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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缘政治与和谐世界

倪世雄　潜旭明

　　摘 　要 : 地缘政治学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理论 ,受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

发展 ,中国新地缘政治应运而生 ,中国新地缘政治以“和平、发展、合作”方针为旗帜 ,以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后

盾 ,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其目标是同各国

一起努力共同创建一个和谐世界。构建和谐亚太是中国实行新地缘政治的关键一环 ,包括“四个基本面 ,四个方

位”战略。

关键词 : 全球化 ; 　新地缘政治 ; 　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 ; 　地缘政治观 ; 　地缘战略

基金项目 :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的地缘政治及其战略研究”(05J ZD00040)

作者简介 : 倪世雄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 潜旭明 ,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433)

一、地缘政治学的发展

地缘政治学渊源于地理政治学 , ①是关于国

际政治与地理空间关系的一门科学。传统的地缘

政治学者一般认为 :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是大国的

强权政治与其实施的地理范围之间的关系。根据

雷蒙 ·阿隆的看法 ,地缘政治学包括“把外交 —战

略与对资源做出的地理 —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

方式和环境 (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运)而引起的对

外交态度的解释 ,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② 杰

弗里 ·帕克认为 ,地缘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

空间现象的研究 ,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

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是以领土、区位资

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

为背景的。各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

成部分 ,并由国际关系所致的地理格局构成地缘

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③

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行为体通过对地理

环境的控制和利用来实现以权力、利益、安全为核

心的特定权利 ,并借助地理环境展开相互竞争与

协调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系。地缘政治是人

类政治和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产物 ,是空间属

性和特定社会关系属性的统一。它是行为体之间

通过地理空间实现的互动关系 ,以及互动所构成

的政治关系在空间中的存在、分布和运动。④ 地

缘政治受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影

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地理空间已经“由过去单一

的自然环境拓展到人类的整个生存空间”。⑤

地缘政治学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理论 ,在人类

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 ,交往的内容方式不同 ,不同

时期地理环境不同 ,学者对地缘政治的理解也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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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政治学》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 ·政治学》,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年 ,第 57 页。
詹姆斯 ·多尔蒂 等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年 ,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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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俊元 :《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5 年 ,第 8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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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 ,地缘政治呈现不同的阶段性。西方地缘

政治学思想起源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德国学

者拉策尔 ( Friedrich. Ratzel) 在 1897 年发表的

《政治地理学》中提出了“国家有机体”学说 ,之后

发表论文阐述了“生存空间”论 , ①德国教授契伦

( Rudolf . Kjellen) 吸收了其理论观点 ,并进一步

发挥 ,于 1916 年在《生存形态的国家》一书中提出

地缘政治学 ( Geopolitik) 一词的概念。② 一个多

世纪以来 ,地缘政治学理论经历了繁荣 —低迷 —

复兴的历史发展过程。③ 从马汉的海权理论、麦

金德的大陆心脏说到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论 ;从

杜黑的“空权论”到美国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 ;

