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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特点、理念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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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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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倡导多边主义, 重视联合

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重视通过大国之间的协调和沟通, 化解矛盾, 凝聚共识;强调通过经济合作和发

展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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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热点外交的核心理

念是追求和平、合作共赢、和谐包容。中国热点外交的意义主要体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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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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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热点!事实上是  国际热点问题!的简称, 国

外则习惯称之为  国际危机!。从当今世界和平

与发展两大历史潮流来看, 国际热点问题是在一

定历史时期内, 对国家、地区及全球安全 (和平 )

和经济繁荣 (发展 )构成直接或潜在威胁,引起国

际社会广泛关注, 诱发国际组织、大国 (大国集

团 )进行协调、调解、斡旋或干预的冲突 (或潜在

冲突 )或危机性问题。国际热点问题的内涵和特

征可以从两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认识。

第一,国际热点问题的发生具有不同的层次

性,即成因的复杂性和类型的多样性。从成因方

面看, 国际热点问题主要有以下类型:

( 1)由某一国家内部的冲突引发的国际热点

问题, 如历史上的黎巴嫩内战, 许多非洲国家的内

战, 尤其是当前的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缅甸问题

等等。

( 2)发生于不同国家 (民族 )之间的地区危机

或冲突。此类冲突由于涉及领土和安全问题, 是

国际社会中持续时间最长、外交解决难度最大的

冲突, 如巴以冲突、印巴冲突以及历史上的两伊战

争等。

( 3)由于大国军事干预导致国内冲突、地区

冲突升级为地区性战争的国际热点问题, 如海湾

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此类问题往往涉

�3�



及战争的合法性、国际集体安全机制、战后重建等

复杂问题,往往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产生重大

影响。

( 4)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当前最为突

出的有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最为

典型的是核危机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能源危机

等等。

第二,国际热点问题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

展具有直接或潜在威胁, 并冲击现行国际体系与

国际秩序。具体体现在:

