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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大局”中运筹战略机遇和应对风险挑战
———学习领会习近平相关论述的理论逻辑、践行方向和价值意涵

丁 工
(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承继了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重

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从立足“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的高度，观察和思考战略机遇

期的演变规律，丰富了战略机遇期的内容要素和逻辑内涵。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

定性胜利、“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入历史交汇点的关键当头，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

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互动规律的新思考、新认识。因此，有必要在总结吸

取和学习借鉴传统精华和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站在兼顾内部、外部发展态势的角度，深刻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就具体实

践而言，应当在“两个大局”中运筹战略机遇和迎接风险挑战，处理好对内深化改革和对外扩

大开放的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继续在国际上为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发

声代言，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和积累更多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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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胜利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已经开启之际，我国
的经济 社 会 发 展 即 将 站 到 一 个 新 的 历 史 起 点
上。［1］随着战略机遇期 20 年时限的到来，也意味
着维持和保障战略机遇期的任务正迎来至关重要
的拐点。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战略机遇
期这个概念，当时提出来时指的是本世纪头 20
年。在 20 年后的今天，对战略机遇期如何判断，

是一个重大问题。”［2］可见，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
情相互交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以及我国
接续进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
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因此，在中华民族复兴全局
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互作用的背景下，怎
样科学理解和充分用好战略机遇，特别是怎样准
确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时代战略机遇，以及机
遇之中有挑战日益成为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期的新特征，不仅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至关重要，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急需深入
研究探索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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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总书记相关新阐释给战略
机遇期注入新内容

“战略机遇期”就是某个国家能够继续集中

精力谋发展、搞建设，而不必因为该国核心利益或

者重大战略利益遭遇挑战，而不得不中止经济建

设或滞缓社会发展进程，转入应对重大威胁的战

争准备，或者进入军事冲突和不得不以打赢某场

战争为主导的强化敌我斗争的阶段。［3］冷战结束

后，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战略格局整合提

速，党中央敏锐观察到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和全球

发展的新局面，以及我国在大国关系互动和国际

体系格局分化改组中继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的新

特点，及时做出我国已经进入战略机遇期的科学

研判和正确论断。［4］2002 年 5 月，江泽民同志在

中央党校讲话时首次明确提出“重要战略机遇

期”的概念。［5］其后，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

都沿袭“战略机遇期”的提法，并进一步做出维

护、延长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整体谋划和系统

部署。正是基于对“战略机遇期”的准确界定和

科学研判，充分借助多重利好政策加持和核心竞

争优势强力增程的机遇，我国实现超常规、跨越式

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迈上新的台阶。2016
年 9 月，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就特别指出，“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八大这
10 年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深刻认识复杂

多变的国际局势，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步伐，在前进道路上

战胜一系列重大挑战，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

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6］

然而，自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这种

有利于战略机遇期生成和延续的境遇却发生了相

当程度的改变，有利因素的中长期趋势与不利因

素的阶段性特征呈现相互交织的态势。特别是近

段时期以来，地缘政治热点博弈泛滥成灾、极端主

义思潮疯狂扩张，全球经济前景和国际金融市场

起伏不定，个别大国经济行为的泛政治化导致逆

全球化势头上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全球大流行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影响，给国际战略

环境的变化注入了更多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
同时，中国因自身实力地位快速增强而渐成国际

矛盾的焦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猜忌和戒

惧明显加深，加紧对中国实施战略上围堵、发展上

牵制，给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重大理论和现

实问题。而在外部环境总体趋紧、要素制约和风

险隐患突出之时，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存量

矛盾和新增风险也呈现冒起之势。随着国内的改

革发展进入历史叠加期和时空交汇期，长期积累

的旧矛盾与社会加速转型、体制机制改革衍生的

新问题、新挑战交织联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

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并且，国际贸易和投资

大幅萎缩，保护主义抬头、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

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步入深刻重塑阶段，

世界经济长短期效应与疫情蔓延共同叠加作用，

又进一步推升和加深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从“量

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可以说，党的十八

大以来，内外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

力建设的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
应当看到，尽管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条件面

临的压力增大，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承继了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

科学判断，并根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作用的新形势，进一

步作出中国战略机遇虽然不再呈现绝对显性状

态，但会长期居于风险挑战因素上升的相对状态

的新思考、新论述。2012 年 11 月，习近平在中央

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

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具备很多

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

和条件发生新的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是国

际和周边安全环境更趋复杂，维护国家安全面临

一些值得高度关注和认真对待的新情况新问题。
201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讨论研究当前

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会议上指出，我国

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

备经济持 续 健 康 发 展 的 基 础 条 件。2014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指出，综