从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和基辛格的大外交 ,到反

地缘政治学和批评性地缘政治学理论 ,地缘政治

学不断向前动态发展。

进入 21 世纪 ,全世界范围内涌动着两个大

潮 :一个是世界市场发展的大潮 ,一个是信息革命

的大潮 ,这两个大潮推动着全球化时代的滚滚到

来。在全球化的影响下 ,地缘政治理论获得了新

的发展。

二、全球化和新地缘政治

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原本

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结构性

的变化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技术得到

普及 ,这些新技术从根本上重塑了社会、经济、政

治边界 ,改变各种行为体的观念 ,重构了这些行为

体通过全球空间的互动方式。新型交通工具及通

讯工具的出现 ,使跨国界旅游、运输、通讯和移民

的时间和空间变少变短了。同时 ,全球面临着资

源、粮食、人口和生存环境等涉及人类生存与未来

发展的共同危险 ,这都是跨越地理边界的 ,不能以

传统的方式加以应对。④

这一切都对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提出挑战 ,使

世界政治行为主体的地缘政治结构和行为模式都

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 ,世界各国经济体的经贸交

往日益加强 ,导致经济上的相互融合与相互依存 ,

使得传统地缘政治关系在开放式的区域经济体系

中得到了升华 ,各国家正由封闭走向开放 ,由一国

主义走向区域主义 ,由冲突走向合作与互补式的

相互融合。其次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

国家不再占据国际社会的中心地位 ,跨国公司、非

政府组织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和影响正在上升 , ⑤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让

位于全球性的国际体系。第三 ,国际关系趋于缓

和 ,军事威胁降至次要地位 ,经济福利在国际关系

中的地位上升 ,传统的国际事务的等级观念失去

了意义 ,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高级政治让位于以

经济、福利为中心的低级政治。第四 ,“全球安全”

概念取代了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国家安全”概念。

地区性和国家安全依然重要 ,但最迫切的安全挑

战是来自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的扩散、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这些都

是“非领土化”和“全球性”的问题。最后 ,科技革

命不断打开新的地缘政治空间 ,使地缘政治从陆

权和海权发展到空权 ,全球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

发展 ,为地缘政治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领域 ,“网

络空间”成为新的疆域。

正如科恩所认为那样 ,从地缘政治看来 ,世界

体系的结构就像一块钻石 ,打碎时沿着一定的裂

缝破裂。这些裂缝就是各个行为体的地理、文化、

宗教和政治边界 ,尽管这些边界是在不断变化

的。⑥ 在变得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中 ,世界已经

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相互交

融的文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尽管国家间的竞

争仍然存在 ,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扩张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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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争夺势力范围的零和关系 ,而是在竞争中谋求

可能的共同安全与繁荣。① 人们日益感到 ,国家

利益的实现需要稳定的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框

架 ,需要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 ,需要共同应对所面

临的挑战。面对新的国际形势 ,传统地缘政治学

提出的“世界是由正在扩张和收缩的空间集团和

领土单位组成”的基本假设 ,已变得陈旧而过时

了 , ②需要有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来代替它。

在全球化时代 ,地缘政治获得了新的发展 ,新

地缘政治应运而生。新地缘政治认为 ,由卫星联

系的电视、电话以及其他电子媒介汇集了一个强

有力的现金流、信息流、商品流 ,这些因素已经引

发了全球体系的新进程 ,改变了权力关系。③ 人

们更多地借助媒体和通信技术共同参与全球性事

务 ,如维护世界和平、人权和人类的我生存环境。

各个国家变得日益相互依存 ,地缘政治的竞争性

本质被注入了合作的成分 ,特别是在全球性问题

上合作成为行为体各方赢得自身利益的最佳

选择。

新地缘政治中的“非领土化”、“全球治理体

系”和“相互依存”的观点与中国儒家传统的一些

思想有相通之外 ,如“世界大同”、“以和为贵”、“亲

仁善邻”、“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儒家思想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

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有着超越国界和超越时

代的深远影响。“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思想

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心世界 ,形成中华民族热爱和

平、崇尚和谐的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念 ,成为当代具

有中国特色新地缘政治的文化支撑。中国新地缘

政治是建立在“和平的地缘政治”、“互利共赢的地

缘经济”、“和合的地缘文化”与“和谐的地缘环境”

之基础上。新地缘政治以和谐世界理念为其核心

内容 ,以“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为四大重

要支柱 ,目标是在实现“相互依存”和“双赢”的新

局面。

其一 ,“和平的地缘政治”。和平是人类社会

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 ,各国实行和谐相处 ,携

手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维护世界和平与安

全 ,实现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 ,摒弃冷战思维 ,树

立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积极倡导多边

主义 ,重视和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

用 ,广泛参与人权、司法等领域的国际对话和合

作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要求 ,加强同大国

的战略对话合作 ,努力消除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因素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其二 ,“互利共赢的地缘经济”。为实现共同

