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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和平发展——《2006中国国际地位报告》读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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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代末中国经济水分论、崩溃论，到21世纪初中

国经济瞒报论，西方国家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个

世纪末西方的关注主要是怀疑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新世纪

则转变为对中国发展真实意图的担忧。如西方担忧中国经济

总量已经是世界第四，但由此带来的贸易摩擦、能源安全、

国际投资、外汇升值问题等在国际上争执不断，中国能否承

担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近一段时间，这种担忧上

升到中国发展是否会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上，也就是担忧中

国在处理大国关系、地区安全、非传统安全、联合国改革和

台海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否会与现有的国际体系形成冲突？

由于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缺乏清晰认识，西方在分享中国经

济发展的蛋糕的同时，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或多或少的忧虑，

甚而在逐步收紧围堵中国之网。对这些问题，中国必须清楚

表明自己的立场，否则会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国际空间。 

 

世界许多智库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重大的理论与战略问

题，中国的研究机构则分外重视。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幼文、

黄仁伟等学者的新著《2006中国国际地位报告》（人民出版

社2006年5月版）从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和平发展的互动关

系角度进行了尝试。 

 

通读整个《报告》，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报告》对国

际体系与中国和平发展关系的分析：中国的和平发展给世界

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体现了发展的世界意义；当代国际体

系正在转型，中国将利用这个机会拓宽中国的有效战略时

空；当前中国的战略主要是融入和完善国际经济体系，并参

与推进国际体系转型；中国作为有影响的地区大国，正在承

担与自己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总之，中国的现实条件促使

我们只会选择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实现和平发展，而不会去

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以这些基本判断为主线，《报告》从

2005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发展战略、国际投资、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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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等方面论述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机遇；从中国与

东盟关系、“朝核”六方会谈、上海合作组织及中亚关系等

方面澄清中国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的立场；从中美、中欧、中

日关系以及联合国改革等方面定位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建设的

角色，从中国在反恐、印度洋海啸、禽流感、能源等非传统

安全方面阐明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报告》客观阐述了中

国发展、与国际体系关系以及国际地位上升的互动过程，其

全面而系统的分析消解了西方对中国发展进程的担忧。本文

将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报告》进行评介。  
   一、 

中国和平发展的世界意义 

 
《报告》用大量篇幅阐明了中国和平发展的世界意义，

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实现了共赢。2005年，中国在参与

全球经济中实现了9.9%的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

20%的贡献。《报告》认为，中国对外开放不仅使中国获得

了发展的机遇，也使外资分享了中国不断壮大的市场和巨额

的利润。《报告》论证了中国不只是廉价产品的有力竞争

者，她的高速增长为世界资本提供了分享成果的机会，为世

界产品提供了购买力不断提高的市场，从过去的日用品市

场、玩具市场、纺织品市场，到今天的并购市场、石油原材

料市场，中国的出现改变了世界市场结构。来自中国的需求

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驱动器，中国成长的效应惠及世界

各国，联合国贸发会议将中国和美国并称为世界经济两大火

车头便是一个明证。 

 

《报告》认为，“如果说‘中国制造’只是关于中国参

与世界经济方式的话，那么‘中国因素’、‘中国效应’则

是关于中国对世界经济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且深刻地改变

着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这种方式的改变既包括要素和产

品的流向变化也包括世界经济活动规则制定者的变化。《报

告》进而强调，中国是遵守国际规则的典范：2005年中国企

业迈出国门并购世界企业，不仅是中国企业经济实力的强

大，更是中国企业愿意遵守国际行为规则的体现；在频繁出

现的贸易摩擦中，中国全面遵守WTO规则与美国和欧盟在纺

织品方面最终达成了协议，不仅有力地维护了自身权益，又

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表明，

坚持渐进式、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恰恰是在维护国际体系，

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报告》总结道，“在发

达国家过去有人担心中国将挑战全球化经济体系，但现在却

一再发现中国是这个体系的积极参与者与建设者”。 

  
二、     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发展机遇 

 



《报告》从战略高度，通过对2005年中国一系列外交活

动的分析，考察了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以及中国发展的

机遇。《报告》认为，当代国际体系转型对中国和平发展是

一个难得的机遇，中国应当利用好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各种有

利条件。 

 

综观世界，所谓国际体系转型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

展的大背景下，各国特别是现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处在

适应性调整之中，全球化下国际体系的主体、性质、规则及

其运作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大国关系也将展示全新的面

貌。 

 

在中美关系方面，《报告》指出中国与美国经济是相互

依存关系，相互提供更多更广泛的机遇。认为中国的和平发

展不必也不会挑战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发展空间，在非传统安

全、亚太安全等关键领域，中美之间存在较多的共同利益。

最近，胡锦涛主席在访美期间明确指出，中美两国关系不仅

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更是“建设性合作关系”。

《报告》认为这一定位更加表明中国发展的目标不是挑战现

行的国际体系，而只在其转型中寻找发展机遇。 

 

在中欧关系方面，《报告》认为欧盟对华战略的调整与

中国的积极回应，有力推动了双方的政治对话和经贸合作。

2005年双边经贸关系出现历史性的突破，中欧峰会立足于双

边共同的实际利益，稳步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以互

利共赢为目标，采取务实和协商方式，妥善解决了纺织品争

端。在双方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上加强合作，共同促进国际

体系转型。 

 