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

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

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

机、转危为安。会议还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和发展中大国的国情出发，提出维护、用好和延长

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具体要求。2015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做说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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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

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了

深刻变化，我国发展既面临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

不少风险挑战。2018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国

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

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具备过去难以想象的良

好发展条件，但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

挑战。［7］2020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

局委托做说明时指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

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

复杂变化。我国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
展优势和机遇优势，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有诸多有

利条件，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谱写两

大奇迹新篇章。”2022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

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

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

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

浪的重大考验。”［8］这些重要论述有利于我们不

断深化对战略机遇期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我们

在遭遇风高浪急的风险挑战之时，能够更好地发

掘和利用战略机遇的积极一面，克服和规避战略

挑战的消极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条件、保驾护

航。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战略机遇的

理解和把握已经不再拘泥于受时间限制的“机遇

期”，而是强调一种超越时间限度、取决于把握创

造的战略新机遇概念。

二、“两个大局”中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
形成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态势

战略机遇期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累积和外

部环境的积极推动共同造就的产物，是一个主观

把握和客观承续双向塑造的结果。这就意味着，

在新的环境下维护并延长战略机遇期，需要从统

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高度出发，需要以强化内外“两个大局”
联动为统领主线。这主要是因为:

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是保障战略

机遇期存续的核心要素和基础支撑。中华民族是

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自古就在

亚洲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没有

中断的文明。［9］历史上，中国不仅具有显赫一时

的文治和武功，在文化艺术、政治制度、宗教哲学、
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只是

到了近代随着国势衰微以及西方殖民者的侵略，

才逐步退出大国行列、沦落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从

而失去曾经长时间拥有的大国身份和国际地位。
正是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一直成

为历代中华儿女矢志不渝、初心不改的共同梦想

和不懈追求。［10］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具备本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

业踏上新征程、进入快车道。［11］尤其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

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为促进民族复兴和延续战略机遇提供了更为

丰厚的物质条件。
第一，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

幅提升，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

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第二大商品消费国、外

资流入第二大国。［12］同时，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

地位将持续上升，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 30%左右，不仅成为全部亚太周边国家

的头号贸易伙伴，还成为世界 140 多个国家的主

要贸易伙伴。故此，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

机会将更加广阔，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会持续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成
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13］

第二，科学技术是影响人类命运和大国关系
的原生动力，工业革命、西方兴起的本质诱因正是
科学技术实现突破性发展的结果。［14］科学技术的
发展使国家间的竞争内容不再是肥沃农田或者单
纯矿产资源而是技术优势，随着科技因素对经济
发展的战略支撑和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对产业生
态和竞争格局影响更加深刻，科技能力已经成为
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也上升成为
大国竞争博弈的角力点和主战场。目前，载人航
天与探月、北斗导航、载人深潜、大型客机、国产航
母等一大批重大创新成就，使我国在事关国家全
局和长远发展的科技战略制高点上占据了主动。
高速铁路、5G 移动通信、超级计算、特高压输变电
等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语音识别、新能源汽车、
第三代核电等也进入世界前列。

第三，在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上，中国形成了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极大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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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也为世界

的和平与发展、繁荣与稳定做出重大贡献，从而推

动中国的“大国外交”实现进化升华，中国外交的

大国底色和大国意蕴更加真切厚实。今天的中

国，已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维和行动第二大

出资国和安理会五常中派遣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

国家。截至 2019 年 9 月，中国参与了几乎所有政

府间国际组织和 500 多项国际公约，联合国粮农

组织等 4 个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由中方

人员出任。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投票权份额上升至第三位，成功主办二十国集团、
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

措施会议等多场重量级峰会，创设了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多边金融

机构，国际话语权、规则制定权、议程设置权全面

提升。
2．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影响战略机遇

期的外在变量和关键因素。毋庸置疑，我国战略

机遇期的孕育生成同外部环境和国际关系秩序息

息相关，是中国发展与人类进步紧密相连、与世界

繁荣密切相关的产物。［15］正如 20 世纪末，美国曾

经将矛头对准中国，试图通过“以压促变”的方式

达到颠覆中国政权、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目的。
但“9·11 事件”发生后，打击恐怖主义则成为美