发展 ,要将互利合作视为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

重要原则 ,在经济上强调互利共赢。建立健全多

边贸易体制和国际金融体制 ,深入开展区域经济

合作 ,妥善应对经贸摩擦及与新兴大国的竞争 ,加

强国际能源对话与合作 ,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

助 ,拓展合作领域 ,努力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

话 ,在协调南北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

其三 ,“和合的地缘文化”。和是中国文化传

统的基本精神 ,和合即多元文明共生共存。只有

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才能使人类文明得以发展。

我们要努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不以意识形态为判断敌友的标准 ,尊重文明发展

的多样性 ,不同文明相互包容 ,加强不同文明的对

话与交流 ,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反对宗教极

端主义 ,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文明挂钩 ,大力开

展文化领域多种形式的合作 ,努力把中国文化介

绍给世界 ,同时把先进的文化介绍到中国 ,增进对

世界的了解。还要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因为国

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④

其四 ,“和谐的地缘环境”。环境问题是 21 世

纪全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 ,各国

要加强环境保护 ,实现可持续发展。人们的生活

方式和发展目标要建立在已有资源、环境容量许

可的框架内 ,并与之相融合。环境保护对人类而

言不应该是一种被动的行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的基本国策 ,使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

倪世雄 等 : 新地缘政治与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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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地缘政治与和谐亚太

追溯亚太概念形成的历史 ,参考联合国亚太

经济社会委员会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两大权威

的地区性组织成员国的情况 ,我们可以认为 :亚太

地区主要包括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南亚、大洋洲

和南北美洲西部的广大地区 ,约有 5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面积约占地球的一半以上 ,人口约占世界总

人口的二分之一强。① 亚太地区是世界上最重要

的地区之一 ,也是世界经济上发展最迅速的地区。

首先 ,亚太是全球地缘战略力量最集中的地

区 ,包括现有五大力量中心中的四个 (美俄日中)

及印度和东盟等地区力量中心 ;全球十大经济体

中的四个 (美日韩中) ;七个有核国中的五个 (美俄

印巴中) 。② 其次 ,亚太各国的经济总量之和已与

欧盟不相上下 ,外贸总额已超过美国。世界发展

的重心正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③ 再次 ,亚太

国际环境也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亚太

地区幅员辽阔 ,国家众多 ,国家制度各异 ,国家关

系复杂 ,国家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人口问题特别严

重。亚太各国在政治体制、宗教文化、民族心理、经

济发展阶段等方面差异大 ,亚太地区的发展将会引

起欧亚大陆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④

中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 ,是当今世界最具有

活力的亚太地区战略中心 ,地缘位置十分重要 ,中

国在亚太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本世纪前 20 年 ,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机遇期 ,一

个和谐稳定合作发展的国际社会 ,是中国和平发展

的必然前提。处理同亚太周边关系成为中国走和

平发展道路上外交布局中的首要环节 ,所以构建和

谐亚太是中国实行新地缘政治的关键一环。

近年来 ,中国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

外交政策 ,以“和平、发展、合作”方针为旗帜 ,与亚

洲邻国协作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 ,树立负责

任大国形象 ,实现地区发展与安全合作互动 ,体现

中国 —亚洲 —世界三层次递进发展的新地缘政治

战略。⑤

2006 年 11 月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四次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上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构建

和谐亚太的主张 ,并作为亚太大家庭成员共同努力

追求的目标 ,写入会议的主要文件———《河内宣言》

之中 :“我们致力于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与投资 ,

防止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 ,建立一个安全、良好的

商业环境 ,加强人类安全 ,我们承诺努力建设一个

充满活力、和谐的亚太大家庭 ,造福亚太人民。”

