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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中国热点外交的若干对策思考

刘 中 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上海 200083)

[摘　要 ] 目前中国热点外交所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 , 主要反映在思想 、理论与实践等领域。为解决这些

问题 , 在思想上 ,中国要从战略高度对热点外交进行定位 ,具体表现在要从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高度看

待热点外交的战略重要性 ,要从中国的价值理念与外交政策定位热点外交的指导思想与目标。在理论研究方

面 , 中国要从国家利益 、地缘政治 、介入和参与的身份与环境要求等角度 , 对热点问题分类 ,并建立长效研究机

制。在实践方面 , 中国应通过灵活运用外交基本原则 、完善特使制度 、增强外交统筹和平衡 、加强中美战略对

话 、加大对伊朗核问题参与力度 、创新外援体制 、创新公共外交机制 , 解决当前热点外交面临的紧迫问题。

[关键词 ] 中国;热点外交;战略定位;研究机制;外交原则;特使制度;外援;公共外交

[中图分类号 ] D82　　　　[文献标识码 ] A　　　　doi:10.3969/j.issn.1003-7411.2010.01.001

[文章编号 ] 1003-7411(2010)01-0003-(8)

[收稿日期 ] 2009-11-18

[基金项目 ] 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08JJDGJW256)

2008年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转型研究”(08JZD0039)

2006年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2007年上海市 “曙光计划”项目

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B702)

上海外国语大学 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 ] 刘中民(1968-), 男 ,河北迁西人 ,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 博士生导师 ,法学博士。

　　笔者曾专文对中国热点外交的基本特点 、核

心理念 、重大意义等问题进行阐述 ,对中国热点外

交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总

结 。论文指出 ,中国热点外交的基本特点包括:坚

持通过对话和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中国热点

外交的根本宗旨;倡导多边主义 ,重视联合国在维

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 ,恪守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通过加强与有关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协调和沟通 ,

化解矛盾 ,凝聚共识;重视发展 ,强调通过经济合

作和增加人道援助 ,改善当地民生 ,为和平解决争

端营造环境;从国际道义出发 ,尊重相关各方合理

的利益关切 ,推动热点问题的解决向着有利于当

事国或地区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中国热

点外交的核心理念是追求和平 、合作共赢 、和谐包

容 。热点外交对中国外交创新的意义主要体现

为:热点外交是我国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继承与

发展 ,向世界昭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和推进

和谐世界建设的坚定信念;热点外交有助于塑造

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有利于增强中国的

软实力;热点外交有助于促进中国在国际体系转

型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推动中国更好地融入

国际社会 ,并使国际制度与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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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方向发展。[ 1]

笔者的两位同事也对热点外交问题进行了研

究 。如朱威烈教授发表了 《中国热点外交的机制

与经验 ———以多边主义外交机制为视角 》一文 ,

以朝核问题和中东热点问题为案例 ,将中国热点

外交的机制和经验总结为:第一 ,自主创设型的多

边机制 ,其经验包括:时机把握得当;身份 、能力与

利益认知明确;承担建立地区安全机制的关键角

色;外交立场与外交手段得当 ,积累了自主性多边

外交的宝贵经验 。第二 ,适度参与型的多边机制 ,

其经验是:热点外交的制度建设取得新进展;不干

涉内政的外交原则内涵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中国

特色的热点外交理念不断彰显;运用多边国际机

制处理相关问题的能力建设得到加强 。[ 2]孙德刚

与朱威烈先生共同撰写的 《西方大国热点外交模

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美国 、日本 、欧盟 、俄罗

斯的热点外交模式进行了比较 ,指出西方大国热

点外交模式对中国的启示意义在于:第一 ,中国应

创新外援理念与外援机制 ,要重视外援的政治功

能和长期战略效应;第二 ,要加强媒体的外交传播

功能 ,创新公共外交机制。[ 3]

