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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和谐世界”观的提出 ,是中国外交哲学和外交理念的重大创新和转型。它从关注

中国到关注世界、从为世界所表达到表达世界、从过程到结果等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和平

崛起 (和平发展)的国家意志 ,完成了中国对自身和世界的自我定位 ,从世界层面有力驳斥了

“中国威胁论”,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又一重要体现。本文总结了“和谐世界”观的三重内

涵 :秩序和谐、力量和谐、价值和谐 ,认为只有塑造世界整体观、人类共赢观、国际共生观等三维

和谐观 ,世界才能是稳定的、安全的、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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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的崛起 ,一种有别于西方外交哲学

的观念也逐步建立起来。不同于西方割裂的世界

观 ,“中国的思想假定的是 ,对于任何他者 ,都存在

着某种方法能够将它化为和谐的存在 ;或者说 ,任

何不和的关系都可以化成和谐的关系 ,任何在外

的存在都是可以‘化’的对象而绝不是要征服的对

象。”[ 1 ] ( P14 - 15)

和平崛起战略主要思维对象是就中国对世界

的影响而言 ,思维模式是超越历史上的大国崛起

模式 ;和谐世界观则超越了单纯的中国视角 ,进一

步思考中国的外交哲学贡献和软权力。

从中国眼光到世界眼光 ,从中国问题到世界

问题 ,推动和平崛起到和谐世界的发展 ,而其更深

远的背景是中国与世界关系进入全新阶段。

一、中国与世界关系进入全新阶段

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 ,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

是 ,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不安。以前我们强

调这是人家冷战思维作怪 ,是偏见和误解使然 ,其

实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某种不和

谐。中国出口导向、外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导致

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此起彼伏 ,贸易与能源纠

纷也常常把中国牵扯进去 ,国际社会切实感受到

中国冲击。与此同时 ,中国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

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不一 ,享受的发展机遇不一 ,导

致了地区发展差距和人员收入水平差距 ;资源消

耗型和扩张型发展模式也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存

在明显的不和谐。应对这些挑战 ,中国适时地提

出“和谐社会”的构想 ,以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增

长模式的转变。鉴于中国发展与世界的关联 ,这

必将深入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 ,中国问题已经成为世

界问题 ;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相应地 ,中国外交也急需新的世界发展观 ,这就是

从古代“中国就是世界”的天下观 ,到近代“中国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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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界”的开放观 ,上升到当今“中国与世界和谐

相处”的和谐观。中国外交目标正在经历“独立自

主 - 融合世界 - 和谐相处”的变迁 ,外交理念经历

“求同存异/ 和平共处 - 改革开放 - 合作共赢”的

转变 ,外交任务也从“促进国家安全”、“服务经济

发展”进一步发展到“实现与世界和谐共处”。由

于内政与外交的高度融合 ,中国外交不是单纯作

为内政延续的外交观念 ,而是处理中国与世界的

关系问题 ;从内向思维 ———如何发展 ,升级为外向

思维 ———发展了怎么办。

从世界而言 ,国际社会同时面临着传统安全

威胁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全球化的非

均衡发展导致一些国家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多少

好处却承担着全球化种种负面影响的代价。种种

迹象表明 ,实现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展 ,不只是解

决南北问题 ———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而

是东南西北问题融合在一起的世界和谐发展问

题 ,突出表现在能源、贸易竞争与冲突上。英国著

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为人类走出冷战阴影开出药

方 :“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

明手段 ,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

营垒 ,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 ———和

谐。”[ 2 ]应对当今世界挑战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

国率先在世界上倡导和谐世界的理念。

作为现今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对

世界的贡献以及中国软权力的增长 ,突出表现在

追求和谐世界秩序方面。进一步说 ,“和谐世界”

已成为中国新的国际秩序观和外交主轴 ,并进入

到外交运筹层面。

二、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和深化

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 ,以胡锦涛

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内倡导科学

发展观 ,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 ,结合传统和谐

思想与现代双赢观 ,对外发出了共建和谐世界的

呼唤。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是一枚铜板的两面 ,反

映出中国和平发展的内外诉求。中华民族是爱好

和平、向往和谐的民族 ,“讲信修睦”、“协和万邦”

