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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大国关系格局是当代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大国关系，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大国关系相关理论，方向

明确地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面对大国关系中反霸和护霸力量之间的根

本原则分歧和重大斗争，中国积极发挥历史主动，提高责任意识，努力

构建总体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并坚持以多边主义推进大国关系体制机

制建设。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擘划和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的

理念和实践，正以其先进性、可行性和示范性为国际社会提供新的思考、

方向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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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1] 只要人类社

会还需要国家的存在，大国和大国关系格局就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大

势和发展趋势。因此，习近平外交思想在论及和应对国际关系这一重大课题时，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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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总结大国关系格局的特点，把握其发展规律，并因势利导地构建大国

关系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国关系格局的理念创新和理论总结，首先来自当代

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和砥砺前行的大国关系实践。他在总结中国外交实践时

深刻地指出：“在实践中，我们积累了有益经验和深刻体会，对外工作要坚

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战略自信和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推进外交理

论和实践创新，坚持战略谋划和全球布局，坚持捍卫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

坚持合作共赢和义利相兼，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1] 同样，习近平总

书记在大国关系上亲力亲为，积极有效地处理新形势下的大国关系，努力提

高发展中大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和践行大国在全球治理及其

体系改革中的责任和担当等，从而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导者、实践者和引

领者。

习近平外交思想及其关于大国关系格局的理念具有站位高、立意深、视

野远的时代特点。面对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的哲学和睿智，解答了人类社会来自、处于和走向何处的时代之问、世

界之问、人民之问，提出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的方向、原则、战略、路径和

政策等。环顾当今世界，中国关于大国关系的理念和实践，显然远在那些民

粹主义、选举驱动和地缘博弈思维之上，正以其先进性、可行性和示范性为

国际社会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和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和应对大国关系时一贯强调“问题导向”。他指出：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我们要增

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自然，大国关系格局是“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26-4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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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需要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研究其基本动因、

内在规律、主要议题、规范原则、理念理论和发展方向等。与此同时，还要研究、

剖析和应对典型案例，如中美关系、发展中大国崛起、大国和中小国家关系

等问题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大国关系的论述具有非常重要的

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一是指出了大国关系与整体国际关系同频共振。习近

平总书记总是把大国关系置于更大的历史框架和时代使命之中，强调潮流、

时势、责任、使命和担当等。不言而喻，大国关系虽然是整体国际关系极其

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两者毕竟还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大国关系的发展只有

在体现整体国际关系方向时，才能成为时代的主流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二

是处理大国关系言利但也要讲义。中国并不讳言国家外交主要服务于国家利

益，“坚持国家利益为重、国内政治优先”[1]。中国外交坚持物质本原论，

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着力提升国内民生福祉，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在世界范

围内做大和分好“蛋糕”。三是在国际上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习近平总书

记倡导和弘扬基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2] 摒弃美国独尊、西方优越、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以邻为壑和丛林

法则等过时和错误的言行。四是有目标但分步骤地解决大国关系的主要和重

要问题。中国强调要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大方向和大目标的同时，根据需要

和可能解决当前问题，并为解决长期或未来的问题做好准备。五是差异化和

错位发展大国关系。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艰苦

努力和分步推进。中国根据各类大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阶段性目标，有

的是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有的是防止失控和对立对抗，创造各种条件使大国

关系最终走上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道。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

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日，

第 1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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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习近平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我们认识和分析全球事

务和国际问题的理论指南和根本遵循。同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国关系的

重要论述和分析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抓住大国关系的实质，在观察、

认识、分析和处理大国关系时，推动大国关系新格局朝着更加有利于世界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关于大国关系的

战略思维和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大国关系，亲自指导中国与各

类大国的外交外事工作，不忘初心地坚持根本原则，与时俱进地更新和创新

理论，方向明确地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

（一）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大国关系理念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伴随综合国力持续大幅上升，中国在大国关系

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大国

关系”在新形势和新语境下，又有了新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不失时机地提

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理念，他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

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

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 而且，中国以大

国的身份认识和处理包括大国关系在内的对外关系，强调中国的大国责任和

大国担当。

中国还根据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的态势，对当代大国进行了重新定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二十国集团成员都是世界和地区大国，应该体现大国