( 1)导致某些国家政权、政府的合法性及其

存续面临严峻威胁。某些国家内部冲突型诸如政

府与反政府力量之间的对抗、族裔冲突,往往在内

部导致政府合法性的危机,威胁现政府的存续;从

外部来说, 往往被西方国家冠以存在  人道主义

灾难!、政府治理失效的  失败国家 !, 并成为  人

道主义干预 !的对象。

( 2)导致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遭到直接性

破坏, 或面临潜在威胁。许多热点问题都造成了

较大规模人员伤亡、难民问题、经济遭破坏等灾难

性影响;有的热点问题尤其是核危机则对国际安

全体制构成潜在威胁, 从而引发国际组织和大国

的干预。

( 3)冲击现行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热点问

题的解决已构成现行国际体系下全球治理的主要

内容, 由于其解决涉及当事方、世界大国、国际组

织、区域组织等多种行为体的复杂博弈,因此围绕

国家主权的性质、外交解决还是武力解决、单边主

义方式还是多边主义方式等一系列问题, 产生了

复杂的矛盾与分歧,从而冲击现行国际体系与国

际制度。

热点外交的含义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 从狭

义的角度看,它是热点问题相关方 � � � 世界大国、

当事国、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等围绕热点问题的解

决提出的目标、政策, 以及展开的外交活动和采用

的外交手段。从广义的角度看, 它是一个双边与

多边外交交叉渗透的外交舞台,是世界大国、当事

国、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等, 围绕解决热点问题的

目标、原则、方式、手段而发生的外交活动和国际

关系, 涉及大国关系、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等多个

层面。

中国的热点外交是以 ∀联合国宪章 #和国际

法原则为宗旨, 以中国外交政策基本原则和总体

外交战略为指导,以实现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缓

和紧张的地区和国际形势为目标, 所形成的针对

国际热点问题的政策主张、外交机制和手段的总

和。随着中国对国际热点问题参与程度的加深,

对中国热点外交进行理论总结, 并就其存在的问

题和政策应对进行深入研究, 对中国外交理论与

实践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对中

国热点外交的基本特点、核心理念、重大意义等问

题予以阐述,对其他问题另文探讨。

� � 一、中国热点外交的基本特点

� �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 中国面临的国

际热点问题主要包括:一是中国为热点问题直接

当事国的问题,如台湾问题。二是受雅尔塔体制

直接影响产生的热点问题, 如朝鲜问题。三是亚

非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如中东、北

非、东南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四是殖民主义历史

遗产导致的民族争端。由于热点问题的类型不

同,与中国的关联程度不同,中国介入的程度以及

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别。对于中国为当事方的热点

问题, 如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在数次台湾海峡危机

中进行了决不妥协的斗争; 在中印、中苏、中越边

界冲突中,中国坚决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于至关中国国家安全、与中国地缘关系较为密

切,同时又具有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色

彩的热点问题,中国介入和参与的程度较深,如在

朝鲜战争中中国与美国直接交战, 在越南战争中

中国给予越南大量的经济、军事以及人员方面的

援助。对于亚非民族解放斗争问题,主要体现在

对民族解放运动给予道义支持以及一定的援助。

对于民族争端也主要从冷战体制下反帝、反殖、反

霸斗争的目标出发,对某一方给予国际道义支持,

如中国在巴以争端中对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支

持,对以色列则采取了完全排斥的态度。

在 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上半期, 基于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发展战略, 以及受中国国

家实力有限、参与多边国际机制的经验相对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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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的制约, 中国的热点外交在总体姿态上具

有相对超然的特点。具体体现为在与现实国家利

益相关性不大的热点问题上, 中国除在联合国框

架内表达立场、施加影响外,参与和介入的程度十

分有限。这既适应了的社会转型时期应以发展为

第一要务的要求,也体现了 1989年以来邓小平提

出的  韬光养晦 !、 决不当头 !等外交韬略, 同时

也与当时中国国家利益国际拓展的有限性有关。

但是,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国力的增

强,融入国际体系程度的加深, 国际社会对中国国

际责任要求的提高,以及中国国家利益的不断外

溢和  走出去 !战略 (如当前中国成为苏丹达尔富

尔问题的重要一方就与此有重要关系 )的确立,

中国外交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重要性

日益凸显,相对提高中国对国际热点问题的介入

与参与程度,已成为国内外形势以及中国外交自

身调整的必然要求。

进入新世纪以来, 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深

刻变化,中国发展战略与外交战略深入调整的背

景下, 中国对国际热点问题的政策主张更加全面,

立场更加明确。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

 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 !, 表

达了中国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根本主张及信

心与决心。与此同时,中国也更加注重热点外交

的机制与能力建设。当前中国热点外交的特点主

要包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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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世纪以来, 通过对话和谈判和平解决

国际争端,无论是在对热点问题的认知、外交理念

和实际举措方面, 都得到了明确与加强。在党的

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均在继续强调由于民族、

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诱发的国际热点问题

的同时,提出了  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

胁的因素相互交织 !的新论断。在外交理念与政

策层面,  十六大 !报告提出了  顺应历史潮流, 维

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的外交理念;主张树立  树

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 通过对话

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

胁。! [ 1]十七大报告提出了  共同分享发展机遇,

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

繁荣的和谐世界 !的外交理念; 主张  安全上相互

信任、加强合作, 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

解决国际争端,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 承诺

 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 推

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 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

主义。! [ 2]

坚持通过对话和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在

中国热点外交的实践中也得到了鲜明体现。

在朝鲜核问题上,自 2002年朝核危机爆发以

来,中国多次组织中、美、朝三方会谈和中、美、朝、

韩、俄、日六方会谈,缓解了朝鲜半岛剑拔弩张的

局面, 并推动朝核谈判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在伊朗核问题上, 中国一方面推动伊朗与国

际原子能机构保持合作,支持伊朗与欧盟谈判,防

止局势升级;另一方面参与六国协商并支持安理

会对伊朗的有关决议,敦促伊朗执行安理会决议,

暂停铀浓缩及相关活动,早日解决未决问题。[ 3 ]