毋庸置疑 ,中国的热点外交依然存在诸多问

题 ,面临诸多挑战 。本文认为 ,目前中国热点外交

所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 ,主要反映在思想 、理

论与实践等领域。在思想方面 ,表现为如何进一

步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 ,对热点外交的指导思想

进行战略定位;在理论方面 ,是如何深入研究 ,科

学认识热点外交的影响因素和类型 ,发现热点外

交的规律性因素 ,建立热点外交研究的长效机制

等;在实践方面 ,核心是制度创新 ,即如何通过制

度建设应对化解中国热点外交面临的压力和挑

战 ,推动中国热点外交的发展。因此 ,本文试图结

合中国热点外交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就如何加强

中国热点外交进行若干思考。

　　一 、从战略高度对中国热点外交

进行定位

　　从战略高度对中国热点外交进行准确定位 ,

关键在于解放思想 ,具体体现为如何看待热点外

交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 ,如何确立热点外交

的指导思想 。

1.从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高度定位热

点外交的战略重要性

国际热点问题既有传统安全问题 ,也有非传

统安全问题 ,但本质上属于全球治理问题 ,涉及双

边与多边 、地区与全球等多个层次的国际关系 ,某

些重大国际热点问题甚至直接影响国际体系的转

型 。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 ,由于中国国际地位

的提高和国家利益的拓展 ,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均

已无法置身事外 ,也无法停留在只从道义层面表

达立场主张 ,而对实际进程保持相对超脱的姿态。

从外部需求看 ,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国际责

任的诉求呈不断上升趋势 。西方的 “中国责任

论 ”固然另有图谋 ,但对中国外交政策宣讲太多

而实际举措不多的评价 ,客观上反映了中国外交

的部分现实;中国外交思想多被外界冠以 “现实

主义” 、“发展主义 ”,亦即强调国家利益 、经济发

展的实用主义 ,显然片面偏颇 ,但也蕴含部分合理

因素。从内部需求看 ,中国作为国际体系的参与

者和建设者的角色定位日趋明确 ,积极介入包括

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在内的全球治理 ,已是势所必

然 。国家领导人不断强调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

局 ,利用好战略机遇期 ,强调推进和谐世界的外交

理念 ,走和平发展道路 ,都包含了因应国际和国内

依存关系加深 ,妥善处理内外关系的战略考量。

从深层次看 ,许多热点问题本身实际上构成了牵

制西方霸权的重要战略屏障 ,直接关系到中国的

战略机遇期 。中国通过对热点问题的外交参与 ,

逐步掌握驾驭外交斡旋和多边外交的能力 ,推进

大国战略互动 ,增加对地区安全与全球安全的贡

献度 ,提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加强在国际

制度领域的议题设置与舆论引导能力 ,对延长中

国战略机遇期和改善国际环境 ,无疑是至关紧要 、

大有裨益的 。近年来 ,国家领导层 、外交部等相关

部门以及学界人士 ,对热点外交的理论认识已逐

步深化 ,但客观上仍未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不

少部门和民众将热点问题视作 “闲事 ”、坚持 “总

体超脱 ”的惯性思维依然很强 ,甚至以 “韬光养

晦 ”为由淡化热点外交的重要性 ,使中国对热点

问题的外交参与难以统筹相关联的外宣 、外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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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和官方 、非官方渠道 ,也难以形成合力 。因

此 ,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外交 、外经 、外宣等部门 ,

都需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地理解 “韬光养晦 ”的外

交方针 ——— “韬光养晦 ”更多强调的是 “不当头 ”、

“不结盟 ” 、“不称霸 ”, 而不是 “不参与 ”、 “不讲

话 ”、“不作为 ”,更不是 “无所作为”的挡箭牌 。

2.从中国的价值理念与外交政策定位热点外

交的指导思想与目标

中国在参与热点问题外交中 ,常会受到两种

与中国外交战略及其原则相悖的外部压力 ,都关

系到中国对热点外交的指导思想与目标定位。一

是来自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压力 ,要求中国从

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价值标准 (如民主 、

人权 、自由)和政策举措(军事干预 、经济制裁 、民

主改造等)出发 ,配合西方的热点外交;一是来自

热点问题当事国以及众多受到美国挤压的发展中

国家的压力 ,要求中国作为国际政治中平衡霸权

力量的一极 ,或充当对抗美国单边主义的力量 ,甚

至俄罗斯这样的大国 ,在格鲁吉亚问题上也对中

国有类似的诉求 。这是中国热点外交必须要面对

的压力 ,且还有进一步复杂化的迹象 ,如美国与伊

斯兰世界的对立如何发展 ,发展中国家是否会形

成所谓的 “反美联盟” ,俄罗斯是否会成为反美领

袖并走向 “新冷战 ”等。这些关系国际格局和国

际体系转型的问题 ,都渗透在相关的热点问题中 ,

考验着中国外交。对中国来说 ,最核心的问题是

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热点外交指导思想 ,稳妥处

理 “韬光养晦 ”和 “有所作为 ”的关系 ,摆脱非此即

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桎梏 。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在热点外交中