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此同时 ,经济全球化导致

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共赢

发展观正在摒弃零和规则。

2005 年 4 月 22 日胡锦涛主席在亚非峰会上

发表讲话时比较早地提出“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

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 ,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

界”。5 月 8 日在莫斯科出席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60 周年庆典时 ,胡主席更明确提出“和谐世界”这

一思想 ,并载入 7 月 1 日中俄《关于 21 世纪国际

秩序的联合声明》。

和谐世界观的系统阐述 ,则是胡锦涛主席在

2005 年 9 月 15 日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会议

上的讲话。胡主席代表中国庄严地指出 ,建设国

际和谐社会 ,符合世界各国人民要和平、谋发展、

促合作的共同心愿。世界各国应该共同努力 ,构

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国际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观 ,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寻找到

答案 ,并落实于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关系上。这就

是 ,坚持国家和谐与世界和谐、国家利益与全人类

共同利益相结合 ;中国将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的

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 ,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

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 ,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

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

中国旨在实现与外部世界“和平共处”到“和

谐相处”的转变 ,其意义将为和平崛起寻找到终结

目标 ———不仅理顺与美国的关系 ,更理顺与周边

和整个世界的关系。和谐世界观超越了“民主和

平论”的狭隘和“文明冲突论”的偏执 ,为 21 世纪

的国际关系指明了方向 ,在对外关系领域 ,充分体

现“软的要软 ,硬的要硬”。

三、和谐世界观的价值取向

和谐世界理念的外交实践 ,一是以中国与世

界和谐相处的理念切实回应中国威胁论 ,二是提

出国际社会和谐相处的中国主张。这些主张体现

在 :政治上相互尊重 ,在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 ,坚

持主权平等 ,共同推进多边主义 ,促进国际关系民

主化 ,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威性 ,维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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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经济上加强合作 ,建立公

开、公正、合理、透明、开放、非歧视的国际多边贸

易体制 ,在互利互惠、取长补短中实现共赢 ,推动

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文

化上开放包容 ,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 ,

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 ,推

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 ,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基

础上相互借鉴 ,发展繁荣 ;安全上增强互信 ,树立

互利、互信、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以对话增进互

信 ,以协商化解矛盾 ,以合作谋求稳定 ,共同应对

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维护世界

和平。[3 ]

以上主张可以概括为和谐相处五项基本原

则 :和而不同、平等协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和

谐相处。

(1)和而不同。关键是承认和维护世界多样

性 ,坚持不仅各种制度、文明多样化存在 ,而且各

种发展道路存在其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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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平等协作。和谐世界追求的和平是持久

和平 ,是稳定安宁 ,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和

平。构建和谐世界 ,关键是各国要树立“互信、互

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重点是坚持多边主

义 ,实现共同安全。

(3)共同发展。和谐世界是促进普遍发展的

世界。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 ,也是建设和

谐世界的基础。只有促进全球协调、平衡、普遍发

展 ,才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使 21 世纪

真正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

(4) 互利共赢 ,即坚持互利合作 ,增进共同利

益 ,实现共同繁荣 ,这是共同发展的目标。经济全

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 ,使各国利益相互交织、各国

发展与全球发展日益密不可分。经济全球化应该

使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受益 ,而不应

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

(5)和谐相处。共同利益应该上升到共同政

策的高度 ,实现政治互信。以和平方式 ,通过协

商、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 ,共同反对侵犯别国

主权的行径 ,反对强行干涉一国内政 ,反对任意使

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树立国际社会大家庭观

念 ,实现各民族间以及人类与环境的和谐相处。

“和谐相处”与“和平共处”虽二字之差 ,但内

涵区别颇大。和平共处的“和平”凸现的是不干涉

内政原则 ,但和谐相处的背景是同舟共济、相互依

存 ;和平共处的“共处”理念是求同存异 ,但和谐相

处理念不仅是共存 ,而且要实现和谐。

中国与世界和谐共处的背景是内政与外交的

融合、政治经济的一体 ,同时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

的折射 ,也就是中国影响世界 ,世界作用中国。和

谐世界观在传统的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基础上 ,

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 ,体现了中国应当对人类

做出较大贡献的信心和决心。追求中国与世界的

有机结合 ,体现人类共性 ,反映全球化时代国际社

会的普遍意志。

和谐世界作为一种外交哲学能否为国际社会

所接纳 ,关键是不仅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又有鲜

明的时代特征 ,更重要的是要反映世界发展和人

类进步的普遍要求 ,如此才能对当代国际关系的

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和谐世界观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呢 ? 换句话

说 ,和谐世界观是否与中国历来的外交主张一脉

相承 ,从而取信于世界 ? 和谐世界是否为人类的

普世性价值取向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而真

正做到“源于中国、属于世界”?