担当，发挥表率作用，为各国谋发展，为人类谋福祉，为世界谋进步。”[2]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19 页。

[2]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

2022 年 11 月 16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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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需指出的是，中国在界定大国关系时一再强调发展中大国的国际地位和作

用，要求增加其代表性和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以金砖

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

界版图。”“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

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

和发言权。”[1] 中国明确和强调发展中大国乃是当代大国的这一坚定立场，

客观反映了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事实，批驳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守旧和

排外的“大国观”，增加了当代大国中的新生和积极因素，同时也为构建大

国关系新格局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和铺垫。

（二）着力当代又着眼未来的大国关系原则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巨变，大国关系面临重大变化和格局性过渡，需

要确立和维护与之相适应的原则。值此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刻，美国及其一

些盟友倒行逆施，坚持冷战思维，重弹政治对立和军事对抗的老调，试图以

其制定的原则和规则“规范”当代国际关系，并维护其一己私利。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坚持历来行之有效的原则基础上，又提

出了不少新的原则。在总的原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国际上的

事大家商量着办”[2]，“国际上的事需要大家心平气和商量着办”[3]。在大

国关系的原则方面，他引领性地强调：“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

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4] 习近平总书记还针

对各类大国应负的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分别提出了以下原则。

中国和俄罗斯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

[1]　习近平：《深化团结合作 应对风险挑战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 2023 年金砖国

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23 年 8 月 23 日，第 2版。

[2]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 9月 22日，

第 2版。

[3]　《习近平同法国德国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人民日报》2021年 7月 6日，第1版。

[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

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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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愿同俄方以及全世界所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进步力量一道，反对

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坚定捍卫两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和国际公平正义。”[1]

中国寻求中美长期和正确的相处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关系

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2] 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

时期，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就是正确之道的基本原则。

中国希望与欧洲共同维护多极世界和多边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

欧都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可以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合力应对挑战，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双方要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等努力，加强各自优质公

共产品和合作平台的对接协作。”[3]

中国正在与发展中大国共同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例如，习近平指出：“中

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代表，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4] 又如，“中巴（西）是具

有全球影响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互为全面战略伙伴，拥有广

泛的共同利益，担负着共同的发展责任。”[5] 中国和发展中大国共同努力，

力避分裂对抗之危，共创团结合作之机，勇立时代潮头，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大国关系原则的交汇和交锋

在当前动荡变革时期，大国的数量和种类都在增加，它们的内外背景以

及世界观和国际体系观不尽相同，各自处理大国关系的原则存在差异，致使

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之间难以形成共识，增加了大国关系的复杂性。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人民日报》2022年12月31日，第1版。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人民日报》2021年 11月 17日，第1版。

[3]　《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日，第2版。

[4]　《习近平同印尼总统佐科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22 年 11 月 17 日，第 1版。

[5]　《习近平致函祝贺卢拉就任巴西总统》，《人民日报》2023 年 1 月 3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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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美国及其紧随者英国和日本等在世界观和大国关系原则上的认知

具有一致性和趋同性。拜登政府 2022 年 10 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认为，美国正步入对其和世界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十年，在此期间，

美国面临主要大国竞相塑造新世界秩序及严峻的跨国问题两大挑战。为此，

美国要做的就是建立强大、广泛的国际联盟，与共享价值观的国家一起对抗

那些提供“阴暗愿景”的大国，阻止它们威胁美国的利益，保持美国领导全

球的地位。[1] 

英国苏纳克政府 2023 年 3 月发布的《综合评估更新 2023》同样认为，

世界在未来十年面临全球权力分布的变化、国家间针对国际秩序性质的系统

性竞争、迅猛的技术变革、不断加剧的跨国挑战等四大挑战。对此，英国提出，

应对挑战的最优先事项是与共享价值观的民主盟友进行合作，借助“七国集团”

和“五眼联盟”等机制优先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印太地区加强与志同道合

伙伴的紧密协调。[2] 

日本岸田政府在 2023 年 4 月发布的《外交蓝皮书》中指出，国际社会

正处于历史性的转折时期，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崛起，

改变了国际社会的权力平衡，导致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作为应对，日本需要

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强化与共享价值观的伙伴的合作。[3] 

第二，法国、德国等欧洲地区大国群体虽然与美国同属西方，但在世界

观及处理大国关系原则上有异于美国，主张在大国竞争和地缘冲突风险上升

背景下追求欧洲的“战略自主”并推动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
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
pdf.

