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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主义在中国外交的兴起

建国以 来相 当长 的一段 时期 内 , 新 中国的 外交 更强 调双 边 主 义 , 注 重 通

过外交谈判和交往的手段实现国家利益。即使是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与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交往 , 中国也一直坚持奉行双边主义的理念。

十一届 三中 全会 以后 , 中 国纠 正了 以阶级 斗争 为纲 的错 误 方 针 , 把 工 作

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 中国对联合国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 , 逐渐意 识到 中国 作为联 合国 常任 理事国 的重 要影 响力 , 认 识到 现存 国

际政 治经 济秩 序是 一个积 极因 素和 消极因 素共 在的 混合物 , 不能 轻言 “砸掉

一个旧 秩序 ”而单枪 匹马 与之 作对 , 应 该在 参与 联合国 的实 践中 逐步改 造联

合国。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外交方面的理念转变 , 中国采取了“积极

主动 , 逐步深入”的方针 , 在 80 年代全面参与了联合国几乎所有政府间组织 ,

并积极参加了 联合国 安理 会的 在柬埔 寨、西 撒哈 拉、莫桑 比克 、塞拉 利昂、东

帝汶等地区的维和行动 , 参与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起草和制定以及联合

国在裁军、人权、防扩散、环境与发展等若干领域的国际谈判并积极支持。可

以说 , 从 80 年代开始 , 中国在联合国外交的实践中已经开始逐步确立了多边

主义的外交思维。

90 年代以来 , 中国的多边主义外交思维进一 步蓬 勃发 展 , 一方 面中 国全

面参与了大量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各项事务 , 并在其中

扮演积极推动者的角色。70 年代以来 , 中国先后加入了大量世界和地区国际

组织、国际制度和有关问题领域中的国际机制。其中 ,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方面所作的不遗余力 ,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外交运动。另

一方面中国也开始主动倡导和培育多边外交舞台 , 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博

鳌 亚 洲 论 坛 、朝 核 六 方 会 谈 、中 国—东 盟 地 区 合 作 等 方 面 表 现 积 极 , 行 为 果

断。可以说 , 多边主义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新思维的重要标志之一。

试论中国外交新思维

的形成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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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外交”理念的新内涵和新特点

何谓“和谐外交”理念?从字面上讲 , “和谐”与“和平”只有一字之差 , 但含

义上有很大差别。“和平外交”通常指手段、方式上的和平 , 即非暴力、非战争

解决问题的政策。而“和谐外交”包括了这层含义却又不限于这层含义 , 它更

多了一层“关系”的内容和相互“协调”的职能 , 即要致力于使“相关各方”的关

系 , 不仅限于和平共处、不发生冲突 , 还要争取通过“协调”来达到“和谐”的良

好状态。这就是中国传统“和谐”、“和合”思想所要求的 , 国与国之间的和平 ,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 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从内容 上讲 , 中国 传统的 “和平 外交 ”政策 , 如 前所 述是 包含和 平 共 处 五

项原则在内的。而“和谐外交”无疑是这一政策的全面升华和创新 , 它理所当

然包括了原有内涵 , 同时由于它是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与现代互利共赢观念的

从“和平外交”到“和谐外交”

肖 枫

虚拟主义与中国外交的智能化

虚拟外交在中国得到重视始自 90 年代中后期 , 是互联网普及过程中的产

物。在信息时代 , 通过信息传播科技的使用 , 驻在不同地方的外交人员可以相

互将其专才结合组成虚拟外交工作团队 , 藉由遍布世界的网络连结一同处理

正 在发 生的国 际议 题 , 而 不必将 所有 的人 马都集 合在 事件 发生地 , 从而 构 成

一个包含众多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的统一网络和虚拟团队 , 集

中集体智慧处理同一问题。除此之外 , 还可以借助信息传播技术开展面向所

有外交官员的网络培训、设立外交事务电子档案、开发对外事务管理系统、开

展外交 事务 计算 机模拟 演练 、建立 对外行 政模 拟仿 真系统 等等 , 全面 推 动 中

国外交运行的虚拟化和智能化进程 , 以适应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正是从这

个 意义 上来说 , 信息 时代 对中国 外交 的冲 击是总 体性 的 , 甚 至有可 能带 来 外

交形态的全面转型。

( 摘自《国际观察》200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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