(一)和谐世界观对和平崛起论的继承和发展

和谐世界与和平崛起从理念上当然是一致

的 ,但和谐世界在具体涵义上从主体 - 客体 - 主

客体关联三个层面上继承和发展了和平崛起 :

其一 ,从关注中国到关注世界。和谐世界观

强调世界为自在的主体 ,作为个体的中国是作为

整体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赵汀阳先生在《天下

体系 :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一书中指出 ,我们所处

的世界仍然是非世界。和谐世界就是要还原世界

的本来面目 ———和谐的、自在的存在。从和平崛

起到和谐世界 ,也就是从表达中国到表达世界 ,折

射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胸怀。

其二 ,从为世界所表达到表达世界。长期以

来 ,中国是为世界所表达的 ,而世界主要是由西方

来表达的 ,因而世界的不和谐带有浓重的西方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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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西方文化对世界的认识停留在和平层次 ;而

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将状态 ———和平 ,上升

到理念———和谐。和谐世界 ,可以说是融合东西

方文化的表达。世界应庆幸具有博大精深文化底

蕴和磅礴发展气势的中国 ,提出并认真实践着和

谐世界的理念。

其三 ,从过程 (崛起) 到结果 (和谐) 。和平崛

起主要是就崛起这一动态过程而言 ,和谐世界则

从当前世界状况出发 ,关注世界的演绎目标和发

展的终极状态。用康德式的哲学话语来说 ,就是

从反思世界发展的合理性、合法性问题 ,上升至探

询世界的目的性。因此 ,如果说和平崛起着眼于

量的积累 ———崛起 ,和谐世界则着眼于质的变

化 ———和谐。

总之 ,中国的和平崛起既是创造和谐世界的

重要前提 ,又是和谐世界的有力保障。

(二)和谐世界观的三重内涵

和谐世界为什么是一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

和谐 ,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关系三个

层面 ;和谐世界 ,则包括秩序和谐、力量和谐、价值

和谐三重内涵 :

(1)秩序和谐 :秩序层面关注的地区与地区间

关系 ,包括一国内部不同地区间的 ,也包括世界各

地区间的。这种关系侧重两方面原则 ,一是稳定 ,

二是和平。稳定的关键是有效的制度安排 ,制度

带来和平说即为国际制度和平论。其次 ,世界政

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南北差距 ,全球化、地区化的

外部性问题 ,是秩序不和谐因素 ,而这是在国际制

度的环境中产生的 ,因而制度即便能带来和平 ,却

不能带来稳定。和平稳定兼顾 ,就要超越制度和

平论和狭隘的地区观念 ,倡导整体世界观。

(2)力量和谐 :力量层面关注的是国与国之间

的关系。多极世界与单极世界的矛盾是对力量和

谐的考验。关于力量与稳定关系的代表性言论是

均势稳定论 ,但这只是考虑大国的和平 ,小国并不

感到安全 ,不能真正实现小国与大国的和平共处。

超越均势、超越和平 ,就要实现大小国家的普遍繁

荣、倡导国家间的合作共赢。

(3) 价值和谐 :价值层面关注的是社会与社

会 ,尤其是东西社会间的关系。文明/ 文化多样

性、国际关系民主化 ,是价值和谐的必然要求 ;和

而不同是价值和谐的精髓。但和谐世界观遭到通

过推广民主巩固现有霸权的挑战。价值和谐将超

越霸权稳定和民主和平论 ,并将在一体化实践中

得到体现 ,这就是国际社会的和谐共生。

国际制度稳定论、均势稳定论、民主和平论等

难以掩饰的逻辑悲剧是霸权稳定论。世界整体

观、人类共赢观、国际共生观 ,是三维和谐观。实

现这三维和谐 ,才能塑造和谐的世界。

四、和谐世界观的外交实践

和谐世界观尽管以国际秩序的应然状态为思

考原点 ,但是超越了国际秩序的层面 ,也是在探索

崛起中的中国如何与世界和谐相处的问题 ,是中

国新的外交理念。关键是 ,和谐相处理念如何操

作 ?