[2]　“Integrated Review Refresh 2023: Responding to a More Contested and Volatile 
World,” March 2023,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
attachment_data/file/1145586/11857435_NS_IR_Refresh_2023_Supply_AllPages_Revision_7_
WEB_PDF.pdf.

[3]　日本外务省：《令和 5年版外交青書》，2023 年 5 月４日，https://www.mofa.go.jp/
mofaj/gaiko/bluebook/2023/pdf/pdfs/1_2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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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近年来接连发布多份外交、安全、防务等领域的战略报告，将欧盟

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从曾经的“规范性力量”转为“地缘政治力量”，并进一

步加强自主能力的建设。这些报告强调，俄罗斯“挑战多边主义基础和以规

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损害欧洲和全球安全与稳定”；视美国为战略伙

伴并接受美国对欧洲安全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强调应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

不盲目追随美国政策。[1] 在对华立场上，欧盟仍旧延续“制度对手、经济竞

争者和多边合作伙伴”的三分法定位。[2] 

法国马克龙政府 2022 年 11 月发布的《国家战略评估》报告阐述了对中、

美、俄三个世界主要大国的立场和政策。在对华关系上，法国的认知呈现复

杂性和矛盾性。一方面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强调通过“去风险”政策

降低对华依赖，并在非洲和近东及中东地区平衡中国影响力。另一方面，法

国认可与中国在多个领域和议题上开展合作的必要性和意义。在对美关系上，

报告承认美国再次成为欧洲安全的主要提供方，但指出美国的战略重心已转

向中国，这导致其他地区的力量对比出现了不符合法国战略利益的变化。在

对俄关系上，法国将俄罗斯的军事扩张视为未来数十年的重大威胁，并指责

俄罗斯在强权逻辑和帝国野心影响下与欧洲在各个领域发生对抗。[3]

德国朔尔茨政府 2023 年 6 月发布该国在战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全面阐述了自身战略目标与安全外交政策。该份文件显示，乌克兰危

机的爆发对德国的世界观和安全观产生了强烈冲击。在论及大国关系时，报

[1]　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Strategic Foresight Report: Sustainability and Wellbeing at 
the Heart of Europe’s Open Strategic Autonomy,” July 6, 2023, https://commission.europa.eu/system/
files/2023-07/SFR-23-beautified-version_en_0.pdf; European Council, “A Strategic Compass for 
Security and Defence,” March 24, 202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strategic-compass-security-
and-defence-0_en; Clothilde Goujard, “Charles Michel: Europe Warming Up to Macron’s ‘Strategic 
Autonomy’ Push Away from US,” Politico, April 11, 2023,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
warming-up-to-macrons-strategic-autonomy-push-says-charles-michel/.

[2]　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Strategic Foresight Report: Sustainability and Wellbeing at 
the Heart of Europe’s Open Strategic Autonomy.”

[3]　Secrétariat général de la défense et de la sécurité nationale, “Revue nationale stratégique 
2022,” novembre 2022, https://medias.vie-publique.fr/data_storage_s3/rapport/pdf/28716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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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沿用了欧盟对华定位，在强调德国对华政策应保持平衡的同时，指出两国

关系中“竞争和对抗的因素在上升”。在对美问题上，德国将深化跨大西洋

联盟关系视为自身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石之一，并称美国是德国安全的核心

保障。而俄罗斯则被认为正有目的地试图破坏欧洲民主社会的稳定，削弱欧

盟和北约，是“可预见时间内欧洲和大西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1]

第三，发展中大国群体在历史上普遍遭受列强侵略和殖民而陷入落后状

态，为此极为重视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权益，在希望维持大国关系稳定的同

时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印度莫迪政府将自身定位为“西南方大国”，一方面追求巩固战略自主

地位，另一方面与美西方进行议题式战略合作。在大国外交层面，印度在美

俄间进行战略对冲，同时加强与美俄的战略安全关系。俄乌冲突以来，印度

总体选择中立立场以维护其战略自主性，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与以金砖

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新型国际机制间争取左右逢源。

印度尼西亚提出建设“集体的全球领导力”以应对全球挑战，推动全球

多边体制改革，主张发挥东盟在东南亚区域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并在东盟框

架内加强与其他大国的合作。[2] 印度尼西亚寻求在大国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

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它与中国积极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快在基