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充当西方的 “权力掮客”,而应

在现行体系内秉持公道 、伸张正义 ,力所能及 、循

序渐进地推动改革和重建国际秩序;作为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 ,中国既要充分考虑热点问题当事国

和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政治 、经济与安全利益 ,对某

些当事国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施加一定的压力 ,

又不必去充当制衡乃至对抗美国的 “盟主”和 “领

袖 ”,更不应选择与大国结盟重走冷战对抗的老

路 。因此 ,确定中国热点外交的指导思想 ,必须立

足于对自身身份与作用的定位 ,具体而言 ,中国热

点外交的身份定位 ,应该是公正的协调者而不是

领导者 ,中国热点外交的目标定位 ,是发挥建设性

作用而不是控制和主导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历史

悠久的文明古国 ,理应从自身的文化传统 、核心价

值观与外交原则出发 ,倡导和平 、合作 、包容的外

交理念 ,在妥善处理并协调与相关各方关系的基

础上 ,致力于加强沟通 、对话 、磋商机制的建设和

完善 ,发挥劝谈 、促和的建设性作用 ,推动热点问

题的解决向着有利于当事国和地区人民利益的方

向发展 ,进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二 、深入研究热点问题的类型 ,

建立长效研究机制

　　中国对热点问题的参与 ,无疑要承担与自身

能力相符合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同时也应实现国

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 ,而不是不加

区别地介入和参与所有类型的热点问题。因此 ,

当前热点外交理论研究的重点 ,应着眼热点问题

的影响因素及其类型 ,并依此对是否介入 、介入和

参与的程度 、政策主张和外交手段的选择等问题

提供对策建议 。根据这样的认识 ,中国应从国家

利益 、地缘政治 、介入和参与的身份与环境要求 、

热点问题的时效性等角度 ,综合考虑中国的利益

与价值诉求 、施加影响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等因素 ,

对热点问题的类型进行考察。

1.国家利益的视角

对热点问题类型进行划分 ,最根本的决定因

素是国家利益 ,必须作出能有效平衡国家利益与

国际利益关系的合理选择 。其中 ,还应仔细考虑

的问题 ,包括现实利益与道义利益(关涉国家的

国际形象)的区分 ,核心利益 、重要利益 、一般利

益 、特定利益的区分 ,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区分

等 。[ 4]在对热点问题的现实认识中 ,需要综合考

虑上述因素 ,依国家利益重要性的层级对热点问

题进行分类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似可考虑将热

点问题中的国家利益划分为生存利益(如台湾问

题)、关键利益(如东海问题 、南海问题 、朝核问

题)、重要利益(如达尔富尔问题 、伊朗核问题)和

一般利益(如巴以问题 、伊拉克问题)四个层级 ,

并依此决定中国的政策主张和行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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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缘政治的视角

