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型”是一个过程，它既包括旧事物的发展和完善，又包

括新事物的创制。外交转型既与整个社会的变迁和转型相联

系，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至少包括了外交观念的转变、外交体

制的变迁与外交战略的变迁。［1］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

以来，中国的国内国际形势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中国政府和人

民不断汲取自己传统对外关系理念中的深邃内涵，提炼出“大

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

台”这一当代中国外交的总布局。但是“关键”和“首要”则直接

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既定目标与确保自身安危，以此尝试以国

际关系变革视角来探讨当代中国对主要大国与邻国关系的转

型，梳理一国对外关系与国际体系层面的互动与联系。

一、国际体系概念及其当下转型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冷战结束形成了美国在当今世

界的“一超独霸”地位。“9 · 11”事件后世界各国对非传统安

全防范达成的共识，以及气候、环保等国际性难题层出不穷，

尤其是以 2008 年 8 月 8 日发生的俄格战争为代表的国际格

局变动趋向，都强烈昭示了当代一国与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

间的关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体系有着不同的定义。

纵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不管是 20世纪初的理想主义学派，

还是 40、50年代传统现实主义学派，抑或是 60年代的科学行

为主义学派，以及 70 年代兴起的新现实主义学派，大多数研

究都侧重于从大国变迁所引起的变化的角度来研究国际体系

的转型。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各种国际主要力量配置

构成及这种力量互动关系的组合体”，［2］强调政治单位及其互

动性。只有到了 90 年代前后，建构主义学者继承了相关学派

的部分观点，丰富并发展了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内容后，才

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转型研究，建构主义突出观念

即共有知识及其互动形成的动态结构。［3］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系统视角，是把国际体系视为一个由

行为体的互动所构成的整体，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称谓，诸如

“国际体系”、“国家体系”、“世界体系”、“国际结构”等，组成体

系的通常被称为“单元”。［4］国内外学界关于国际体系的认识

和定义尽管经由了上述不同流派和阶段的变迁，但总体而言，

国际体系即国际关系体系，“鉴于它具有稳定性、紧密型与整

体性以及内在的行为体互动机制，所以它就被称为体系”。［5］

不管如何定义，国际体系强调的是一个整体概念，而其中的各

个单元在其互动过程中可以因一系列大的、连续性的事件而

促使其转型或变革。就历史而言，军事战争是世界体系变革

的主要动力；而在当代，世界体系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

非传统安全和世界性气候、环境等难题的共同作用下，其变革

与转型除遵循既有的历史规律外，还融入了本时代的鲜明特

征，更有颠覆过往经验的不确定因素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演进

冷战后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行为体走向了多元化，

冲击了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在传统的不

结盟对外政策下，超越意识形态和战略竞争的双边关系，建立

了诸如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尤其

是中美之间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中美自 1979 年建交以来，经

过了 80 年代初步的稳定发展以及 1989 年之后的“严寒”，甚至

发生了中方驻外使馆被对方炸毁等恶性事件，直到“9· 11”事

件后中美合作关系才有了切实的基础。而在当下，美国从爆发

“次贷危机”开始，最后酿成世界经济危机，世界形势和国家间

关系再次面临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中国积极应对此次危机，

并帮助美国消减此次危机带来的影响。中美关系从发展轨迹

来看，两国关系完全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成为全球政治和

国际关系转变的“晴雨表”。［6］因为两国间互为因果的经贸关

系与当前困境，甚至有人使用了“中美国”这一称谓。［7］

目前，中国对损害自身利益的国家，一律采取奉陪到底的

强硬态度。如法国总统萨科齐不顾中国政府的事先警告，执

意会见达赖喇嘛，中国单方面取消了迫在眉睫的中国—欧盟

扩大首脑会议。针对法国政府一再做出伤害中国人民尊严和

情感之举，温家宝总理近期还进行了一次“环法外交行”①。中

国的此种外交方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极大转变。因中国目前

国力的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变化，使中国之前被动的、尽量减少

摩擦的外交方式，改变成为主动的、不惜得罪外交国的外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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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国在大国外交上勇说“不”字，并非主动制造摩擦，或因

