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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这 40 年让中
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政
治、军事及科技等方面实力也飞速增长。由于中国拥有稳定而众多的人口，
以及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军事支出，因此经常被视为是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
作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并且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占有一席。 

1．未来中国不仅要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火车头,还要为保护人类的共同
资源做出更大贡献。 

过去,中国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方面所做的突出贡献有目共
睹。新的挑战需要中国扮演新的全球角色,这就是走出一条基于国情的可持续
发展道路。“一带一路”有助于推动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发展，
有助于推动形成新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富有创造性，有助于推进全球化和互联互通。”它体现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向全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主张，契合世界各国的长远利益和各国人民的普遍诉求，为全球治
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致力于在 2020 年前彻底消除贫困，这是中国“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重要一环。这个成就是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在这个阶段
当中实现过的，大家都钦佩中国在有限的时间所取得的减贫成就。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得以在一个动荡、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世界
实现稳定、可持续发展。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实现发展和减贫的成功经验。 

2．是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促进世界的和谐。 

随着中文热，孔子学院也逐渐流行起来。孔子学院，不同国家和文化沟
通的桥梁。语言交流是促进相互理解，团结协作的基础。孔子学院的建立促
进了汉语在国际上的普及，增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有利于
中国走向世界，也有利于世界更好了解中国”。 

中华文明本身就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特色,因此而丰富多彩。
中国人提倡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不主张相互隔绝、仇视或民族分裂,

更反对用暴力方式解决宗教、教派、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 

3．当前权力中心、财富中心和发展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坚持国际道
义原则,又避免不必要地卷入国际政治斗争的中心旋涡。 

在世界权力和财富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十分客观冷静地估计自身实力,

力戒虚浮之风,谨慎分析各种国际力量的消长;第一,中国将坚持不结盟的政策,

不搞大国集团政治;第二,中国将坚持全方位的开放政策与合作态势,不以意识
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来决定国家关系的远近亲疏;第三,中国要创建出一个以
自主创新和扩大内需为基点的、不过分依赖物质资源的新的现代化发展模
式。这样,在国际格局转换的过程中,中国的发展就能够成为一个可预测的稳
定因素。 

4．中国将扮演一个更为活跃的角色,即维护现存的合理秩序和国际准则,

改革不完善、不合理的旧规则,倡导并参与制订新的规则。 

ЦЗИ ШИКУНЬ 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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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中国对于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
序,经历了一个重新认识和逐渐适应的过程。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订,改良国
际政治经济秩序,将使中国近年来阐发的“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共同构筑和
谐世界”等理念,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落实。 

5.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中国对于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
秩序,经历了一个重新认识和逐渐适应的过程。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订,改良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使中国近年来阐发的“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共同构
筑和谐世界”等理念,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落实。 

21 世纪初最大的国际政治变化就是中国的持续崛起。中国已经从一个国
际社会中的边缘角色发展成为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中的显赫角色。随
着中国经济总量在 2010 年超过日本之后，中国越来越强调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中国的国际角色必然会受到中国世界观的
影响。“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发展银
行、丝绸之路基金等一系列国际公共产品的创制，都是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
之外寻求“增量发展”的重要实践。 

既然中国领导人已经确立了体系外创制的新秩序观，那么，这一体系外
创制和体系内改革是什么关系呢？对此，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作出了回
答，首先肯定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基本趋势，提出了“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
态势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会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
变，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以及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
变”的“五个不会改变”的主张。 

在中国秩序与世界秩序的关系上，中国领导人既强调中国秩序与世界秩
序的统一性，认为国际社会已经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应该“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也
强调中国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差异性。在具体问题上，“我们愿意借鉴人类一
切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从这一角度来看，中
国对参与现有国际秩序和完善中国国内秩序采取了并重立场，观察和规划改
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
国际国内两类规则。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的这一立场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中国也必然是世界中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力量，中国方案与西方方
案之间的交流、交融和交锋可能会进一步凸显，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所扮演的
建设性领导角色将越来越突出。 

中国在 2030 年的国际角色将呈现为体系内的建设性领导者角色。随着
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中国将把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视作是一项重要任务。但是，中国不可能挑战现有的国际政
治经济秩序，而是必须全面参与这一秩序，在全面参与中要发挥建设性领
导作用。 

在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过程中，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建设性的，中国
要为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贡献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国所发挥
的建设性作用不能把自己与现有的国际秩序人为对立起来，中国只有在积极
参与现有国际秩序中发挥建设性领导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实现渐进性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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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把提升道义感召力作为重要考虑，占领全球道义外交高地，才能把中国
建设成为令世界尊重的道义大国，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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