在中东问题上, 中国主张在联合国有关决议

和  土地换和平 !原则基础上, 通过对话公正、合

理地解决中东问题;中国在同巴以的双边互访与

磋商中,一直强调和平谈判才是解决争端的正确

途径; 2002年 9月中国设立并任命中东问题特使

以来, 进行了一系列双边与多边外交活动,积极劝

谈促和,并与阿以双方和国际社会其他有关各方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磋商。[ 4 ]

在达尔富尔问题上, 通过对话和平等协商推

动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构成了中国四点主张

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一直通过元首互访、派遣特

使、通电话、互致信函以及在联合国等场合开展协

调等各种途径与各方沟通,缩小立场分歧,推动平

等对话;中国政府认为施压和制裁无助于问题的

解决, 取而代之的应是平等的磋商与对话。[ 5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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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  十六大 !报告强调指出,  我们将继续

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 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及

区域性组织中发挥作用 !; [ 1]十七大报告进一步

明确指出,  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 承担

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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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 2] 2005年胡锦涛

主席在联合国成立 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

首要强调的一点即  坚持多边主义, 实现共同安

全 !,主张  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 共同

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 6 ]

多边主义是在全球实现和平、发展、合作的关

键,多边外交和多边机制是中国发挥特色大国建

设性作用的重要舞台。在多边外交舞台上, 中国

除参与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多边合作机

制,创办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

论坛等多边机制外,积极创办和参与国际热点问

题政治解决的多边机制, 也已构成中国多边外交

的重要内容。

在朝核问题上, 中国创办的六方合作机制已

经成为东北亚地区多边外交的主要平台, 并有可

能通过制度建设使其发展成为东北亚地区安全机

制的核心。

在巴以问题上,中国认为建立广泛参与、平衡

有效的多边促和机制、监督机制和执行机制是和

谈的重要保障, [ 7] ( 8 )并通过设立中东特使、广泛

参与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 增强了对中东问

题的多边外交的参与力度。

在伊朗核问题上, 由于伊核问题经历了在国

际原子能机构内协调,在六国机制内磋商,在联会

国安理会内讨论三个不同而又彼此关联、交叉的

阶段, 所以中国在开始时努力争取伊核问题在国

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得以解决; 在转入六国机制

框架后,中国积极与美、俄、英、法和德进行沟通和

磋商; 在美国极力推动伊核问题进入安理会讨论

后,中国在对关于伊核问题的 1737号和 1747号

决议投赞成票的同时, 仍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以

及有关各方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仍是解决伊核问题

的重要途径最佳选择。[ 7 ] ( 9)

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支持非盟、联合国等

多边机制发挥建设性作用,是中国的一贯立场,并

通过双边与多边外交斡旋, 为促使联合国 � � � 非

盟混合部队维和计划即  安南计划 !付诸实施发

挥了重要作用。

在参与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的过程中,

中国一直恪守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并突出体现

在坚持各国间平等相待、尊重当事国主权尊严的

原则等方面。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在达尔富尔问题

上发挥独特的作用,首要一点就在于中国尊重苏

丹政府的主权,坚持不干涉苏丹国内事务,而以朋

友身份发挥建设性作用。负责中国政府达尔富尔

事务的刘贵今大使多次表示:  达尔富尔是苏丹

的达尔富尔,是非洲的达尔富尔。!中国始终遵循

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来处理达尔富尔问题, 从而

赢得了苏丹政府的充分信任。[ 8] ( 15 ) 2004年 7月

和 9月联合国安理会就达尔富尔问题通过的

1556和 1564号两项决议中含有威胁对苏丹进行

制裁的内容,中国投了弃权票, 这是中国尊重苏丹

主权的实际体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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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参与国际热点问题解决的过程中, 高