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比较优势而自我膨胀。在当今国际体系

的作用下，大国关系中尽管存在矛盾与摩擦，但不会出现相互

间直接的权力和军事对抗，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互动，在事关国

家核心利益、民族生存尊严以及民众普遍反对等对外关系处

理上，尤其在处理与相关大国关系的时候，既能做到维护利益

与尊严，也能让对方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与利益

诉求，减少被动与之发生摩擦，注意国际威信的逐步提高，节

约外交成本，以软实力的不断提升来塑造中国大国、强国与负

责任的良好形象。

三、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中国新型邻国关系的宣言书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新邻

国关系，将之置于首要的地位。这其中既包括与俄罗斯、日本、

韩国、印度、印尼等主要（新兴）大国关系的改进，也涵盖着力

推动建立新的区域战略联系，如与东盟、南亚、中亚和东北亚

地区的区域性合作。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下，执行睦邻友好、稳

定周边的战略，有助于中国抵御中美关系可能恶化产生的影

响。［8］以对俄罗斯、日本这两个亦属世界主要大国的邻国关系

为例，分别建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中俄两国均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战略挤压，双方

在国际体系中有着较大的共同战略利益。俄罗斯自 21 世纪

以来一直致力于国家的独立与复兴，中国在这一期间内，以上

海合作组织和联合国为主要平台，与俄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

领域展开广泛合作，并互办“国家年”活动。①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学界一度有所谓“对日新思维”及对其批判的高潮。中国

对日关系在 2006 年前一直处于较“冷淡”状态，起因则归咎于

日方在历史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模糊甚至违背事实的做法。“政

冷经热”之说还是能基本涵盖这一时段两国间关系的基本面，

“经热”的背后映衬了两国间巨大的经济利益，随着“破冰之

旅”和“融冰之旅”的开启，中日间“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

关系”得到确立和实施。这是中国在当今国际体系转型大背

景下对外关系观念转变的极佳注脚，既没有丧失自己的核心

诉求，更保障了抓住有利的战略机遇期来发展壮大自身。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较妥善地处理好与主要邻国的

关系，而且积极致力于周边区域战略的建立，包括推动与东盟

的全面合作，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强与南亚地区的

合作，稳妥地解决了与邻国印度的边界问题；构建与中亚的新

型合作关系，宣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积极

推动东亚、东北亚的新合作机制，特别是推动解决朝鲜核问题

的合作机制；中东外交转型也日趋明显，即由“超脱”到适度介

入再到目前的坚持以人为本和反战。通过这一系列的积极作

为，中国创造了建国以来最为和谐的周边环境和合作前景，以

外交观念的转变带来实实在在的双边互惠关系，用实际举措

昭示了中国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一切无

疑将对当代国际体系的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

经过各种危机和大事的洗礼，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改革开

放事业迈上了新的台阶，形象和地位赢得了更大的国际尊

重。当前时代背景下各种博弈带来了国际体系内权力结构、

力量分配以及南南、南北、北北等各组关系的新变化，中国因

其特有的国家制度和国际角色，纵横捭阖于各组变化关系中，

就其着力点而言，外交转型应是顺势而为，竭力从善，以利于

自身的持续发展，变中求强，致力于“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理

念的积极实践，达成富国强民和民族复兴的既定目标。具体

而论，处理好与当今主要大国的关系牵动全局战略利益，既不

能一味忍让，也不需锋芒毕露。而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

家之一，中国首要问题就是要不因一时一事与邻国交恶，积极

开放的心态和互利互惠的有力举措定会达到与之双赢的效

果。当然，中国也一直在务实推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并

勇于担当、积极参与到国际多边组织中去。整体而言，中国在

总体外交布局的引领下，对外关系的观念、措施等都发生了明

显的转型，既顺应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体系的变革，也是这种

历史性骤变的强劲推手，中华民族也有待于在其中勃发生机

并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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