中国是一个并不追求全球性领导地位的新兴

大国 ,一般的说 ,热点问题对中国的重要程度 ,首

先是依地缘政治距离的远近呈递增态势 ,周边地

区热点问题的重要性 ,要高于其他地区的热点问

题 。东北亚 、东南亚 、南亚 、中亚等周边地区的热

点问题 ,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更为直接。历史

上的朝鲜战争和当前的朝核问题对中国的重要

性 ,都与朝鲜半岛在中国地缘环境中的特殊位置

有重要关系 。其次 ,除考虑这种基本规律外 ,也要

充分考虑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 ,尤其是能源需求 、

海上战略通道安全 、海外投资与侨民安全等因素 ,

亦即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其他地区的热点问题。

第三 ,还要考虑地缘政治结构变动因素的影响。

如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的加强 、贸易与投资的增

加 ,以及受中亚五国独立和阿富汗战争的影响 ,中

东与中国的地缘政治距离已经大大缩小 ,中东地

区热点问题如达尔富尔问题 、伊朗核问题 ,对中国

的重要性正呈上升趋势。因此 ,根据地缘政治相

关性 ,热点问题可以划分为周边地区热点问题与

其他地区热点问题两类。

3.身份定位与环境要求的视角

任何国家介入和参与热点问题 ,都得对自身

角色 、参与方式 、参与程度进行准确定位 ,前提条

件是对介入和参与的身份与环境要求进行客观评

估 ,从而在行为方式中实现主观意愿与客观环境

的有机结合 。在主观上 ,针对不同的热点问题和

不同的国际舞台 ,中国应综合考虑自身的联合国

常任理事国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 、

东亚地区大国等身份 ,确定参与的主观意愿 、承担

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因此 ,从主观意愿和身份

视角出发 ,热点问题可分为主动参与型 、被动参与

型和兼有两种因素的组合形态或过渡形态 。从客

观条件看 ,不同热点问题的环境因素会对中国提

出不同的要求 ,中国会面对无法置身事外 ,有深度

参与的客观需要 ,有必要参与但可避免深度参与 ,

参与与否均可等几种具体情况 ,可将参与热点问

题的程度划分为深度参与 、适度参与 、一般参与和

不参与四个层级。如将上述主客观因素结合考

虑 ,在理论上可构成多种组合形态 ,如主动深度参

与型 、被动深度参与型 、主动适度参与型 、被动适

度参与型等 ,但在实践中则还应结合具体问题 ,重

点把握主动与被动以及参与的程度深浅。

4.热点问题时效性的视角

热点问题在成因 、性质 、类型等方面的千差万

别 ,其爆发方式 、持续时间 、后果与影响 、舆论效应

等都不一样 。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可以分为

不同的类型 。综合地看 ,考虑热点问题的时效性

时 ,似应注意以下区分:(1)长期持续的既有热点

问题(如巴以问题),此类问题的成因和性质比较

清晰 ,易形成在较长时期内适用的政策主张 ,但也

要根据形势变化进行适当调整 。(2)中长期性质

的既有热点问题(如伊拉克问题 、朝核问题 、伊朗

核问题 、达尔富尔问题),此类问题已持续一定时

间 ,性质相对较为清晰 ,但存在的变数较多 ,在参

与和介入时应高度重视动态调整。 (3)新生型热

点问题(如巴基斯坦问题等),此类问题的矛盾累

积已有相当的程度且能识别 ,但矛盾释放 、发展态

势和持续时间长短等仍很难确定 ,对此类问题的

表态和介入要保持高度谨慎和低调。 (4)突发性

热点问题 ,大都是事前难以预料的政治 、经济等危

机性事件(如当前的金融风暴),需根据问题性质

和与中国的相关性作出迅速反应。此类问题可能

在短期内化解 ,也可能转向中长期危机演变 ,应高

度重视并把握其发展动向。 (5)潜在性热点问

题 ,此类问题或属于已有一定征兆的新问题 ,或是

处于矛盾潜伏期的老问题 ,对此应保持适度的关

注 。今后 ,中国政府应当加强热点问题的预防 ,科

学地判断形势 ,建立具有前瞻性的预案。

为深化对上述问题的研究 ,本文建议由外交

部牵头 ,统筹相关部门 ,联系有关科研院所 ,组建

热点外交研究的思想库和研究队伍 ,通过课题制

对地区性与全球性热点问题研究进行组织部署 ,

开展对热点问题的长期跟踪研究 ,以形成热点问

题研究的长效机制 ,服务于国家的热点外交决策。

　　三 、通过制度创新 ,解决当前热

点外交面临的紧迫问题

　　1.与时俱进地理解和运用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在当前的中国热点外交中 ,在外交原则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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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面临外部压力和内部困扰 ,这突出表现在中

国长期坚持的国家主权原则与不干涉内政原则

上 。外部 ,主要是西方国家不时指责中国以国家

主权原则与不干涉内政原则为由 ,回避热点问题

当事国内部存在的 “专制独裁”、“种族清洗 ”等问

题 ,没有施加足够的压力 ,同时认为中国在联合国

安理会等国际组织相关决议的投票表决中 ,为西

方解决热点问题的方案设置了障碍 ,或称中国在

实际做法上已超越了不干涉内政原则 ,介入了热

点问题当事国的内部事务 。内部 ,主要是受外部

舆论的影响 ,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适用性产生困

惑 ,学界甚至出现是否应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的

争论。

然而 ,无论是从中国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出发 ,还是从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和重

