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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权
、

安 全
、

稳 定
、

地 位
国 际关 系 视 野 中 的 战 略机 遇 期

倪 世 雄 王 义 桅

【内容提要 】十 六 大报告指 出 世纪头 年足重要战略机遇期
,

在 国际层 面上
,

我们要从如何维护 国

家主权
、

创 造一 个长期 的战略安全环境
、

促进大 国关 系的 良性互动
、

加快发展
、

提升我 国的 国际地位等

方 面 来深入理解和 紧紧抓住这一 战略机遇期
。

关健词 】战略机遇期 国 际 关 系 十 六 大

江泽 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
, “

综观全局
,

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
,

对我国来说
,

是一个必须紧紧

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 ‘ ‘ 这与 年代初邓小平做出

“

世界大战打不起

来
,

今后二十年内可以集中精力搞建设
”

的论断
,

为中国经济的 年腾飞指明方向
,

具有同等重要

的意义
。

不同的是
,

邓小平针对的是美苏争霸背景 江泽民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命
,

经

济全球化
、

世界多极化的时代潮流
。

战略机遇期有国内
、

国际层面
。

本文主要就国际层面探讨
,

即如何从国际层面理解和把握这一

重要论断 本文试着以
“

四个
”

主权 ,
、

安全
、

稳定
、

国际地位

来回答 —这四个
,

也可以说是未来 年中国战略的基本 目标
。

一
、

我 们 所 处 的 时代 如 何 维 护 国 家主 权

准确把握时代特征
,

是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大前提
。

十六大报告用
“
四个化

”

来概括我们所处的

时代特征 经济全球化
、

世界多极化
、

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
。

这是基于世界矛盾的基

本判断
,

即经济全球化 一 区域化矛盾
、

政治多极化与单极化矛盾
、

安全上 国际恐怖主义
、

民族分裂

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
“

三股势力
” ,

总起来构成人类发展的主要挑战
。

经济上
,

在 中国不断参与世界经济的同时
,

对外经济依赖性也在提高
,

中国经济受世界经济波

动的冲击也越来越大
,

为此我们必须推行经济多极化与区域合作相结合的战略
,

比如能源安全
、

进

出口多元化
,

以分散风险
,

这就要求我们坚持
“

引进来
”

和
“

走出去
”

相结合
,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

政治上
,

十六大报告指出
, “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

维护和平
,

促进发展
,

事关各 国

人民的福社
,

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

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

发展
,

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
” 。

具体而言
,

我们要积极处理大国关系
、

周边关

系
、

第三世界这三个外交圈
,

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
,

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
。

安全上
,

加强上海合作组织 的作用
,

加强同北约的接触
,

推进两岸安全对话
,

同时实施积极 防

御的军事方针
,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浪好的安全环境
。

十六大报告描述了今后世界总体和

平的前景
“

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
。

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 良好周边

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 ” ‘ ‘ 因此

,

在未来一
、

二十年内
,

中国的总体和平环境能够保证
。



月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 年第 期

但是
,

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

中国的主权和安全还存在诸多挑战
,

我们要
“

始终把国家的

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 。

二
、

我国面 临的战略安全环境 战略机遇期的基石

中国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

中国越发展
、

越开放
,

与世界的联系越紧密
,

就越需要一个长期和

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反过来
,

稳定的战略安全环境
,

将为我们把握和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实

的基础
。

战略安全环境从大的方面讲是国际格局
,

从中观层面讲是力量结构
,

从微观层面讲是安全

观念 而从地域角度讲有全球
、

地区与周边各层次
。

但近年来战略安全环境的最重要的变化体现在

安全战略与安全观两个方面
。

随着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上升
,

各国纷纷反思
、

修改其安全战略
,

将防范
、

打击恐怖主义等极端

势力的危害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
。

例如
,

年 月底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明确

提出
,

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
“

在于极端主义和技术的结合
” ,

因而主张实施
“

先发制人
”

战略
,

同

时推行公共外交与大国合作
。

美国把
“

反恐
”