国的优先战略方向，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分散和冲

淡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注意力，对缓解中国的外部

战略压力起到了积极正向作用，客观上促成我国

战略机遇期的到来。［16］因此，随着世界各国相互

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交往

更趋紧密，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不仅是影响、促使

战略机遇期生成的关键条件，也是加推、拉升我国

做出战略机遇期研判和决断的核心因素。现在，

虽然由于国家整体实力的大幅提升，外部环境的

变化已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发展趋势，但却

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迟滞和延缓我国的发展速

度。换句话说，尽管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度和国际

影响力迈上新台阶，我国已经具备一定的资源条

件和方式手段去影响或者改变外部世界。［17］但总

体而言，国际环境因素仍然是决定我国处于战略

机遇期的先决条件之一，外部世界对我国的影响

也仍然会超出我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事实上，

中国实力的增长只是改变了力量对比格局，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将长期是各个主要战略力量

外交活动的中心。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国际形势发

展变化的突出特征和集中体现，也是我国战略机

遇期身处的外部环境区别于以往的最大变化和基

本不同。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

历史当头，这个大变局既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

来重 大 机 遇，也 必 然 会 带 来 诸 多 的 风 险 和 挑

战。［18］应当看到，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中，既有推动

世界深刻变革的积极一面，还有促使世界剧烈动

荡的消极一面，“危”和“机”、“时”与“势”构成了

同生并存、对立互化的集合体，由此给我国发展带

来的机遇和挑战也都在随之同步、持续的增加。
故此，只有准确把握世界大变局这一事物发展的

自然逻辑和固有规律，准确锚定中国在当今世界

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国际角色，准确理解我国战略

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规律，并以此为认知前

提和实践依据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

才能为我国维持和延拓战略机遇期，创造更好的

外部环境和条件，争取更多的国际理解和支持。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与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互为战略机遇，两者既各有侧重、
独立成章，又互为补充、浑然一体，实质上已经形

成交织共生的“蝶变”效应和联动关系。［19］一方

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国内经济社会持续

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外在表现就是经济体量、世界

影响等越来越大，日益成为推动世界大变局的关

键参数和基础要素。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带来双重效

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尽管是人类历史演进

的必然趋势、不可逆转的时代主流使然，但同时也

将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需要在复杂多

变的国际格局中营造更为有利的世界秩序和更加

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就是说，“两个大局”表达的

是中国与世界的现实状况，是同一时空下相互交

织、相互激荡的两大趋势，体现了经济社会演进的

客观要求，顺应了自然更替规律的时代潮流。因

此，运筹“全局”和“变局”不仅是党中央对领导干

部和全体党员提出的基本要求，能够用来指导中

国对内、对外各项工作的实施，也是中国新一届领

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从

协调审视中华民族前进纵坐标与世界力量对比横

坐标的角度，对当前国际局势和中国发展态势做

出的重大论断和精准概况。更确切地讲，“两个

大局”的判断既是对我国发展目标要求、政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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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重点任务的精准概括，也是新发展阶段全力
做好各个方向对外工作的深刻思考和系统谋划。
在此形势下，“两个大局”相互作用给我国发展带
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也赋予我国重要战略

机遇期以新的内涵和外延。对此，习近平总书记
曾一再指出，对“两个大局”如果只是放在当下或

较短时间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来认识和把握
是不够的，而应放到整个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发

展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放到人类社会实现螺旋式
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中去认

识和把握。

三、在“两个大局”下运筹战略机遇和
应对风险挑战的原则、方向与路径

概况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战略机遇

的一系列论述重点讲了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发展
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二是，机

遇中暗藏威胁和现实挑战上升，机遇中自然给予
的成分减少、争取创造的要求增多，需要准确判断

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20］这些重要

论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中

国继续置身战略机遇之中的重大判断和现实境况

却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
的界限逐渐模糊，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外延已然

出现显著变化。过去我们是顺势而上，机遇比较
好把握; 现在要顶风而上，把握机遇的难度就不一

样了。过去大环境相对平稳，风险挑战比较容易
看清楚; 现在世界形势动荡复杂，地缘政治挑战风

高浪急，暗礁和潜流又多，对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
要求。过去我们发展水平低，同别人的互补性就

多一些; 现在我们发展水平提高了，同别人的竞争

性就多起来了。［1］因此，我们要在运用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把握战略机遇重要论述的内涵特征和目标要
求，紧紧抓住新机遇，妥善应对新挑战，努力创造

新优势。
1． 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关键在党。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新时代新征程
各项目标任务，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从根本上要

靠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政党是组织和调动
社会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活动的组织形式，在现

代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核心
角色。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执政党。自成立
之日，中国共产党便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

使命就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紧紧联系在一起。
回顾 100 多年的奋斗历程可知，中国共产党无论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

程中，还是在重大内政、外交事务中都承担起了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都发挥着把方向、谋大

局、划重点、定基调的核心作用。［21］中国共产党总

是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 10 年伟大变

革的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

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和运用正确的战略策略。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

