，创造机

会，灵活运用外交策略，积极贡献国家智慧，为世界的发展注

入新的动力，才能在风起云涌的世界历程中创造更加有利的国

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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