度重视同有关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协调和沟通, 以

化解矛盾、凝聚共识, 进而抑制热点问题的升级,

为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创造条件。这一特点在中国

热点外交的实践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 在朝

核问题的谈判中, 中国通过穿梭外交、领导互访、

派遣特使、团长会晤等各种方式积极、耐心地做各

方的工作,从而保障了会谈在多次陷入僵局的情

况下, 能够重开谈判, 并不断通过艰难努力取得了

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中国深知朝美矛盾是朝鲜核

问题的核心,因此中国一方面创立中美朝三方会

谈机制,为朝美沟通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又稳妥地

向朝美陈述利害关系, 促使双方保持理性克制,

 对朝鲜, 中国恰如其分地表明对核试验坚决反

对的立场,又谨慎、妥善地处理对朝制裁问题; 对

美国, 中国积极做好工作, 防止朝美矛盾和对抗的

进一步激化 !。[ 9] ( 6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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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成为热点问题频发

和高发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落后而产生的利益

矛盾是诱发和加剧冲突的重要因素。因为  发展

是维护和平、实现稳定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没有

持续发展,难享长久和平。! [ 10 ]因此,中国既重视

从发展方面认识热点问题的根源, 强调用促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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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办法为热点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同时更加

注重通过经济援助和发展项目, 为解决热点问题

作出实质贡献。

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 中国一直认为达尔

富尔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

路在于实现当地经济重建和发展; 国际社会除继

续向达尔富尔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外, 也应提

供发展援助。目前中国已先后向达尔富尔当地和

非盟特派团提供了 8 0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援

助,并提供 5 000万美元贷款, 用于供水设施建

设。[ 3] 2007年胡锦涛主席访问苏丹期间宣布再

次向苏丹提供 4 000万元人民币的援助。 2007年

初,胡锦涛主席访问苏丹时要求驻非中资企业要

坚持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  积极与当地社

会和谐相处,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多做有利于增强

非洲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帮助非洲人民改善生活

的好事,为非洲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 11]

此外,中国积极支持和参与阿富汗、伊拉克等

地区的战后重建。早在 2002年, 中国政府就向阿

富汗政府承诺提供 1. 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2006

年和 2007年,中方又向阿提供共 1. 6亿元人民币

无偿援助, 并宣布 2007年起两年内接受阿方 200

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来华培训。[ 3] 2007年 5月,

杨洁篪外长在出席在埃及召开的伊拉克周边外长

扩大会议和伊拉克国际契约大会时,宣布中国政

府向伊提供 5 000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 并愿大

幅度减免伊方欠中方的债务。 2007年 6月, 伊总

统塔拉巴尼访华,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再次表示

中国将继续支持伊重建, 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包括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参与重建,为伊重建

培训急需的专业人员, 并共同探讨拓展互利合作

的新领域和新途径。[ 7 ] (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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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理念和主

张,即互利共赢的利益观与合作观。党的  十六

大 !报告中强调指出:  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

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

临的挑战。! [ 12]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成立 60周

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也高度强调了  加强国际合

作,促进共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 [ 6 ]的重要性;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他又进一步明确强调, 要

 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结合起来!。[ 2 ]

互利共赢的利益观与合作观在中国热点外交

领域的实践领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朝核、伊

核、苏丹达尔富尔等问题上,中国既注意照顾有关

国家的合理关切,又重视维护各方的共同利益,既

有效维护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权威,

又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建设性作用, 全面展现了负

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积

极推动会谈各方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促进半

岛南北和解,缓和半岛局势,推动建立东北亚安全

机制等方面达成共识;同时又真正关切朝鲜合理

的政治、经济要求,通过其他五方共同协调的方式

给予朝鲜补偿。[ 13]

中国在热点外交中充分考虑相关各方合理利

益关切的做法和努力, 赢得了世界的广泛认可。

针对中国在朝核、伊核、苏丹达尔富尔、缅甸等问

题上对各方利益关切的重视, 美国主管东亚与太

平洋地区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 ( Thomas J.