础设施、卫生健康、海洋研究等领域合作。[3] 同时，印度尼西亚也主张与美

国建立“可持续和稳固的”伙伴关系。

巴西在外交传统上具有全球性和自主性的特征。卢拉政府上台后维持与

[1]　“Wehrhaft. Resilient. Nachhaltig. Integrierte Sicherheit für Deutschland. Nationale 
Sicherheitsstrategie,” Bundesregierung, 2023, https://www.nationalesicherheitsstrategie.de/.

[2]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At the United Nations, Foreign 
Minister Brings the Spirit of Bandung, Raises Global Trust and Solidarity,” September 24, 2023, 
https://kemlu.go.id/portal/en/read/5300/berita/at-the-united-nations-foreign-minister-brings-the-spirit-
of-bandung-raises-global-trust-and-solidarity.

[3]　“Joint Stat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vember 16, 2022, https://kemlu.go.id/portal/en/read/4169/pidato/joint-statement-between-the-
republic-of-indonesia-and-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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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良好关系，但强调双边关系是平等和互惠的，追求战略自主性的一面

更加突出。针对乌克兰危机，卢拉公开批评北约不断对俄罗斯加压的做法，

并指责拜登政府一直在“煽动战争”。[1] 卢拉政府还加大对域外大国的外交

力度，提升与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大国及欧盟战略合作的地位，以对冲美

国对巴西构成的战略压力。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我们看清大国关系的本质

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许多矛盾趋向尖锐化，全球挑战更加纷繁

复杂，国际关系中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可知因素急剧上升。有鉴于此，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

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

迷失方向、舍本逐末。”[2]

（一）大国关系中反霸和护霸斗争的新背景和新重点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主要大国在国际和地区性机制、全

球重大议题、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合作有所加强，为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国际恐

怖主义、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落实联合国发展议程等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

历史总是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互动中前进。例如，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后大

肆推行地缘博弈和大国对抗的战略和政策。

当前，世界大国关系中的两重性和两面性相当突出。一方面，世界多极

化进程和国际主要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中国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大国，是这一历史潮流的中流砥柱和先锋骨干，

正在努力构建和推进代表时代进步的大国关系。但是，当代大国并非由中国

[1]　“Brazil’s Lula Meets Ukraine’s Zelenskiy, Discusses Peace,” Reuters, September 
20,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brazils-lula-meet-ukraines-zelenskiy-after-biden-get-
together-2023-09-20/.

[2]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

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 年 6 月 24 日，第 1版。



11

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

一国组成，大国关系应当而且只能在“应然”和“实然”中取得平衡，并逐

步推进。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寻敌联盟达到继续主导

大国关系和全球事务的目的，继续维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所谓优势，为此全

力打压和围堵中国。    

（二）反霸和护霸思想与行为的原则分歧和重大斗争

美国和发展中大国的矛盾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和最本质的在于对

历史进步和时代趋势的认知和行为分歧。

第一，发展中大国的兴起为大国关系注入了时代进步意义。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

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

变化。”[1] 世界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性，正在纠正 500

年以来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造成的历史不公。而且，世界力量对比的逆转已

经体现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体制机制变革上，从二十国集团的升级、金

砖国家机制的扩容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诞生，

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迈向更加公正合理的趋势不可逆转。在世界的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双重变化的作用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掌控世界事务的能力日益

式微，为此充满了旧时贵族的失落感，也产生了大权旁落的焦虑感。

第二，发展中大国和美国具有多重性和多层次的分歧，需要区别对待。

发展中大国和美国在世界政治议题上的主要分歧在于参与度、代表性和话语

权等方面。多数发展中大国要求更多地参与国际问题的决策，增加其在相关

机制中的代表性，提高它们在重大问题上的话语权。2023年8月，习近平在“金

砖 +”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

表性和发言权，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好发展。[2] 美国则推行霸权主义和强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

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 年 10 月 13 日，第 1版。

[2]　《习近平在“金砖 +”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全文）》，中国政府网，2023 年 8

月 24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8/content_68999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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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政治，声称要继续领导世界，企图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塑造其他