的选择，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最大优势。正是在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

基本统一与民族完全独立。也正是因为始终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我们才能及时准确抓住稍纵即逝

的战略机遇期，实现历史伟大转折、开启改革开放

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进入新时

代，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正是

因为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指导地位，才从根本上确保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政军民

学，东西南北中，党是统管一切的最高政治力量和

领导核心。未来必须要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

导，必须要坚定不移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

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也只有坚持以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

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以维护党中央权威

为统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开展各项工作

的行动指南，才能为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最大制

度优势和坚强政治保证。
2． 按照运筹大国与经略周边对接协调的布

局，做好维护和把握战略机遇的优先方向。历史

上，大国基业的形成与周边近邻的护持存在着形

势相资、表里相依的因果逻辑和连动关系，任何国

家“惠邻富边”“睦邻兴边”政策的优劣成败，对于

国家发展大局或外交施政全局都具有极度重要的

战略意义和独有价值。［22］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关口，正处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特殊敏感时期，正处于由地理人

口大国向世界政经强国跃进的关键拐点阶段，自

然需要主动营造良好的周边秩序和大国关系。不

然，周边动荡不仅影响大国关系和外部环境的整

体趋向性架构，也必然干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32—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2013 年 10 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发表“为我

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重要讲话时就曾强调，

“我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

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

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

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23］

长期以来，中国周边界域便是多个大国地缘

利益高度汇集的地区，不仅域内中国、日本、苏
( 俄) 等大国之间激烈竞争，而且域外大国美国从
1898 年美西战争占领菲律宾之后，便一直成为影

响甚至是决定地区秩序的主要力量。冷战结束

后，美国作为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唯一超级大国，与

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拉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除

美国在各方面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外，亚太地区各

个强国基本在局部领域占据相对优势地位，如俄

罗斯是军事第二强国、日本是经济第二强国，中国

相比其他地区强国更具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

力。［24］但自 20 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国力持续提

升，周边格局态势开始进入量变的积累时期，到
2010 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时，周边力量对

比步入从“量变”向“质变”转折的关口。而到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时，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正在迅

速缩小，中国相对其他周边国家的实力优势则在

持续扩大，中国发展的上行推力和周边力量对应

收缩的下行压力相互对冲，导致周边整体格局和

态势发生根本性转变，力量博弈、战略对冲、利益

交换成为区域战略格局变迁的基本形态。更需要

强调的是，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经济

增长速度放缓，但是相比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相对收益却不降反增，经济总量还显

露全面超越美国的苗头。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

来 20 年里，中国 GDP 占全球的比重提升了 13． 4
个百分点，而美国下降了 7． 6 个百分点。由于二

战后体系中霸主与二号强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从来

没有如此接近，导致美国对中国可能取代其地位

的担忧和戒惧明显加深，美国开始加紧对中国实

施战略上的围堵、发展上的牵制，使得中国所面临

的各种猜忌与限制日益增多。特朗普和拜登政府

上台后，美国在大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的同时，

将战略重心加速转向新兴大国，将战略资源日益

集中于“印太”地区。［25］甚至无论俄罗斯在乌克兰

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美国都不会改变以打压

和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基准战略，以至极大地推升

了中国面临的国际和周边安全压力。
周边地区是中美两国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

区，伴随中国在大国群体中的异军突起，导致“守

成大国”和“新起大国”在周边相遇相撞的概率陡

然上升。尽管中美关系既不是“非敌即友”的对

位结构，也不同“彼失偶得、你输我赢”的零和博

弈。但一些西方国家受权力政治观的心理惯性和

思维定势“熏染”，形成了“非黑即白、非敌即友”
的线性思维，极易触发所谓“崛起国”与“霸权国”
之间天然无解的“宿命”魔咒和“瑜亮”情结，想当

然地认为新兴“崛起国”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都会

对体系主导国的利益和地位构成挑战。而在此

时，西方国家政学两界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士，又大

肆渲染中美两国已经陷入“守成国”与“挑战国”
必将冲突的舆论氛围，一定程度上制造出不利于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合作的插曲和噪音，引发中

美博弈的挑战性和危险性不断升级。［26］ 应该看

到，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长期存在于中国周

边是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周边外交、特别是在东亚

地区的外交绕不开美国，两者经常缠绕交织在一

起，导致定点运筹大国和定向经略周边呈现交织

共振之势。而如果中美关系朝着对抗方向发展，

既不利于构建符合地区国家根本利益的周边秩

序，必然会影响到未来国际格局的趋势走向和发

展进程，更有可能迟滞甚至打断中国依托战略机

遇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的正常进程。因此，新时

期中国周边外交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有力的外部保障和稳定的周边秩序为

中心任务，以实现运筹大国外交与经略周边区域

的协调对接为两大支点，便是关乎战略机遇期能

否存续、延展的重要条件和前提保障。
3． 掌握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论来

自于实践，实践贯穿于理论。理论与实践不是彼

此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成就、缺一不可的整体。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