亚洲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不同 ,经济发展

层次各异 ,文化宗教差异性突出。各个国家根据

其政治、经济、安全、外交战略目标 ,产生不同的核

心利益 ,但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亚洲

各国的共同愿望。和谐亚太的新地缘政治是结合

亚洲本地区实际情况 ,实现因地制宜 ,因势利

导。⑥ 所以在处理亚太与中国关系时 ,不要求以

中国为中心 ,而是通过平等互利 ,共同繁荣 ,实现

持久和平。总的来讲 ,和谐亚太的新地缘政治归

纳起来为“四个基本面 ,四个方位”战略。

1 . 四个基本面。构建和谐亚太的地缘政治

是通过维护地区和平、建设合作机制、增强战略互

信、促进共同发展这四个基本面开展的。

(1) 维护地区和平。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

国本着“和平、发展、合作”的原则和相互尊重、理

解、信任的精神 ,与 12 个国家签订了边界合约 ,基

本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陆上边界问题。中印边境谈

判也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

也与东盟各国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在中日

东海及钓鱼岛争端上 ,中国奉行的原则是 :“主权

属我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中国主张以和平的方

式 ,通过平等协商 ,处理和解决亚洲地区的国际争

端和热点问题。在朝核问题上 ,中国朝鲜通过不

断努力 ,积极斡旋 ,先后促成并主办三方会谈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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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会谈。缓和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在伊朗核

问题上 ,中国主张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和平

解决。在伊拉克问题上 ,中国主张在联合国框架

内政治解决 ,并为伊拉克问题的解决做了大量的

工作。①

(2) 建设合作机制。中国应进一步参与利用

和完善国际机制 ,保护和发展自己 ,同时 ,中国可

以进行机制创新 ,改革现有制度中不公正和不合

理之处 ,如上海合作组织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 ,

对中国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起到积极的作用。这

种体制的创新并不是挑战世界主导性大国的核心

利益。中国在更多参与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的过

程当中 ,将接受更多的国际规则 ,这就要求中国国

内部分法律与国际接轨 ,对中国的政府结构产生

影响。中国在坚定维护核心国家主权的同时 ,允

许逐渐让渡一些边缘性主权给国际组织和区域组

织。② 随着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组织 ,更多地参

与国际机制创新的情况下 ,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

公共产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 ,应力所能及地向

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国际援助。

(3) 增强战略互信。要构建和谐亚太的地缘

政治 ,国家之间要加强交流对话、协调与合作 ,在

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 ,不断扩大共同利益 ,增进

战略互信 ,共同确保国家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

展。客观公正地看待对方的发展 ,正确理解对方

的战略意图 ,扩大共识、促进合作 ,共同维持亚洲

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4) 促进共同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在货