建的需要看 ,中国都应当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国

家主权与不干涉内政等外交原则 ,因为这些原则

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 ,是中国独立自主和

平外交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基石 ,是解决国际热点

问题的法理基础 ,也是中国赢得当事国信任的国

际道义基础 。何况 ,实践已经证明 ,西方国家动辄

进行干涉与制裁的强权外交 ,无助于热点问题的

解决 ,恰恰正是属于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中

需要改革的部分 。

当然 ,中国在旗帜鲜明地坚持自身外交原则

的同时 ,也需要结合国际体系的变化 ,创造性地理

解和运用不干涉内政原则 ,不断充实其内涵。在

全球治理备受关注的形势下 ,中国倡导的不干涉

原则应充实的新内涵 ,一是要强调国际社会应尊

重全球化时代必然出现的多样性与民主协商原

则 ,强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模式

的权利 ,反对大国强国把自己的意志和办法强加

于人;二是提出国际社会在情势不得已时的有限

干预 ,必须以联合国多数成员赞同和安理会决议

作为合法性的基石 ,还要尊重当事国政府和民众

的意愿及国情;三是国际介入应当采用和平的 、合

作的方式 ,个别情况下可以借助经济贸易制裁的

手段但应师出有名 ,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武力威

胁和强制实行的做法;四是把对此类措施的考量 ,

与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 、国际体系变革与人

类社会进步的趋势 、中国与世界关系良性互动的

总体战略等因素联系起来 。[ 5] (15)在具体外交实

践中 ,中国也不必顾虑不干涉内政原则而主动放

弃话语权 ,必要时应对当事国的 “善治 ”问题给予

关注 ,在至关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并且较有把握

的热点问题上 ,要敢于和善于向当事国提出符合

国际道义的更为可行的具体解决方案。总之 ,中

国应继续遵循尊重各国主权的原则 ,处理好不干

涉内政与建设性介入的关系。

2.进一步完善热点外交的特使制度

在热点外交中形成的特使制度 ,是中国外交

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 ,它有效地保证了中国在热

点外交中的存在 ,并及时彰显了中国的作用和影

响 。例如 ,中国设立的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

表 ,就在扭转中国对非洲外交被动局面方面发挥

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而且还在增强中国外交的灵

活性 ,与国际主流媒体 、非政府组织交往等方面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 。特使制度已产生了重要的辐射

效应 ,如国际气候问题特使 、加勒比海特使 、南太

平洋岛国特使的设立 ,表明中国外交应对能力建

设有显著提高。

今后特使机制还可进一步完善:如适时地加

强特使的团队建设 ,配置更多的学术 、传媒等外交

资源 ,以充分利用特使平台 ,加大我国对当事国官

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影响;又如 ,可考虑将现今中

东特使提升为中东事务特使 ,以扩充其工作范围

和内涵 ,使之更加灵活 、机动 ,真正成为联系中东

国家官方 、媒体和民间的外交平台。

3.增强外交统筹和利益平衡能力 ,积极应对

新问题

在当前的热点外交中 ,西方对中国政府的压

力不断增大 ,当事国对中国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

对此 ,中国既要在统筹兼顾自己的利益和责任的

基础上 ,注意平衡各方利益 ,包括热点地区内部各

派 、邻国 、西方大国等利益 ,寻找到可交换利益的

汇合点 ,做到互利共赢;又应积极应对 ,适时地通

过外交发言人或某热点问题白皮书 ,阐述立场 ,表

明自己的利益关切 ,以增加中国政策主张的透明

度 ,也主动为自己减压 。

在处理热点问题的过程中 ,联合国安理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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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权威机构 ,但实践表明 ,有些热点问题拿到安

