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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理论创新
钟飞腾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和实践的

起点

新型大国关系从中俄关系起步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20

世纪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历史经验，为我们于 20 世纪 90 年

代重新定位中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考。20 世纪 90 年代，

俄罗斯接替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和身份，但在对外战略上一度

出现了向西靠拢的严重失误，结果并没有得到西方的尊重和

认可。此时，美国还沉浸在“历史终结论”中，对待俄罗斯

这个宿敌的政策，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对待德国的态

度，采取了苛刻和羞辱的方式。但是，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

的文明国家和继承了苏联庞大资产的新独立国家，不可能长

期屈服于西方之下。尽管从权力关系上看，美国独霸而俄罗

斯相对衰落，但美俄当时并没有心理基础建立一种新型的大

国关系，美国试图建立的是不平等的等级体系，将俄罗斯纳

为西方一员，俄罗斯最多获得美国西方盟友的待遇，而俄罗

斯显然不会满足于此。

中国看待俄罗斯的态度和政策是不同的。中国在经历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美苏“大三角”之后，于 1982 年党的

十二大上提出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并逐渐将处于低谷状态

的中苏关系恢复起来。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对于中俄

关系来说，双方仍处于一种恢复和重建关系的状态中。因此，

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倾向于从相互尊重和平等的角

度重新定位两国关系。据原负责俄罗斯事务的外交部原副部

长张德广回忆，1996 年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对两国

未来关系的表述是“宣布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 21 世纪

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张德广认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既是一个新的外交概念，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决定”。

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重新定位中俄关系，是国际关系史

上的一个创举。中俄关系有了新定位之后，双方在解决边界

问题上进展迅速，为稳定中国北部和西部边疆安全，拓展与

中亚的合作，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奠定了基础。2001 年 7 月，

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两国“不结盟、不

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国家关系，2011 年两国关系升

级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 年提升为中俄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中国将新型大国关系从俄罗斯拓展到美国

中俄新型关系的发展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构建以及实

践打下了基础。继 2001 年“911 事件”之后，2008 年国际

金融危机又是一次国际形势巨变的重大转折点。2009 年 7 月

17 日，胡锦涛同志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当前，要把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动恢复世界经济

增长作为发展同各大国关系的着力点，巩固和发展我国同各大

国关系的成果，推动构筑总体稳定、相对均衡、合作共赢的大

国关系框架，推动我国同各大国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经

过多年的准备，就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化危为机，

将新型关系的有关理论创新和实践运用于开拓中美关系。

2010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引发周

边和世界的极大关注，这一标志性事件迫使我们进一步思考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且是从一种积极和外向的角度加

以思考。2011 年版《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进一步指明，“同

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妥

善处理分歧，探索建立和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推动相互关系

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正是在新型大国关系这一重要外交创新

理论的推动下，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2012 年 2 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时指出，

“进入本世纪第二个 10 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应该认真落实去年 1 月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就建设

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

互利合作面，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

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 21 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从此，

新型大国关系作为表述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一种说法迅速在

太平洋两岸流传。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动建立

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在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建

设取得积极成效、并成为典范的时候，中美关系就成为中国

妥善处理同发达国家关系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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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中国方面来看，将新型大国关系从俄罗斯拓展到美国，并且取得积极成效，这无

疑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历史性实践。可以说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框架，已

经蕴含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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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的亮点。2013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

加利福尼亚州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双方均同意共同努力构

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因此，尽管国际舆论出现了一些不利的声音，但是中美最高

领导人都重视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性问题，并认为这种共同

的国际利益需求和压力，将使得中美这两个最大的国家肩负

起责任。

从中国方面来看，将新型大国关系从俄罗斯拓展到美国，

并且取得积极成效，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历史性

实践。一方面，中国谋求同诸多方面存在不同点的美国构建

新型关系，这本身需要极强的理论创建能力和实践能力 ；另

一方面，针对美方提出过的“两国共治论”，又要加以澄清，

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并非是搞两国集团。

也就是说，除了要回应美方作为霸权国的关切，还要回应美

国的盟友、发展中国家和邻国的顾虑，因此，新型大国关系

建设就涉及到中国外交布局的几乎所有方面。

积极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中国外交布局中还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周边、发展

中国家和多边。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增多，人们也意识到中小

国家、超国家机构，乃至于非国家行为体，在推动全球性问

题的解决和增强全球治理方面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中国的大国外交中，构建与欧洲的新型大国关系也极

为重要，内涵也进一步丰富。2014 年 4 月，中国发布了对欧

盟的政策文件，其中指出，“加强与发展中欧关系是中国推动

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中国对欧外交的重心，不仅

立足于经济，例如，2017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参加达沃斯世

界经济论坛，并就全球化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而且有深厚

的文明层面的考虑，中欧关系“四大伙伴关系”定位中就含

有文明伙伴关系。2014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到访了位于法国

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在演讲中提出，文明交流互鉴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选择欧洲

就经济和文明问题作出阐述，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欧洲是

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西方文明的源头。

对欧洲的重视，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构建

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所谓框架，就是管总，

中国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目标和对象，也包括作为一种规范

性力量的欧盟以及发挥积极作用的日本。此外，更具有创新

性的是，还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大国。中国所认

知的大国，并非像西方那样，只是基于权力大小，我们也很

重视发展问题，因为后者涉及到更多的人口的福利，体现中

国所看重的公正、平等、共享等价值观，而这是解决全球性

问题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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