Christensen)指出:  在近年里, 中国的外交活动反

映出一种变化!, 中国日益  向着更务实的态度转

变,认识到与国际社会在共同关切的问题上进行

合作的价值与义务。这是中国外交政策上一种我

们应该肯定并继续支持的趋向。! [ 14 ]

� � 二、中国热点外交的核心理念

� � 外交理念是国家在对外战略、外交政策、外交

实践等领域所秉承和坚持的价值观念。通过分析

和观察中国热点外交的政策主张与实践作法, 本

文认为追求和平、合作共赢、和谐包容构成了中国

热点外交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既植根于中国文

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的沃土, 又深刻体现于中国坚

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之中。正如 ∀中国的和

平发展道路 #白皮书所指出:  和平、开放、合作、

和谐、共赢是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原

则、我们的追求。! [ 15 ] 1999年 10月 28日,江泽民

主席在拉巴特与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举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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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时, 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中东和平进程的看

法和原则立场,其中强调指出:  我们提倡和平而

不是诉诸武力,提倡合作而不是对抗,提倡兼容而

不是排斥。! [ 16 ]这段话集中代表了中国处理国际

热点问题的基本理念。胡锦涛同志倡导的  和谐

世界!的外交理念, 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

安全; 坚持互利合作, 实现共同繁荣; 坚持包容精

神,共建和谐世界,更是把和平、合作、包容等理念

上升到了人类普遍理想价值的高度。

1. 追求和平

追求世界和平的外交理念既秉承了中华民族

 和为贵 !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传统, 也符合 ∀联

合国宪章 #的基本精神和当代世界的发展要求;

追求世界和平的外交理念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理论

与实践的内核, 构成了中国热点外交最基本的价

值理念。

追求世界和平的理念内在地规定了中国热点

外交的最高目标。只有以和平作为外交最基本的

理念和最高价值追求,才能形成合理的政策主张,

确立可行的机制和手段。反之, 如果某一国家的

热点外交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追求, 奉行强

制性的高压政策,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将热点外

交作为建立和巩固全球和地区霸权的工具, 不仅

无助于热点问题本身的解决, 反而会导致局势紧

张、冲突升级, 破坏地区安全与稳定, 同时也会使

自身陷入失道寡助的孤立境地。和平对于世界的

重要性也恰如胡锦涛同志所作的深刻论述:  和

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没有和

平,不仅新的建设无以推进,而且以往的发展成果

也会因战乱而毁灭。无论对于小国弱国还是大国

强国, 战争和冲突都是灾难。! [ 6]

 以和平方式,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解决争

端和冲突, 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

胁 !, [ 6]是中国热点外交最基本的出发点, 充分反

映了中国以和平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外交理念。中

国在一系列国际热点问题上不断重申和平方式是

解决冲突与争端的唯一途径, 中国为实现和平积

极进行双边与多边外交斡旋, 创建和参与建对话

平台, 提供经济与发展援助, 参与国际维和行动

等,都体现了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热点问题

的外交理念。

2. 合作共赢

 协和万邦!是古代中国看待与外部世界关

系、处理对外事务的理想追求, 它倡导国家间应当

亲仁善邻、讲信修睦, 它已经包含了在互相尊重的

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的思想内涵。当代中国外交

继承了崇尚合作的传统文化理念, 明确将发展

 各国间的友好合作! [ 17]作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纲

领之一,实践也证明当代中国外交就是与世界各

国发展友好合作的历程;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

 和谐世界!外交理念,中国的国际合作观在不断

发展完善,合作共赢已经成为中国处理包括热点

问题在内的外交事务的核心理念之一。

国际热点问题作为国际社会矛盾的汇集点,

并酿成冲突和对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

方以及某些外部大国势力, 一直从政治现实主义

所谓  国家理性 !的自私性出发看待问题, 从  安

全困境 !下  零和博弈 !出发做出行为选择, 而不

是从共同利益与合作共赢的角度看待问题和解决

问题。

近年来,中国在不断努力探索通过合作找到

国际分歧与争端的解决之道, 强调  寻求共同利

益的汇合点, 扩大互利合作 !, 主张  对彼此之间

的分歧,要坚持对话, 不搞对抗 !; [ 12]倡导  树立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 [ 6 ]主张  在

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 !, [ 2]