理会表决往往会进一步复杂化 ,甚至使中国陷于

被动。因此 ,中国在坚决维护安理会机制的同时 ,

又应重视利用或创设安理会之外的多边体制 ,以

加大各方的沟通和协商 ,维护当事国的利益 ,避免

热点问题因贸然被纳入安理会框架而导致矛盾

升级。

如何处理与热点问题中的非主流力量的关

系 ,也是中国热点外交需要统筹和平衡的问题。

例如 ,目前 ,在中东和平问题上 ,中国与巴勒斯坦

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组织缺乏沟通 ,偶尔由

中国驻巴办或驻黎使馆出面联系 ,又招致以 、黎政

府不满 。对此 ,中国应采取适当方式如学术 、党派

或媒体等途径 ,与其进行接触。目前 ,在热点问题

上出现的新动向也应引起中国高度重视。如在西

方的主导下 ,国际刑事法院(ICC)已介入苏丹达

尔富尔问题 ,试图像对待前南联盟领导人一样 ,审

判苏丹总统巴希尔 ,导致了达尔富尔问题的进一

步复杂化 。对此 ,中国应作专题研究 ,积极与阿

盟 、非盟会商 ,以寻求应对之策。此外 ,在环境和

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 ,对中国开展热点

外交的应对能力要求不断扩大 ,都应积极予以筹

划部署 。

4.加强中美热点问题的战略对话 ,增强双方

的战略互动

当前 ,在热点外交中协调与美国等西方大国

的关系 ,始终是我国热点外交必须直面的重要问

题 。[ 6]毫无疑问 ,中国在热点问题上的首要考虑

之一是美国因素的影响 ,事实上重大的地区与全

球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中美战略对话的内容 ,并取

得了显著的成就。美国虽然在达尔富尔问题 、缅

甸问题 、伊朗核问题上对中国一直半信半疑 ,由此

导致的双方关系的战略紧张仍难消弭 ,但美国方

面至少已充分认识到在热点问题上与中国加强战

略对话的必要性。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

2008年 3月 18日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

(U.S.-ChinaEconomicandSecurityReviewCom-

mission)发表的证词中指出:“与过去几十年的双

边交流不同 ,我们与中国的对话远远不限于探讨

如何管理两国的双边关系 。两国间的对话越来越

着重于美国和中国如何更好地合作解决全球性和

地区性问题 。”[ 7]因此 ,在现有中美战略与经济对

话机制的框架内 ,应加强中美关于热点问题的战

略对话 ,以增加双方在热点问题上的信息沟通和

立场协调 ,推进双方的战略互信 ,以妥善处理在热

点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

5.中国亟需加大对伊朗核问题的参与力度 ,

以摆脱两难处境

在当前的诸多热点问题中 ,朝核问题虽一波

三折 ,但毕竟不会在六方机制外另起炉灶;达尔富

尔问题仍十分严峻 ,但被动局面已得到扭转;在巴

以 、伊拉克 、阿富汗等问题上中国未受到过分压

力 ,尚有时间和可能容中国渐进参与 。目前最值

得重视的热点外交问题是伊朗核问题。自 2003

年伊朗核问题凸显以来 ,中国一直面临沉重压力 ,

新加坡 《联合早报 》曾评论说:“北京在这一争执

中的处境尴尬 。一方面 ,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重

要成员 ,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交织日益

广泛 ,它必须维持与它们的建设性合作关系;而另

一方面 ,伊朗是中国进口能源的来源地之一 ,也是

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成员 。中国支持美

国对伊朗采取强硬措施 ,不仅会打乱自己的能源

战略部署 ,而且还有可能损害它与中东国家的良

好关系 。” [ 8] (61)

在伊朗核问题上 ,中国始终坚持三条基本原

则:第一 ,伊朗不应坚持开发核武器;第二 ,国际社

会不应谋求以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第三 ,应通过

谈判 、沟通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 。从发展态势看 ,

伊核问题已一步步从国际原子能机构转向六国机

制 ,再转入联合国安理会框架 ,中国事实上一直在

被动应对 ,而未形成自己的完整对策 ,其结果是中

国在围绕伊核问题的多边机制中处境尴尬 ,美国

和伊朗方面也都传出不满之声 。就中国目前的参

与程度和扮演的角色而言 ,中国很可能将因无法

兼顾中美关系和在伊朗的能源等利益而陷入更加

被动的境地 。 “21世纪的国际形势呼唤着中国外

交的创新。沿着传统的老路走 ,伊朗核问题仍将

是中国的包袱;另辟蹊径 ,伊朗核问题则可能成为

中国的机会。” [ 8] (61-62)因此 ,中国应设法摆脱

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被动应对 ,及早作出选择 ,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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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特使 ,加大外交斡旋力度 ,扩大中国外交影响;