笔者以为 ,从中国崛起的内政基础 ,分析中国

交往对象的变迁 ,以及中国与世界互动方式的发

展来探讨中国与世界关系是有益的。

因此 ,未来中国外交将是全方位外交 ,突出表

现在 ,政治外交旨在增进与各国的政治互信 ;经济

外交实现与世界的互利共赢 ;文化外交体现与世

界交心 ;公共外交与世界人民沟通 ,塑造世界认

同 ,增强中国外交的国际民意基础。

具体说来 ,中国的崛起首要的是通过经济交

往方式 ,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实现的 ,交往对象以

国际利益团体为主 ,交往方式主要是互利合作。

在经济发展基础上 ,中国的崛起还是和平地

利用国际社会的各种资源实现的 ,政治外交扮演

了积极角色 ,交往对象以国际社会政治精英为主 ,

交往方式主要是政治对话 ,中国与世界关系主要

是中国与世界的互动 ,世界要理解中国的发展是

中国的主权 ,旨在增进中国的人权 ,与此同时中国

也要理解世界的关切 ,政治外交的主要使命是让

中国理解世界 ,让世界理解中国 ———中国正在实

现和平地崛起。

最后 ,中国的崛起还需要与国际社会的民众

进行文化和心灵上的沟通 ,让国际社会接受中国

崛起 ,尊重中国崛起的正当性 ,向国际社会传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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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世界和谐相处的理念 ,主要外交形式是文化

外交和公共外交 ,主要使命是取信世界 ———中国

是为和平而崛起。

总之 ,正在成长为世界大国的中国 ,应该对人

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中国用“和谐世界”实践和平

发展 ,便是这一努力的体现。和谐世界观的提出

反映在外交实践上 ,体现了中国与世界正经历从

“和平共处”到“和谐相处”的变迁。这也印证了一

个事实 ,即中国越发展 ,就越来越呈现出中国的文

化特色来 ,中国外交哲学就越来越中国化 ,而这一

中国化不是简单的回归中国 ———中华复兴 ,而是

以世界化的面貌出现的 ,也就是所谓的从世界思

考中国 ,从中国思考世界。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 ,

中国对世界的应有贡献正在从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发展到中国倡仪 (China initiate) 。和谐世

界就是中国倡仪 ,是中国化的世界贡献。

中国如何与世界和谐相处 ? 这首先有赖于中

国国内社会的和谐发展 ,因为中国问题已经成为

世界问题 ,而且一种外交理念的提出和普及 ,需要

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成为示范。其次 ,和谐相处

要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毕竟 ,和谐观是中国特

色的文化使然 ,如何反映世界各国的心声 ,要赢得

世界的认同 ,需靠各国的自觉行动 ,实现和谐理念

从中国化到世界化的转变。再次 ,要从中国外交

之外的角度思考如何实施和谐世界理念 ,一方面

是其他国家如何作为 ,另外一方面是起点、路径、

评估、监督问题等等。一句话 ,和谐世界从观念到

实践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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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Dimensions of Harmonious World

Wang Yi2wei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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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concept of“harmonious world”signals important innovation and t ransformation

in t he Chinese diplomatic p hilosop hy and diplomatic t heory1 By t his t 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so2
ciety has been extended to harmonious world , t hat is , f rom the domestic level to t he international

level , f rom being expressed by t he world to expressing t he world , f rom process to p roduct , and

has f ulfilled the national will of peacef ul rise (peacef ul develop ment ) for completion of Chinaπs

self2orientation in t he world1 This makes a st rong case against t he t heory of “menace f rom

China”, and serves as anot her piece of evidence t hat China is a responsible big power1 Three con2
notations of t he concept harmonious world are summarized in t his paper , namely , harmonious sys2
tem , harmonious power , and harmonious values1 It claims t hat t he world can be stable , secure

and peacef ul only when people stick to maintaining a three2dimension conception of harmony , t hat

is , a holistic view , mut ual benefit s , and co2existenc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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