在中日关系上，《报告》认为，由于日本在历史问题、

靖国神社、领土和海洋权等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和行为，中日

关系出现了严重的“政冷经热”的结构性矛盾。《报告》指

出日本对国际体系的基本认识仍然停留在“盟国”、“实

力”、“对抗”等陈旧思维上，这对亚洲地区合作机制建设

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中国以“共同利益”和“新安全

观”等国际关系新观念认识并参与国际体系转型，坚持原则

性域灵活性相结合，有利于推进中日关系的改善和东亚地区

合作机制建设。 

 

除了大国关系外，《报告》也客观分析了中国与发展中

国家的关系，指出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改革上强调的解决

发展问题与大国责任，获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评价，

是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正面反馈。另外，《报告》认为中国的

和平发展必须处理好与新兴大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



国一起合称为“金砖四国”，BRICS）的关系，一起承担新

兴大国应有的世界性责任。《报告》认为，中国应该加强与

新兴大国广泛合作，共同促进国际体系的转型，并推动“金

砖四国”的和平崛起。总之，《报告》认为尽一切可能争取

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环境，通过和平发展

逐步促进国际体系的平稳转型。 

  
三、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建设的主要机制 

 
《报告》认为，根据中国的现实条件，中国未来15年左

右参与国际体系建设主要是致力于经济领域。当前，中国主

要是通过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进而影响世界经济体系的

运行。中国通过连续多年居于世界前列的引资额促进了本国

经济的发展，降低了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成本，也改变了世

界的生产布局和贸易流向，激活了世界大规模的要素流动，

为世界经济作出重要的贡献。具体说就是，由于中国的和平

发展发挥了巨大的要素集聚能力，汇聚了全球包括外资、技

术在内的生产要素，提高了国内外闲置要素的开发，增加了

财富的创造，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也向全球提供了更多的市

场和机遇，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共赢。因此《报告》认为要

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核心问题是提升中国的“要

素集聚能力”。 

 

《报告》认为，中国将通过经济领域的融合进而参与国

际体系建设。未来，中国将逐步从出口大国走向进出口均衡

发展，从而影响以至改变世界市场的供求结构和价格体系。

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将改变世界货币的储

备体系和币种结构。中国着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将提高

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以推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出现。

《报告》认为国际经济体系的上述变化过程，都可能伴随着

不同程度的摩擦和危机，这就需要中国与主要经济体之间建

立高层次的政策协调机制、危机预警和管理机制、利益分配

和共享机制等，这本身就是新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

而且也是国际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报告》指出，中国内部制度建设与国际体系转型是互

动的，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取得成功的前提。中国在融入世

界市场的过程中，将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建设并完善市场资源

配置体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法律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推

动中国体制改革的进程。由于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中国的内部制度建设也具有长期性，二者将在互相协

调、互相适应中发展。 

  
四、     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责任 



 
在对经济和政治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报告》认为，

“大而不强、结构失衡、影响不足”仍然是中国综合国家力

量的基本特征。因此将中国定位为“在亚洲地区事务中开始

发挥作用的发展中大国”，同时批驳了一些不切实际地拔高

中国实力的论点。认为中国在亚洲地区事务中发挥作用，正

是融入国际体系、承担大国责任的重要体现。《报告》充分

肯定了2005年中国在外交领域发挥的一系列建设性作用，包

括在“反恐”、印度洋海啸、南亚地震、禽流感等非传统安

全上加强与国际合作和承担国际责任。 

 

《报告》指出，中国2005年继续利用多边机制经营周

边，贯彻富邻、睦邻、友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获得重要

进展。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中与中亚各国加强能源以及边界

安全的合作，与各成员国共同维护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10＋3”框架下展开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和市场一体

化进程；在“朝核六方会谈”机制下加强东北亚安全合作并

推动其机制化和长效化。这三大机制都是中国成为现有国际

秩序的积极参与者与维护者的重要体现，是促进本地区发展

共赢和共同安全的基本保证。《报告》用“东缓西和，南接

北联”来勾画中国周边的整体态势。“东缓”是指“朝核”

和台海局势得到控制和缓和，“西和”是指中国西部的总体

环境和平，“南接”是指与东盟成员在整体上更加接近、在

体制机制上更加接轨，“北联”是指我国与俄罗斯的战略默

契、战略联合有所推进。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中国发挥亚洲大

国作用、融入国际体系的重要体现。 

 

但是《报告》也清醒地看到这种转型对中国不利的一

面，中国的周边环境还有趋紧的倾向。《报告》指出东部日

美军事同盟以及东海资源争端、台湾问题等导致“缓中有

紧”，中亚的颜色革命导致该地区错综复杂可能出现“和中

有变”，与东盟合作始终处于松散状态以及南海问题形成了

“接而不连”，与俄罗斯的战略协同仍缺乏深度而“联而不

合”。这表明中国还需要继续加强与国际体系的合作，为自

己的和平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本书是作者自2003年以来的第四本年度报告。前三年报

告的主题是“全面融入”、“和平发展”和“北京共识”，

都是侧重中国自身的角度描述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轨迹。今

年的《报告》则从“国际体系转型”出发对中国的国际地位

进行定位，明确指出中国在2020前的的战略目标是“必须尽

一切可能争取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体系，

逐步实现国际秩序的相对公正性和合理性，从而为中国实现

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个定位将比以



往更加客观地反映中国综合实力提升的过程，也有力地挤压

了“中国威胁论”的生存空间。 

 

与以往的年度报告相比，本报告还新增了大事记内容，

对每个专题都以大事记的形式记录了事件的整个过程，以便

使读者更清晰地看到该事件发展的脉络，增强报告资料的完

整性，也使本书“记录国家强盛轨迹”的初衷更好地得以体

现。值得读者认真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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