或与海合会合作 ,推动构建美伊都参加的多边论

坛 ,以弥补六方机制中伊朗缺席的不足 ,提供美伊

有可能直接沟通的平台。奥巴马政府上台后 ,美

伊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双方有通过多边和双

边对话改善关系的可能。在此背景下 ,中国更应

积极应对 ,以免陷入被动。

6.创新外援理念与外援体制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外援工作 ,一直是国家领

导人直接作出的战略决策 ,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

成部分 。在当代中国的总体外交中 ,通过发展促

进和平已成为中国外交日益彰显的特色 ,也不可

避免地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热点问题有着密切

的联系 。但是 ,中国的发展援助近年来受到西方

国家的严重歪曲 ,这不仅影响中国外交(尤其是

对非洲外交)的作用 ,而且也对中国的热点外交

产生消极影响 。其实 ,中国外援之所以与西方发

生摩擦 ,主要是因为中国具有自己的理念 ,并形成

了中国外援的特色。例如 ,在对非战略中 ,我们看

到 ,中非的平等合作和相互尊重的政治关系首先

是对西方主导的建立在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之上国

际关系的突破;其次 ,中非关系互不干涉内政以及

相互援助的理念 ,使西方强调的受援国必须提高

治理能力才配接受援助的政策失去法理性和实际

效果;再次 ,中非双方在经贸关系上的互惠双赢原

则使西方大国一直利用殖民遗产垄断非洲经济的

地位受到威胁;最后 ,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即

“北京共识” ,比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形成的 “华

盛顿共识 ”,对非洲更具借鉴意义。西方对中国

对非援助的无端指责 ,突出表现为扩张论 、新殖民

主义论 、掠夺能源论 、蔑视人权论 、援助方式危害

论 、破坏环境论。[ 9] (35 -39)当前 ,随着中国海外利

益的形成和增大 ,我们既要坚决驳斥西方国家的

谬论 ,也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妥善处理发展援助

与热点外交的关系问题。

第一 ,对热点问题当事国内部存在的治理不

善问题 ,中国应在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

础上 ,通过与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的协调 ,选择适

当的表态和劝说方式 。例如 ,非盟的 “互查机制 ”

和 “非漠视原则” ,提出了对成员国适当干预的新

理念 ,中国应予尊重 ,并积极配合非盟开展相应工

作 ,使中国的立场和政策与非盟政策相协调。

第二 ,正视有关批评 ,建立对外经济援助和发

展投资的评估机制。对于外部的批评 ,特别是受

援国合法政党 、组织 、团体和主流媒体反映的意

见 ,应予重视 ,加以改进。尤其要研究建立对外援

助的政治 、经济 、效益和环境等方面的评估机制 ,

大型援建项目可邀请国际机构进行环境等方面的

评估 ,注意增强援助工作的善始善终和援助款项

使用的透明度;在发展投资方面 ,应避免粗放式经

营的投资项目。

第三 ,从战略角度深化对外援工作的认识 ,健

全外援管理体制 。外援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特别是

在参与热点问题治理的过程中 ,对国际政治具有

的大国作用和价值观理念等影响已越来越凸显 ,

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也应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进

一步深化认识 ,突出强调它的政治功能和长期战

略效应 ,而不只是一种经济行为 。从宏观上看 ,目

前外援占我国 GDP的比重明显偏低 ,宜逐年适当

加大外援力度;从管理体制方面看 ,则应加强外交

部的作用 ,可研究设立开发署作为外援的管理机

构 ,归口外交部管理 ,以切实加强对外援工作的

统筹。

7.加强外宣 ,创新公共外交机制

在国际舆论界尤其是掌握国际传媒话语主导

权的西方 ,对中国热点外交及其相关活动的负面

报道 ,五花八门 ,归纳起来 ,主要是认为中国参与

热点问题的目的在于谋取现实利益 ,而在与自身

利益无关或关系不大的问题上则 “推卸责任 ”。

由于中国与热点问题当事国和地区的媒体 、学界

和民间等各种交流都很少 ,当地舆论不是对中国

的主张和做法缺乏了解 ,就是受到西方报道的影

响 ,形成偏见 。随着中国参与热点外交不断增多

和加深 ,改善和加强外事宣传 ,创新公共外交机

制 ,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已成为一项不容忽

视的重要任务 。因此 , “中国要统筹制定建设软

实力国家战略 ,积极开展公共外交 ,更明确地向世

界阐述自己的战略意图 ,消除外界对我们的误解

和误判 ,强调中国发展中国家属性 ,实事求是地介

绍中国国内发展情况 ,特别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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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国不

合理的期待 ,争取尽可能多的理解和支持。”[ 10] (43)