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合作共赢外交理念的不断升

华,并对指导中国日益通过参与和促进热点问题

的国际合作,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建设性作用产生

了重要影响。

3. 和谐包容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

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

( ∀中庸 # )。哲学家钱穆先生将中国文化崇尚和

谐的内在特质总结为  一天人,和内外!。[ 18]长期

以来, 和谐包容的价值理念一直贯穿于中国的对

外行为方式之中,当前中国将  和谐世界 !理念上

升到国家发展道路和世界秩序的核心理念, 使其

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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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的诸多热点问题与不同民族、宗教

间的矛盾有关, 其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处理不同文

明、不同信仰、不同发展方式之间关系。因此, 中

国在看待和处理上述问题时,不断倡导多元共存、

和谐共生、包容共处的价值理念,其内容和精神实

质也恰如胡锦涛同志所作的系统概括:  应该尊

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相

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 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

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

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 在竞争比较中取长

补短, 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努力消除相互的疑

虑和隔阂, 使人类更加和睦, 让世界更加丰富多

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

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

蓄的和谐世界。! [ 6]

� � 三、热点外交对中国外交创新的
意义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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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 又以自身

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 !;  坚持和平、发展、合作,

与各国共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

谐世界 !, [ 15]
构成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最重

要内涵。因此, 通过积极参与处理国际和地区热

点问题,既承担广泛的国际义务,又发挥负责任的

建设性作用,是中国向世界昭示走和平发展道路

和推进和谐世界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实际体现。

当今世界的主要热点问题大多发生在发展中

国家,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在

推动热点问题的解决过程中, 国际社会尤其是发

展中国家对中国有较高的期待; 西方国家尤其是

美国因为在冲突中偏袒一方或与相关方交恶, 得

不到当事国的信任或对当事国政府已无多大影响

力,也希望借助中国与当事国的密切关系,通过中

国向当事国施加影响,推动问题取得进展;从中国

自身来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有义务为

解决国际争端贡献自己的力量, 愿意利用自己的

影响力在解决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3]

实践证明,中国通过对话谈判推动国际热点

问题政治解决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得到了热点问

题当事国以及国际社会的赞赏与认可。即使是美

国也承认中国在许多热点问题上所发挥的积极作

用。例如, 2008年 3月 18日, 美国主管东亚与太

平洋地区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在美中经

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 ( U. S. - Ch inaE conom ic and

Security R ev iew Comm ission)发表了题为 ∀通过外

交途径影响中国的全球性选择 #的证词, 对中国

外交全球影响力上升持积极看法, 并主张加强中

美在全球与地区性问题上的战略对话。他特别对

中国在朝核问题、伊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

缅甸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予以了肯定。他指出:

 中国已主办了旨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

会谈, 并在持续的会谈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如

果没有中国的支持,六方会谈不可能取得目前的

进展, 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会谈也不会继续向前

推进。! 中国最近参与为化解达尔富尔人道主义

危机而展开的多边努力一事有力地说明, 美国与

中国在亚洲之外的热点地区进行接触意义重

大。! 在说服缅甸政权接受联合国特使甘巴里

( Gambari)访问一事上,中国政府发挥了有益的作

用。! [ 14]

在朝鲜提交了核申报清单和炸毁宁边冷却

塔,朝核六方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后,国际舆论高

度评价了中国的作用。英国 ∀泰晤士报 #评价指

出:  就在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不到 6周之际, 北

京得以向世界表明,它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打破了

我们这个时代最棘手问题之一的僵局。! [ 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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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学界对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尚有争议, 但

就外交领域而言,软实力的强弱及其能否实现,主

要取决于某国家倡导的外交理念能否以非强制方

式为他国和世界所接受, 能否对塑造国际体系和

世界秩序发挥积极作用。由于国际热点问题成因

复杂、牵涉面广, 因此热点外交领域不仅是现实利

益矛盾的交汇, 同时也是作为软实力重要体现的

外交理念碰撞的舞台,甚至直接影响大国软实力

的盛衰。美国软实力尤其是国际形象的严重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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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热点外交政策尤其是单边主义、政权更迭、民

