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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争取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

全面参与国际组织与发展多边外交，为维护和改善外部发展环

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在新中国建立的这 70 多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超

百万亿元的 GDP，展示着这个国家的发展实力。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以及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成就，

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越来越重，中国外交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2010 年 10 月 12 日，中国外交部启动新的新闻发布厅，从此，

外交部发言人便开始为人们所熟知，成了人们常说的“外交天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

传统理念赋予了更加鲜明的时代精神，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历史新高度，为解决人类

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

在 3 月的这次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上，中国一改往常隐忍的

态度，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

利益，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可以预料，今后世界将要面对

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类似阿拉斯加的冲突场面可能还会上演。

“国家有实力的时候，在外交上就会有更大的空间，因为

杠杆多，言辞和行为相对就可能更激烈，更具主动性。在这个

问题上，霸权国‘任性’的所作所为最为典型。”杨成分析道，

“美国为什么会在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的时候还经常这么做？

背后的逻辑实际上就是简单地有实力就可以‘任性’。回头看，

美国单边主义最盛行的阶段差不多是小布什执政时期。当时美

国各界的主流观点是世界进入了美国主导的‘单极时刻’，因

而美国已经是当代的‘新罗马帝国’是‘仁慈霸权’。一个鲜

明的对比是，当下的拜登政府就不会轻易地搞单边主义，甚至

连‘战略忍耐’都提出来了。从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

活动看，美国现在把自己的地位摆得很低，反复强调要和盟国

商量着办，这不仅是民主党传统的国际主义路线的回归，同时

也是美国实力走下坡路的重要标志。”这充分说明，具体的国

力和大势发生变化后，外交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杨成提醒，在特殊的时期，中国需要来展示与以往不同的

外交态度，要赢得世界的平等对待，“硬刚”可以作为一个阶

段性的手段，“但从长远来看，中国要稳稳地站在世界舞台中央，

要完成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类共同进步，一定是要走跟美国

霸权主义不同的道路。在此意义上，中国传统里一直看重‘王

道’甚于‘霸道’，最高目标是要做到‘内圣外王’，这对当

代中国外交依然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中国作为一个始终致力于

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的全球性大国，

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和支持，成为引领全球治理大

转型的核心力量”。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道：“70 后、80 后、

90 后、00 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

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

平视外交，既不是刻意隐藏实力、隐忍退让，也不是已被

意识形态化或狭隘民族主义。如果说多极世界是 21 世纪的全球

发展的大趋势，那么多边外交机制就是“弱国有外交”的理想

平台。而作为当今世界的新型大国，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对

目前和今后的国际关系的规则制定做出重要贡献。

这就要求，中国不仅在遵守国际现行规则中做出表率，而

且在加强硬实力的同时，全面进行“软实力”建设，加强全球

治理人才的培养和供给。

“上海外国语大学具有深厚的红色基因和红色传统，曾经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外交外事外经贸人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上外更是确定了建设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

流外国语大学的办学愿景。用校党委书记姜峰和校长李岩松的

话来说，上外将据此培养更多的具有全球话语能力、能参与全

球治理、堪当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大任的外交等优秀高级人才。”

杨成表示。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深刻调整，

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但中国外交无惧风雨、破浪

前行。尤其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

将继续扬帆远航，不断谱写新篇章。

今年7月 26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天津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