第一 ,积极向国际社会清晰表达和传递中国

热点外交的理念 。建议通过政府文件 、主流媒体 、

非政府组织等多种形式和渠道 ,着重阐明中国热

点外交秉持的和平 、合作 、包容的外交理念 ,中国

仍是发展中国家 ,其国际责任首先是自身的和平

发展 ,其次才是承担力所能及的地区责任和全球

责任 ,公开表达中国参与热点外交力求发挥的是

建设性作用而非领导作用 。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发

布 《中国热点外交政策文件 》白皮书 ,以确定中国

热点外交政策的基调 。

第二 ,中国不谋求热点外交中的主导权 ,但这

决不意味中国甘愿放弃话语权 。相反 ,中国要在

加强外宣工作的过程中 ,有选择地主动与热点问

题当事国 、地区和西方的主流传媒 、思想库 、政界

要人以及学术精英沟通和交流 ,实现宣传主体的

立体化 、多元化 ,多方位地推动中国热点外交的非

官方交流渠道。因为事实证明 ,从策略上看 ,由政

府宣传不如由非政府力量(主要是学者和各种民

间组织)宣传 ,由中国人宣传不如由外国人宣传 。

第三 ,加大在包括热点问题当事国和地区在

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舆论存在。在理念

上 ,对热点问题当事国和地区的报道 、评论要注意

客观公正 ,尤其要与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保持一

致;在官方与非官方的互动中 ,要更耐心地解释中

国政策主张的依据和思路 ,平抑热点问题当事国

和地区对中国的过分要求 。在提升中国软实力 、

扩大中国经验和中国价值方面 ,要特别重视联合

国通用语言如法语 、阿拉伯语 、俄语 、西班牙语的

媒体建设 ,使热点问题国家和地区的民众 ,能直接

通过视频或平面媒体了解中国 。

参考文献:

[ 1] 刘中民.中国热点外交研究———特点 、理念与意义 [ J] .东北

亚论坛 , 2009, (3).

[ 2] 朱威烈.中国热点外交的机制与经验———以多边主义外交机

制为视角 [ J] .国际观察 , 2009, (1).

[ 3] 孙德刚 ,朱威烈.西方大国热点外交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2).

[ 4] ThomasRobinson, NationalInterests[ C] .JamesN.Rosenau,

ed., InternationalPoliticsandForeignPolicy:AReaderinRe-

searchandTheory[ A] .NewYork:FreePress, 1969.

[ 5] 王逸舟.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对外交研究的启示 [ J].世

界经济与政治 , 2008, (5).

[ 6] 李旭东.论思维方式对冷战后中美对外战略的影响 [ J] .东北

亚论坛 , 2009, (6).

[ 7] 〔美〕柯庆生(ThomasJ.Christensen).通过外交途径影响中

国的全球性选择 [ EB/OL] .http://guangzhou-ch.usembassy-

china.org.cn/diplomatic influening china.htm.

[ 8] 华黎明.伊朗核问题与中国外交的选择 [ J] .国际问题研究 ,

2007, (1).

[ 9] 李安山.中国的非洲战略:国际形象与对策研究 [ C].王缉

思.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08)[ A]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

2008.

[ 10] 沈国放.中国新外交的理念与实践[ J].世界知识, 2007, (13).

〔责任编辑　李英武〕

TheCountermeasuresofStrengtheningChina'sDiplomacytowardsHotIssues
LIUZhong-min

(MiddleEastInstitute, Shanghai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 Shanghai200083, China)

Abstract:ThispaperthoughtChina'sdiplomacytowardinternationalhotissuesfacedmanyproblemsandchallengesinthoughts, theoriesandprac-

ticesareas.Forsolvingtheseproblems, inthoughtsarea, ChinashouldorientatethestrategicpositionofChina'sDiplomacytowardshotissues, in-

cludinglookingontheimportanceofChina'sDiplomacytowardshotissuesfrominternalandinternationalsituationastwoimportantaspectsofChina

'sdiplomacy, orientatingthedirectionandgoalofChina'sDiplomacytowardshotissuesfromChinavaluesandforeignpolices.Intheoriesarea,

China'sshouldstudythetypesofhotissuesandsettinguplong-rangestudyregimeaccordingtonationalinterests, geopolitics, andChina'sidentity

andenvironmentofhotissues.Inpracticearea, ChinashouldsolvetheurgentproblemsinChina'sDiplomacytowardshotissuesbyexertingfunda-

mentalprinciplesofChina'sdiplomacy, improvinginstitutionofspecialenvoytowardshotissues, intensifyingcapacitiesofdiplomaticbalance, en-

forcingSino-USstrategicdialogue, intensifyingparticipationonIraniannuclearissueandinnovatingtheregimeofforeignaidandpublicdiploma-

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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