币、贸易、投资、移民、旅游、军事和非传统安全等

领域 ,全方位展开合作 ,拓展合作空间 ,促进共同

发展。通过设立亚洲货币基金、亚洲合作开发银

行 ,制定亚洲的贸易和移民管理协定 ,亚洲地区公

海和有争议海域合作保护与适度开发协议等等 ,

为各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2 . 四个方位。中国的领土广袤 ,边境线漫长 ,

邻国众多 ,总的来讲有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

四个方位。在每个方向上有都有各自的地缘政治

特征 ,需要采用不同的合作机制 ,运用不同的地缘

战略。

(1) 在东北亚方向 ,主要有俄国、日本、韩国、

朝鲜等国家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 ,通过

美日同盟 ,借船出海 ,推行价值观外交 ,以实现其政

治大国的野心 ,从而成为亚洲经济乃至政治领袖。

中国对日本的战略是 ,加强和深化多层次多领域的

交流 ,寻求与日本进行历史和解 ,但对日本的价值

观外交进行适当的反击。③ 俄国推行“双头鹰”战

略 ,积极介入东亚国际事务 ,推动俄印中三边战略

协作 ,竭力维护其传统的影响。中国在东北亚的地

缘战略 ,既要关注陆缘方面的利益需求 ,又要重视

海缘及边缘地带的利益需求。不断加强与其他国

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营造稳

定、繁荣的外部氛围 ,展现中国的大国形象。

(2) 在东南亚方向 ,主要是东盟国家 ,东盟十

国大部分政局比较稳定 ,经济形势看好 ,经济、政

治、安全合作继续推进。一些国家存在恐怖主义

分裂活动 ,宗教民族矛盾激化 ,社会动荡。亚太大

国积极发展与东盟各国的关系。中国和东南亚国

家相互毗邻 ,在地缘政治上互为战略依托 ,共同致

力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以和平的方式处理本地

区的争议。在南海问题上 ,落实“搁置争议 ,共同

开发”。在地缘经济方面 ,建立“泛南中国海经济

共同体”,变“中国威胁论”为“中国机遇论”。以产

业培育为基础 ,从长远角度构建有利于我国或整

个地区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 ;塑造以发展、繁荣为

核心的经济安全观与经济文化 ,重视和合理规划

次区域经济合作 ,并重新审视海南岛在地缘经济

战略版图上的重要地位。地缘文化方面 ,应加强

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民间往来 ,要谨慎对待地区文

化冲突 ,并适时推进地区法制建设和加强法治化运

作程度 ,以文化和制度的力量减少摩擦 ,实现长久

发展与和睦共荣。在台湾问题上 ,以各种方式发挥

东南亚各国的积极作用 ,来抑制台独势力。④

(3) 在南亚方向 ,主要有印度、巴基斯坦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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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拥有众多的人口 ,辽阔的国土 ,丰富的资源 ,不