作为长期战略
,

有利于大国关系发展
。

受莫斯科人质事

件的打击
,

俄罗斯最近也修改了国家安全战略
,

把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

任务来抓
。

人类面临着国际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
,

这将有利于大国间的合作和大国关系的良性互

动
,

同时也为中国的安全战略调整留下了空间
。

随着传统意义的安全威胁减弱
,

各国的安全观念也在变化
,

尤其是 中俄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率先倡导的共同发展互信
、

互利
、

平等
、

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
,

更是为人类安全理念带来 了革

命性进步
。

周边环境方面
,

十六大报告重申
, “

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
,

坚持与邻为善
、

以邻为伴
,

加强

区域合作
,

把同周边 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
” 。

尤其是
,

中国与东盟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

同北

约的安全对话
,

在未来 年内都是塑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 良好的周边环境的积极举措
。

可以预

见
,

中国在今后 年内同邻国关系将进一步发展
,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得到解决
。

同时
,

报告不无忧虑地指出
, “

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
。

影响和平

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
。

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
,

恐怖主义危害上

升
。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
。

民族
、

宗教矛盾和边界
、

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
。

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

世界还很不安宁
,

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
。 ”

有鉴于此
,

十六大报告提出以

促进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思想来求得 国际环境的稳定
,

并体现在大国关系 良性互动
,

努力寻求共同

利益交汇点上
,

这是中国外交理念的重大突破
。

这样
,

稳定的国际环境和 国内环境一道
,

成为未来

年中国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

三
、

大 国关 系的 良性互动是战略机遇期的有力保障

十六大报告以创新思想提出
, “

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
,

以各国人民的根本

利益为重
,

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

扩大共同利益的汇

合点
,

妥善解决分歧
。 ”

因此
,

主要国家关系将实现 良性互动
,

用经济
、

外交
、

文化等手段解决问题
,

从而为中国的建设赢得稳定的国际环境
。

尤其是
,

中美关系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台湾问题是 中美关系中最敏感
、

最重要

的问题
,

这是抓住安全战略机遇期的两个敏感点
。

据美国估计
,

大约需要 四届总统才能初步完成
“

反恐
”

任务
,

换句话说
,

未来 年内
,

美国的主要精力将为
“

反恐
”

牵制
。

尽管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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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性现实主义观念在国防部 占上风的美国对外决策者思想 中难以改变
,

但我们完全可 以延缓和

避免中美冲突的到来
,

开展
“

有所作为
”

的外交
。

今后
,

合作应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

保持两国高

层互访
,

加强双方在经贸
、

反恐
、

处理地区冲突
、

解决全球性 问题等方面的合作
,

尤其是从经济着

眼
,

增强两国关系的猫合剂
,

把以稳定
、

健康
、

互利为特征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不断向前推进
。

其次
,

中美关系最大隐患是台湾问题
。

在可预见的将来
,

美国的精力 军事部署
、

政治
、

外交 不

会集中在台湾海峡区域
,

只要有效遏制
“

台独
” ,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平衡可以维持
。

十六大报

告也明确指出
“

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趋势没有改变
。 ”

因此
,

我们要深刻挖掘
、

强调中美在维

护台海局势稳定
、

反对
“

台独
” 、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上的共同点
。

有所作为的外交不要把美国老是视

为消极力量
。

年江泽 民访美时强调
“

台湾问题和平解决
,

才能维护好美国在台湾的利益
” ,

在

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时提出
“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也存在着共同点
。

我们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

策
,

都希望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 , 圆这点很有新意

,

产生 了很好效果
。

今后若干年内
,

美国对中国实行的不是武装干涉
、

先发制人而是和平演变
。

随着中国国力进一

步增强
,

参与国际社会的力度与广度都在增加
,

世界主要力量对 比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

中美

存在合作的灰色区域
,

如反核扩散可能成为中美合作的新的增长点
。

我们在与美国周旋中的底气

会越来越足
,

思路会越来越新
、

越来越宽
。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俄之间的新型关系
,

两国树立起了以互信
、

互利
、

平等
、

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

观
,

都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公正
、

合理
、

民主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
。

中俄的相互协作有利于维护

世界的均衡与稳定
、

和平与安全 也有利于维护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权威地位和核心作用
。

中俄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
,

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

而且对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和民

主化方向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

中俄关系值得推崇之处在于
,

中俄两国的这种友好关系是一种不结

盟
、

不对抗
、

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
,

符合世界潮流
,

为未来的国家间关系树立了榜样
。

种种事实表明
,

大国关系模式变了
,

性质也从原来的对抗
、

竞争型转变为非零和
、

多赢
、

伙伴型

安全组织的性质也在变
,

如北约从军事同盟 向集体安全组织 的转变
,

这是我国战略安全环境塑

造的有力保障
。

同时
,

世界多极化的进一步发展
,

以 年长度看
,

对中国有利
。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

上升
,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会进一步增强
,

这将有利于遏制世界的单极化发展
。

四
、

中 国 的 作 为 将 机 遇 期 变 为 发 展 期

毛泽东早就指出
, “

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 。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在最近的 年尤