国家和世界秩序。

发展中大国和美国在全球发展议题上的主要分歧在于全面性、公正性和

合作性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共享发

展是建设美好世界的重要路径。”[1] 经济科技发展是提升大国关系正能量和

削弱负能量的主要杠杆和途径。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发展议题政治化、

边缘化，搞“小院高墙”和极限制裁，人为制造分裂和对抗，以此阻止或延

缓发展中大国的迅速崛起。

发展中大国和美国在国际安全议题上的主要分歧在于安全观和军事手段

的作用等方面。主要发展中大国倡导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地缘政治热点和

难点，主张普遍、综合、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美国等则泛化安全，突出军事，

推行代理人战争，实施以盟友为体系、以实力为地位的西方强权安全观。事

实上，穷兵黩武的美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战乱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策源地。

发展中大国和美国在全球治理议题上的主要分歧在于建章立制和规范规

则等方面。近些年来，全球治理的规则和制度在相当程度上遭到破坏，甚至

变成美国的竞争工具，其“西方化”甚至“武器化”倾向更加显著。为此，

发展中大国强烈要求改变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构建普惠的全球治理体

系和国际经济金融架构。规则、规范、机制和体制是实现全球治理有效性的

重要保障，对其改革具有深层次和长远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维护

联合国的权威，“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2]。为此，中国秉

持公正合理的原则，努力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

和利益，争取在全球治理新规则的制定中把握更多更大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1]　《习近平向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首届高级别会议致贺信》，《人民日报》2023 年

7 月 11 日，第 1版。

[2]　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中国政府网，2021年 1月 25日，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5852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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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大的中小发展中国家在大国关系中的新作用

世界上的大国是少数，更多的是中小国家，这其中又以发展中国家居多。

在全球化、区域化、信息化、社会化等新环境下，中小发展中国家在大国关

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成为必须考虑的因素。

中小发展中国家增强了在大国关系问题上的主动性。它们在很多问题上

不再被动地接受某些大国的支配，而是根据问题的是非曲直作出自己的判断。

例如，匈牙利在北约和欧盟中坚持其对华对俄的自主立场；新加坡在中美之

间坚持不站队不选边；为寻求摆脱美元霸权，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巴西、阿

根廷、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纷纷采取“去美元化”措施。凡此种种，在相当

程度上制约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图谋的“地缘博弈”“集团对抗”“美元霸权”等。

中小发展中国家发挥群体性作用。近些年来，各种形式的组织机制不断

涌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由中小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国际组织积极开展

机制性合作，实现了中国与所有发展中地区的对话合作机制，深化了中国—

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召开了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2022 年 12 月）

和中国—中亚峰会（2023 年 5 月）。中国和中小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合作为

大国关系注入了正能量和新动力，促进了国际体系朝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小发展中国家不断对美西方政策理念提出质疑。对此，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在 2023 年 1 月访美期间表示，如果西方被全球南方抛弃，将会沦为少数

派，不利于解决政策性问题。[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 2023 年

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时指出，在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北非，当然还有亚洲，

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技术、军事和意识形态上都

存在可以替代西方的可靠选项。[2]

[1]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s Decisions at History’s Turning Point,” 
January 13, 2023,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446121.pdf.

[2]　《欧盟首席外交官：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找西方替代者》，参考消息网，2023 年 9 月 

30 日，https://www.cankaoxiaoxi.com/#/detailsPage/%20/dc92241c0675482d878dbeeef77bb000/1/ 
2023-09-30%2019:27?childrenAlias=un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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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努力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战略思维，亲自设计和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效应对挑战和困难，积极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

（一）发挥历史主动和建设大国关系新格局

中国今天正处在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历史新阶段，

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建设符合时代潮流的大国关系新格局作出重要贡献。

在大国关系格局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更

要改造世界。他指出：“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对人类发展在十字路口

何去何从的抉择，各国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积极做行动派、不

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1] 当前国际形势中

的挑战不断增加。在美国的挑动下，大国关系中冷战思维抬头、集团对抗回潮、

地缘博弈加剧，甚至发生了北约支持下的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对抗。

为此，中国力推的大国关系新格局旨在实现大国之间和平共处、总体稳定、

均衡发展。格局决定秩序和体系，建设性和稳定性的大国关系格局有利于当

前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并在力量对比、体系机制、

思想理论等方面保障“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二）在大国关系新格局中固本培元和扶正祛邪