断发展的经济和事实上的核国家等优势 ,并不满

足于区域大国 ,而要成为世界大国 ,对亚洲产生实

质性影响。中国在南亚的地缘政治战略 ,既要顺

应形势的发展 ,积极发展与南盟的关系 ,酌情促进

酝酿中的中、印、缅、孟次区域合作的“昆明合作组

织”创建 ,又要正视印度近年来日益突出的加强介

入东南亚和亚太事务的“东向”战略 , ①本着开放、

冷静、务实的心态 ,减少摩擦 ,增进合作 ,开创一条

睦邻友好、共同繁荣的道路。在地缘经济方面 ,充

分利用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和兼容性 (我国的制造

业和印度的 IT 业) ,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

的经济交流。在地缘文化方面 ,着手为后达赖时

期的西藏问题做前期准备 ,防止印度成为青年一

代海外藏民中激进主义和暴力倾向的策源地和大

本营 ,尽力弱化边界、西藏问题对中印关系的

干扰。②

(4) 在中亚方向 ,中亚各国原属苏联的一部

分 ,20 世纪 90 年代初独立以后 ,与我国先后建立

了外交关系。冷战后 ,中亚政治格局发生了复杂

的变化 ,世界各大国及地区势力纷纷向中亚渗透、

争夺 ,展开激烈的地缘博弈。中国的地缘安全环

境日益复杂 ,必须采取相应的地缘战略为和平发

展营造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在地缘政治上 ,首

先借助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多边合作平台防范地缘

不稳定因素 ,震慑和打击“东突”分裂势力 ,防止大

国在中亚的军事争夺演化成对中国西部的直接安

全威胁 ,避免中亚形势发展对中国能源安全造成

重大冲击。其次 ,加强与俄罗斯、中亚等国的和平

地缘外交 ,形成睦邻友好的西部周边关系。建立

一种更为有效和稳固的磋商机制和安全机制 ,形

成睦邻、互信、友好协作的西部周边战略互动关

系 ,确保中国西部的安全和稳定。在地缘经济上 ,

通过“西部大开发”辐射带动中亚地缘经济 ,积极

推动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 ,以及同东亚经济圈的

融合 ,以能源双轨战略为地缘政治合作的突破口 ,

进口中亚石油 ,扩大对中亚石油投资 ,从而形成一

种良性循环的双赢局面 ,并进而带动双方其他经

贸关系的发展。充分发挥新欧亚交通大动脉的地

缘战略价值 ,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联系与

经贸合作 ;使之成为中国与中亚发展 21 世纪战略

合作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地缘文化上 ,要互相尊

重 ,减少摩擦 ,化解地缘文化冲突。③

四、新地缘政治与
“和谐世界”理念

中国历史悠久 ,有辉煌的过去 ,汉、唐、明和清

朝早期曾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当然

中国也有过屈辱的往事 ,近代以来曾深受西方列

强推行的旧地缘政治之苦。中国是旧地缘政治学

的受害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综合国力不断发展。

进入 21 世纪 ,国际体系、秩序和机制处于迅速转

型之中 ,在日益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 ,地缘政治

的竞争性本质被注入了合作的成分 ,特别是在全

球性问题上合作成为行为体各方赢得自身利益的

最佳选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中国外交更加重

视周边与多边 ,并产生新地缘政治思想。中国新

地缘政治是建立在“和平的地缘政治”、“互利共赢

的地缘经济”、“和合的地缘文化”与“和谐的地缘

环境”之基础上 ,新地缘政治是以和谐世界理念为

其核心内容。

中国领导人提出“和谐世界”的目标 ,主要是

基于以下的考虑 :第一 ,中国近 30 年的改革开放

的经验证明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一个和

谐的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21 世纪前 20 年是中

国的战略机遇期 ,要把握机遇 ,加快各方面的发

展。“和谐世界”正是新地缘政治学的核心 ,显示

了其与旧地缘政治学的根本区别。第二 ,随着信

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各国在经济上相互

依存不断加深。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 ,决心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自身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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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 ,实现和平发展 ,坚决摒弃工业大国传统的新

老殖民主义道路和军事扩张道路。第三 ,全球性

问题凸显。中国目前所遇到的资源、人口和生存

环境及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共同问题都涉及人类生

存与未来发展的共同危险。要解决这些跨越地理

边界的难题 ,当然不能靠传统的方式加以应对。

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加强合作 ,不断扩大共同利

益 ,各国在经济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努力

实现合作、共赢。这一切在新地缘政治学的“非领

土化”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观点中找到了新的佐

证。① 第四 ,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源泉 ,

也是世界的显著特点。推动不同文化和信仰相互

交流 ,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 ,有助于

世界更加多姿多彩、充满活力 ,有利于各国各地区

人民取长补短、和睦相处 ,努力形成兼收并蓄、优势

互补的国际合作新格局。第五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

史中 ,“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思想深入中华民族

的内心世界 ,形成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崇尚和谐的

民族性格、价值观念和心理情感 ,成为当代中国坚

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的文化底蕴。②

“和谐世界”外交战略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财

富。中国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 ,并通过

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领导人在外交

实践中一步步提出“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构想。

2005 年 4 月 ,胡锦涛同志在参加雅加达亚非

峰会的讲话中提出 ,亚非国家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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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7 月 ,胡锦涛同志出访俄罗斯 ,“和谐

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 21 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

声明》,“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

共识 ,标志着这一全新理念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

视野。9 月 ,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总部纪念联合

国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

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 ,全面阐述了

“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2006 年 8 月 ,胡锦涛同

志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 ,推动建设

和谐世界 ,是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

求 ,也是我们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

“和谐世界”理念体现出成熟、大度的风范 ,这

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也是外交政策成

熟的体现。中国新地缘政治以“和谐世界”理念为

核心 ,以“和平、发展、合作”方针为旗帜 ,以日益强

大的综合国力为后盾 ,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

道路 ,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互利共

赢的开放战略 ,其目标是同各国一起努力 ,共同创

建一个和谐世界。

1 .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方针的旗帜

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

力量。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

标。胡锦涛同志在《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会

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

目标的根本前提。”③我们只有塑造安定、和平的

政治环境 ,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

标。“促进共同发展”是构建“和谐世界”新地缘政

治的基础。共同发展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 ,只有

促进共同的发展 ,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威胁世界和平

的不稳定因素 ,才能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开展国际合作”是构建“和谐世界”新地缘政治的