甚
。

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
,

在 年至 年期间
,

中国对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居全

球第二位
,

仅次于美国
。

随着 年中国
“

加入世贸组织
” , “

奥运
” 、 “

世博
”

两台发动机的运转
,

以

及开放西部
、

中国与东盟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

两岸在
“

三通
”

后经济一体化的深入
,

今后 年
,

中国

在经济上和国际社会更加连成一体
,

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

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

必将大有可为
,

为世

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

为此信念
,

中国在外交上如何作为 十六大报告指出
,

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
,

我

们将继续广泛开展民间外交
。

笔者认为
,

我们还应该注重开展公共外交
,

塑造中国在世界上的正面

形象
。

十六大报告还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方略
“

各国政治上应相

互尊重
,

共同协商
,

而不应把 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经济上应相互促进
,

共同发展
,

而不应造成贫富

悬殊 文化上应相互借鉴
,

共同繁荣
,

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 安全上应相互信任
,

共同维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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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

中国永远不称霸
,

永远不搞扩张
。

下转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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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努力强化时代意识

进人 世纪
,

科学技术 日新月异地发展
,

经济全球化成为现实
,

与此同时
,

人类面临的各

种矛盾和问题也不断出现
,

需要我们站在时代

的高度来审视和处理
,

迎接各种挑战和机遇
。

进人 世纪
,

中国共产党正率领全国人

民进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伟大事业的新时期
。

继往开来
,

开拓进

取
,

与时俱进
,

只争朝夕
,

这就是新时代对肩负

伟大历史重任的共产党人的要求
。

这就要求我

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
,

用时

代眼光观察中国和世界
,

用时代视角面对我们

的工作和任务
。

时代意识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意识
。

要求我

们站在时代的高度认真学习马列主义
、

毛泽东

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

并在伟大实践中发展这个

理论 要求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
,

认识
“

三个代

表
”

重要思想 的深刻内涵
,

将学习和实践
“

三个

代表
”

重要思想作为时代任务 要求我们站在时

代的高度
,

审时度势
,

迎接挑战
,

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

时代意识是一种开拓进取的意识
。

要求我

们摒弃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和传统束缚
,

在各

项工作中取得突破
,

以使我们的事业紧随时代

步伐
,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快节奏
,

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

时代意识是一种只争朝夕的意识
。

抓住机

遇
,

发展 自己
,

这是邓小平当年的殷切期望
,

共

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有一种紧迫感
。

和

平与发展的时代环境极为珍贵
,

在这样的历史

时刻
,

如果还因循守旧
,

不思进取
,

那就会辜负

人民的期望
,

对党的事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

作者为兰 州大学国际政治 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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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随着中国的崛起
, “

中国威胁论
”

不时在国际社会沉渣泛起
。

如何遏制 十六大报告对此

作出了有力的驳斥 —中国的崛起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而非对世界的威胁 十分有趣的是
,

美

国前助理国防部长
、

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瑟夫
·

奈根据其
“

软权力理论
”

和世界格局的
“

三维棋

盘
”

论
,

也认为
“

中国威胁论
”

是站不住脚的
“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东亚大国
,

现在的发展只是填补

它本来应有的地位
,

至今这一过程尚未完成 年亚洲才能够恢复其历史地位
。

增长不能

说明一切
,

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对美国的优势地位产生挑战
。

尤其是
,

中国的软权力仍有待

加强
,

而这比硬权力增长要来得慢得多
。 ” ‘ ‘ 一 功这些看法

,

是较为客观
、

理性而又难能可贵的
。

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
,

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
,

是维护世界和平
,

促进共同发展
。

报告还重申新

时期我国的
“

三大历史任务
” ,

即推进现代化建设
、

完成祖 国统一
、

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
。

据此
, “

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
,

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

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

积极促进世

界多极化
,

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
,

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 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

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

趋利避害
,

使各国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都从中受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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