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

独特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十

年，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

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与实践创新提出了全新要

求。而研判、塑造和延拓战略机遇期的工作则是

此过程的组成部分，无疑是伴随着理论与实践互

通并存、交织共生的活动。事实上，在中国经营和

维系战略机遇期的过程中，既高度重视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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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践创新的指导与引领作用，时刻注意用发展

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 又反复强调实践检

验对理论探索的推动和促进价值，边实践、边总

结、边检验、边探索，进而形成从实践到理论、再从

理论到实践的闭环回路。其实，中国正是在国家

发展和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具体实践中形成战略机

遇的理论认知，也恰是熟练运用和依据战略机遇

的系统理论来制定各项政策，有力地助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步伐。［27］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

一标准和认识依据，理论则是引导实践的重要参

照和根本遵循。未来要更好地维护和延长战略机

遇期，既要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有关战略机遇

重要论述的新思想和新观点落实到行动上、应用

于实践中，又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指导下敢于推陈出新、勇于开拓创新，敢

于动真碰硬、勇于破题闯关，为丰富战略机遇期的

理论内涵、价值意蕴提供实践探索的一手资料和

经验素材。同时，还要从理论上指导实践活动，加

强对重大问题和形势发展方向的研究预判，提前

储备紧急措施和避险预案。只有不断拓展对战略

机遇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对关联战略机遇和风险

挑战的情况了若指掌、下好“先手棋”，作决策时

才能胸有成竹、打好“主动仗”，才能真正在塑造

战略机遇期的实践活动中，掌控好“寸步不让”与
“灵活机动”的力道尺度、拿捏好“求同存异”与
“聚同化异”的火候分寸、运用好的“韬光养晦”与
“有所作为”的精髓要旨。

小 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国内外

形势的发展变化，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

的眼界和魄力，重申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

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指出了我国发展的重

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正在发生变化的新特

征; 明确提出了要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与“世

界转型过渡期”重合叠加的背景下，抢抓“新机

遇”、塑造“新机遇”的重要思想。对我们不断深

化战略机遇期的理解和认识，更好地把握和延续

战略机遇期，服务民族复兴的国家发展全局，具有

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事实充分证明，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战略机遇期的重要论述既是一套富含哲

理、科学完整的思想体系，也是一项因势而谋、应
势而动、顺势而为的理论纲领，还是一个指明方

向、厘清思路、现实可行的操作方案和行动规划。
目前，我国正处于“两个大局”交汇的重要历史期

和关键时间点，又站在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铰接原点，尽管外部形势复杂严峻，各种风险挑
战接踵而至，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但于我们而言
机遇仍在。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理解、准确把握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战略机遇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和
价值意蕴，坚定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的信心，更新
战略机遇的观念，深刻体会战略机遇期中挑战更
具复杂性、全局性和可转化性新变化的要义特征，

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为优厚和有利的
战略机遇，在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
预料因素增多的新时期，确保以建设中国式社会
主义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顺
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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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tics Concerning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Ｒisk Counterattack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Ｒeflections on the Theoretic Logic，Practice Orientation
and Value Connotation in XI Jinping’s Ｒelevant Expositions

DING Gong
(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07)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with Com-
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inherits the scientific analyses and judgments by previous collective leaderships concerning the critical
strategic opportunity periods． At the height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together with a supreme national priority atti-
tude，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bserves and dwells on the evolution principles of critical strategic opportunity periods，which
greatly enriches both the key contents and logic connotations embodied in the critical strategic opportunity periods． We are now
positioned at the critical historic time when decisive accomplish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erms of an overall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construction and Two Centenary Goals enter into a historic intersectio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relevant exposi-
tions well manifest the new reflections and perceptions made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aced up with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risk challenges． Thus，we should condense and learn from traditional quintessence and reasonable contents，adopt a historic
perspective and take into account of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and markets． On this basis，we form our deep un-
derstanding of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s，spiritual essences and practice requirements i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exposi-
tions concerning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risk challenges． Against these new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we
should co － ordinate thes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risk challenges an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reform and in-
ternational openness． It is also necessary for u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and to openly voice developing countries’reasonable demand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is is to externally create more
favorable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Two Centenary Goals; global govern-
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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