途径和方法。信息化和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同时 ,全

球性问题凸显 ,环境问题、能源问题、金融危机、跨

国犯罪、传染病的蔓延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 ,要求

国家之间共同努力、密切合作 ,才能实现共同发展。

2 . 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外交

政策的宗旨。2003 年 12 月 ,温家宝总理访美期

间 ,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

演讲 ,首次提出中国将实现和平崛起 ,为世界和平

进步做出贡献。2005 年 11 月 ,胡锦涛主席访问

英国期间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要

义 ,12 月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

路》白皮书 , ④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

道路的必然性和坚定决心 ,提出了相应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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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秦晓鹰 :《中国必须重视新地缘政治》,风凰网 ,http :/ / news. ifeng. com/ opinion/ 200611/ 1115_23_33089. shtml。
康绍邦、秦治来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求是》2007 年第 3 期 ,第 28 页。
胡锦涛 :《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 年
9 月 16 日第 1 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 ,《光明日报》2005 年 12 月 23 日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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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措施。2006 年 8 月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

出 :要“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

发展、和谐的发展”。中国向世界表明 ,和平发展道

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 ①主张在和平共

处五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尊重

世界的多样性 ,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 ,以和平的方

式解决国际争端 ,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3 . 继续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和谐世界的新地缘政治以有理、有利、有节 ,

以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为前提 ,以不动摇中国

根本外交原则为准绳。② 中国从不把自己的社会

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 ,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

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中国主张

国际新秩序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

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自

己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各国

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 ,国际上的事情要

由大家商量解决。中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

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

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 ,是

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在军控和

裁军方面 ,中国历来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

武器。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 ,加强合作 ,共同对

付人类发展面临的环境恶化、资源匮乏、贫困失

业、人口膨胀、疾病流行、毒品泛滥、国际犯罪活动

猖獗等全球性问题。③

4 . 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互利共赢是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

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战略选择 ,是中

国和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坚持国际

经济合作的行为准则。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是

我国对外开放基本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充分

表明了我国对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强烈责任感 ,

有利于缓和国际间的经贸摩擦。实施互利共赢开

放战略 ,首先要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民族

凝聚力。同时 ,要坚持“有所作为”的方针 ,充分利

用多边舞台 ,发挥大国优势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对

话和国际经贸规则制订 ,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和合

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其次 ,要在积极参与经济

全球化 ,在开拓“两个市场”上 ,应充分挖掘国内市

场的巨大潜力 ,将扩大内需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

立足点 ,同时充分利用好外部市场。在利用“两种

资源”上 ,应立足国内 ,坚持开发和节约并举 ,依靠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缓解资源供求矛盾 ,同时加强

国际能源资源合作开发 ,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

战略资源供应保障体系。第三 ,我们要充分利用

各种有利的外部条件和机遇来加快发展自己 ,在

不断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④

5 . 同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创建一个和谐世界

的目标

“和谐世界”思想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髓 ,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力量 ,提升了中国的软实

力。“和谐世界”思想内容丰富 ,自成体系 ,包含政

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和谐世界”首先

强调在政治上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 ,共同推进国际

关系民主化 ;在经济上相互合作 ,优势互补 ,共同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

在文化上相互借鉴 ,求同存异 ,尊重世界多样性 ,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安全上相互信任 ,加

强合作 ,坚持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战争的手段解

决国际争端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环保上相互

帮助 ,协力推进 ,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

园。⑤ 中国将和世界各国携手努力 ,推动建设持

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责任编辑 :匡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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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zingly and concludes that ZHAN G’s t ranslation in this article is faithful to Mill’s original thoughts on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ism

and it also keynotes ZHAN G’s lifetime conviction on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to a great degree.