主输出等霸权外交政策密切相关。

如前文所述,中国热点外交秉承追求和平、合

作共赢、和谐包容的核心理念, 不仅迎合了国际社

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在热点问题上发挥更

大作用的期待, 适应了西方大国要求中国承担更

多国际责任的呼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热点外

交理念与实践在缓解和抑制冲突, 妥善处理各方

利益关切,推动热点问题解决向着和平解决方向

发展, 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 对于塑造中国负责

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增强中国的软实力产生了积

极影响。

尽管西方对中国仍有颇多指责, 但中国的理

念毕竟引起了西方的注意以及反思。例如, 西方

尽管对中国的达尔富尔政策多有批评,但也已认

识到,  在中国看来, 冲突的根源与经济落后和贫

穷是分不开的。因此最关键的问题是推动发展进

程。! 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

和在非洲的投资政策已经招致大量批评和保留意

见,而实际问题上的深层原因是中国和西方存在

着根本不同的观点。!  中国否认存在一个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政治模式,要求国际体系实现多元化,

中国让我们了解到,采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行事

方式并不一定就是错的。! [ 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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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的方向发展

当前国际体系正处在深刻的转型过程中, 其

内容涉及国际行为体结构 (国家与非国家行为

体 )、国际权力结构 (尤其是大国兴衰 )、国际秩序

(国际制度与全球治理 )等多个领域。在某种程

度上, 国际热点问题聚焦了国际体系转型的所有

问题: 在行为体结构层面涉及如何对待国家与非

国家行为体的关系 (如国家主权、国际干预等问

题 ) ;在权力结构层面涉及大国权力对比关系的

变化 (尤其是新兴崛起大国与传统霸权国家的关

系 ) ;在国际秩序层面涉及全球治理中的单边与

多边、霸权与民主等。因此,中国在参与国际热点

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如何处理热点问题所聚焦的

体系转型时期的复杂矛盾, 发挥中国在国际体系

转型过程中的建设性作用, 无疑是中国外交的核

心议题之一。

实践表明,中国的热点外交较好地处理了各

种矛盾,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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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方向发展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

在行为体结构层面, 中国在坚持国家主权原

则的前提下,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理解和运用更

加灵活和务实, 在处理与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的

关系更趋成熟;在权力结构层面,中国在热点问题

上努力寻求与美国等大国的共同利益与共识, 妥

善处理分歧与矛盾, 使得西方对中国  负责任的

利益攸关方 !的这一体系角色定位日趋明确。

在国际制度层面,中国积极  开阔思路, 多辟

渠道, 参与接受及创造合适的多边制度 !,  通过

深化多边对话机制, '引导 '世界关注点 !, [ 21]中国

已成为国际制度的主要参与者和积极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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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China 's D iplomacy towards Hot Issues

� � � Characteristics, Ideas, and Implications

LIU Zhong- m in

(M iddle E ast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 tiona l Stud ies Un 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 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hinks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Ch ina s' d ip lom acy tow ards hot issues includes:

insist on so lving internat iona l dispu tes peacefu lly by d ialogue and nego tiation; advocatemu ltilatera lism,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funct ion ofUn ited Nat ions in w orld peacekeeping; emphasize reconc iling contrad ictions, ag�
glomerat ing common cogn it ion by coo rd ination and commun ication betw een great pow ers; th ink ing much o f

building env ironment for so lving internationa l d isputes peacefu lly by econom ic cooperat ion and developmen t

a id; respecting the in terest concerns o f a ll parties re lated to ho t issue according to interna tiona lmora lity and

just ice. Go ing in for peace, cooperation for commonw inn ing, harmony and tolerance compose o f the co re ide�
as o fCh ina s' diplomacy tow ards hot issues. The significances of China s' d iplomacy tow ards hot issues includes:

it inherits and develops China s' fundam enta lprinc ip les of fore ign policy, and dec lare pub licly China s' firm faith

to strive for peace fu l development road and bu ild harmon ious w orld; it is in favor of figuring China s' responsi�
b le international image as great pow er in the w orld, and reinforce Ch ina s' soft pow er; it is he lpfu l for China

play construct ive role in the process o f transform ation of internat iona l system.

KeyW ords: China; diplomacy tow ard hot issues; mu ltilatera lism; soft pow er; commonw inn ing; harmony and

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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