中国在大国关系上主要做的是加法，其构建大国关系新格局的大体思路

也是如此。

第一，主动承担时代使命。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的三个报告彰

显了中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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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

国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

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

系框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

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由此可见，中国使命担当

的战略目标和原则方向不断完善，体现了时代性和可行性，充满着建设性和

正能量，因而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认同和支持。 

第二，中国努力构建总体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更加成熟坚韧，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建设

稳步推进，为中美关系指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方向。[1]

党的二十大以后，中国和许多大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2022 年 11 月，

德国总理朔尔茨就任后首次访华，是中共二十大召开后首位访华的欧洲领导

人。他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谈时指出，世界需要一个多极化的格局，新兴国家

的作用和影响值得重视，德方反对搞阵营对抗，政治家有必要为此负起责

任。[2]2023 年 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华时表示，法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

主张欧洲战略自主，反对搞对立分裂，反对搞阵营对抗；法国不会选边站队，

而是主张团结合作，大国关系保持稳定。[3] 巴西总统卢拉在访华时强调，巴

西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战略高度致力于同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关

系。[4] 来华出席第 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并访华的印度尼西亚总

统佐科向习近平主席表示，要“进一步促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并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是

开放包容的，印尼积极支持”。[5]

[1]　王毅：《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民日报》2022 年 11 月 8日，第 6版。

[2]　《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人民日报》2022 年 11 月 5 日，第 1版。

[3]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23 年 4 月 7 日，第 1版。

[4]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23 年 4 月 15 日，第 1版。

[5]　《习近平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人民日报》2023 年 7 月 28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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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坚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当前，面对多重挑战和困难，中国在

大国关系中越发需要坚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其一，坚决维护国家的核心

利益。“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习

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

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苦果。”[1] 其二，敢于反制从而使制裁者不再为所欲为。中国针

对美国、英国等在台湾问题上一再挑战中方底线的行径，对有关机构和人员

进行制裁，显示了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决心和能力。其三，

善于斗争。中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正是敢于斗争才维护了国家核心利益和

国家尊严，正是善于斗争才不断赢得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斗争是一

门艺术，要善于斗争。”[2] 在大国关系方面，中国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斗

争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寻求各国的最大公

约数，积小胜为大胜，积小变为大变，化危机为转机，在变局中创新局。

（三）以多边主义推进大国关系的体制机制建设

大国关系千头万绪，双边和多边问题不可胜数。但是，加强多边主义的

体制机制建设能达到提纲挈领和纲举目张的成效。

第一，坚持以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和变革。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

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

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3]

[1]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版，第 23 页。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59 页。

[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

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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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强具体组织机制的建设。在全球层面，中国推动世界贸易组织、

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

作机制影响力，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

言权。中国坚持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安全合作，积极参与

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周边和地区层面，将大国关系和小多边结合。中国—东

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澜湄合作等次区域合作加速发展，《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生效，中亚成为我国周边首个战略伙伴集群。在双边

层面，中国不断深化伙伴关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已

同 182 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不同形式的伙

伴关系。例如，2023年9月，中国与贝宁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同月，中国与委内瑞拉宣布建立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等等。

第三，提出引领世界发展方向的全球倡议。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重要国

际场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

道努力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1]

四、结语

展望未来，动荡变革期的世界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抓住

和用好时代赋予的各种机遇，有效应对必将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导致的

重大挑战。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而言，我们要进一步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

重要论述、思想理论和政策落到实处，从而促进各类大国走上和平发展的正道，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

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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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行天下之大道”。

习近平外交思想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华，将继续指导我们发

展和增强综合国力，客观认识国情和世情的现状和趋势，把握世界发展规律

和阶段任务，科学地确立中国的战略方位和战略任务，在理想和可能中取得

综合平衡，在应对挑战和克服困难中实现当代大国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运筹和推进新型大国关系时还特别强调辩证思维和两手

准备。为此，我们既要有时与势在中国一边的定力、底气、决心和信心，还

要看到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任重道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1] 建设

新型大国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

参与和全面实践。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大国，中国理应在增强实践自

觉中提高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以其不断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推动建设一

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责任编辑：肖莹莹】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

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