New Geo2theory in Globalization Era ZHAO Ke2jin

Ceo2politics was an old knowledge in history , but had been misunderstood as p seudoscience for so long time. However , with

di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revulution , the geo2theory has achieved new developing spaces. The st rategic

point which differentiate the old and new geo2politics is how to understant the exact meaning of global network st ructure.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network st ruct rue has maken global geo2political st ructue as an unavoible changing variable for geo2poli2
tics. So , the new Geo2politics take global network st ructure as it s p rominent character. Under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 the

spac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t ransparence than before and has already not been as the p rivate resources of certain country but

the shared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comminity. What’smore ,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Ceo2politics has been t ransformed into the

problem of how it is possible to formulate the public authority on hot issues of Geo2politicsamong all sides of international socie2
ty. In other words , we can also regard the new Ceo2politics as New Cooperative Geo2politics. The t ransformation of Geo2politics

shared the same orientation with globalization and golobal governance and they represent the furture of human society.

China’s Geo2Economic Strategy PAN Zhong2qi , HUAN G Ren2wei

China’s economy has extensive spaces at global , regional , and peripheral levels. Major economic partners and their regions

at all three levels are realistic spaces of China’s geo2economy , while other regions are China’s potential geo2economic spaces.

Main challenges that China’s geo2economy faces are it s vulnerable economic st ructure and high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major e2

conomic partners. While China’s economy suffers f rom externalities of other economies , it also produces it s own externalities ,

making economic conflict s more likely. To become a st rong economy , China should not only plan it s economic development f rom

the global level perspective , but also need to take advantag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 taking regional and perip heral levels into

consider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 China’s geo2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rely on it s three2ring st ructure of geo2economic

space and go f rom the near to the distant , that is to deepen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ies at the peripheral level

first , then to p romote the geo2economic integration at the regional level , and further to expand China’s potential geo2economic

space at the global level.

New Geopolitics and the Harmonious World NI Shi2xiong , Q IAN Xu2ming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new geopolitics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as well as China’s new geopolitics. Chinese new geopolitics

is made of two part s : the Harmonious Asia Concept and the Harmonious World Concept . The former consists of four basic aspects

and four directions ; the latter is of the core philosophy of the Chinese new geopolitics in the spirit of peace ,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t adheres to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road and independent peaceful foreign policy and sticks to the mutual2benefits and win2win open2up

strategy which aims at building a harmonious world with joint efforts of other counties.

Debate Between Boris Porshnev and Roland Mousnier : Its Ins , Outs , and Revelations GAO Yi

The debate on the nature of the 17th century French society between the Soviet historian Boris Porshnev and his French colleague

Roland Mousnier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 as a fruitful and influential exchange of learning and ideas between Marxist and non2Marx2
ist historians , belonging respectively to eastern and western camps at the period of Cold War , has been highly appreciated among histori2
ans abroad , but remained curiously unknown till now in China. This article is a research report of the affair , inspired by the relevant dis2
cussions at the colloquium about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Soviet and the French historiographies during the 1920s —1980s , held in Viz2
ille , France , in September 2006 , for the purpose of showing the Chinese historians how this unduly neglected historiographical event is

significant , not only for the researches of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but also for the Marxist school of historiography to

strengthen its influence in the current world.

Splitting Allies : Latest Research Developments About the Sino2Soviet Alliance XU Si2yan

The Sino2Soviet Alliance was the pivotal point in the Sino2Soviet relations ,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20th

century. With the declassification of files in both China and Russia , and the publication of related materials , import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scholarly research on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and its impacts. And the causes of the Sino2Soviet split have been examined in

greater depth at both macro2 and micro2levels. The new findings may lead to important conclusions concerning the Sino2Soviet relations ,

and to our rethinking some major theoretic issues of foreign affairs in the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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