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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樊 体 宁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系 , 北京 100091)

　　[摘要 ] “和平崛起”是中国外交的新思维 ,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国际社会的郑重承

诺 。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就是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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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12月 26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

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就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

道路”。
[ 1]
同年 , 12月 10日 ,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发

表演指出:“中国的崛起 ,是和平的崛起。”
[ 2]

“和平崛起”命题提出之后 ,在国内外引起广泛

的关注和热烈讨论 ,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能否崛

起 ?能否和平崛起 ? 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及

“和平崛起”的意义 、策略问题等等 。本文拟从下面

五个方面谈一谈自己的思考。

一 、中国在崛起中

怎么看中国这些年来的发展? 自 1978年实行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从

1978年至 2003年 , 25年间 , 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9.4%。 1978年 ,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1473亿美

元 , 2004年达到 13.65万亿人民币(约合 1.65万亿

美元),增长十余倍。 1978年 ,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

中所占比重不到 1%,现已达到 4%。 1978年 ,中国

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206亿美元 , 2004年达到 1.15

万亿美元 ,居世界第三位。 1978年 ,中国外汇储备

为 1.67亿美元 , 2004年已达到 6099亿美元 ,居世

界第二位 。
[ 3]

如此长的时间 ,如此快速的增长 ,在世界历史上

并不多见 。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 ,综合国力大大增

强 ,展望未来一二十年 ,中国经济还会持续快速发

展 ,中国确实正在崛起之中 ,这已是当今世界不容争

辩的事实 。

2003年 9月 20— 21日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

基金会 “中国和平崛起”国际研讨会在华盛顿举行 ,

美国政界 、学术界 、重要思想库 200多人与会 ,热烈

讨论中国和平崛起问题 。会议对中国能否和平崛起

存在着争论 ,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例如前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正在

成为被国际社会接受的世界大国 ,新一代领导人对

于和平崛起的意义与责任有深刻的理解 ,布热津斯

基说:“中国的崛起迄今是和平的”。
[ 4] (P.201-204)

美国

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认为 “中国和平崛起 ”这一提法

成功地化解了国际上关于中国威胁的担心。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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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则断言中国根本不可能

和平崛起 ,他说:“美国需要保持世界唯一的霸主地

位 ,决不会容忍出现势均力敌的竞争者 ”。
[ 5]
但是 ,

反对中国崛起的人居于少数 ,会议就中国的崛起达

成基本共识 ,大部分专家承认中国的崛起是任何人

也阻挡不了的。

二 、国际环境总体有利于

中国和平崛起

　　进入 21世纪以来 ,国际形势发生复杂 、深刻的

变化 ,但基本走向并未发生不利于中国的逆转 ,世界

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 ,经济全球化大势所趋 ,和平与

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总体和平 、局部动荡 ,仍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的基本态势 ,新的

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 ,争取较长时

间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中美关系是当代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是中

国外交的 “重中之重 ”。 “9· 11”之后 ,国际恐怖主

义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 ,反恐成为美国的战略重点 ,

美国忙于反恐 ,疲于应付伊拉克战争 ,这减轻了中国

的战略压力 。在反恐 、朝核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上 ,美

国需要中国的合作 ,需要同中国发展 “建设性合作

关系”,这都有利于中国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 ,集中

精力 ,一心发展本国经济。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

力的大大增强 ,引发西方一波波 “中国威胁论”、“遏

制中国论”的泛滥 ,但这些谬论即使在西方也不占

统治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今天 ,中

国的发展 、中国大市场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中

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2003年居世界首位绝非偶然 。

一个对世界构成威胁的国家不可能吸引如此之多的

国际投资 ,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 ,威胁任何

人 ,也不会牺牲任何人。在当今世界上 , “中国机遇

论 ”压过 “中国威胁论 ”。

当今世界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对中国有机遇也有

挑战 ,但机遇大于挑战 ,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 ,中

国和平崛起 ,符合世界的共同利益 ,国际环境总体有

利于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

好时机 ,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 。

三 、和平崛起符合中国的

核心利益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指出:“正在崛起

的大国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提出挑战 ” ,
[ 6] (P.161)

这为

“中国威胁论”提供了一个 “古典的借口 ”。

世界历史的进程表明 ,与大国的兴衰相伴随的 ,

往往是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化 ,甚至引发

大规模冲突和战争 ,世界上还没有大国和平崛起的

先例 。中国将以什么方式崛起? 中国能否走上与其

他大国崛起方式不同的和平崛起之路? 是国际社会

关注的大问题 。

中国的核心利益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

家的安全 ,即国家的和平 、稳定 ,祖国的统一 ,维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国家的发展 ,即和平建设 ,

实现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两方面利

益的确保 ,都需要中国和平发展 、和平崛起。

中共十三大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 ,即 “一个中

心 、两个基本点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努力实现

社会主义建设 “三步走 ”战略 ,在本世纪头 20年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 ,到 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

们党的庄严使命。

客观上 , 21世纪初的国际环境 ,总体上有利于

中国和平崛起 。主观上 ,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也符

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意愿。

从近代历史来看 ,一些后起的殖民大国和西方

列强 ,为了争夺世界霸权 ,不惜动用武力 ,对外大肆

侵略 、扩张 ,甚至发动大规模战争来掠夺海外领土和

资源 ,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这些都不是中国的战

略抉择。中国不会走战争崛起之路 ,中国不想争夺

世界霸权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 ,战争只会

毁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大局 ,中国会采取完全不同

的崛起方式。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中国可以通过和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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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 、技术 、市场和资源 ,

实现自己的国家目标 。过去 25年来中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已证明和平发展道路行之有效 ,符合中国的

国家利益 ,顺应时代的潮流 。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

下 ,中国取得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 ,中国是经济

全球化最大的受惠者之一 。

经济全球化将成就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的崛

起离不开世界 ,中国不会自毁长城 ,不会引火烧身 ,

中国只要继续沿着这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下去 ,不

断增强自身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积极 、全面地参与国

际合作与竞争 ,推动公正 、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的建立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而不是自毁对自身

发展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 ,中国经济就能保持持续

快速发展的态势 ,中国就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

核心国家利益 ,在 21世纪的国际大竞争中继续处于

有利地位。

台湾问题是对中国和平崛起最大的挑战。 “和

平统一 、一国两制 ”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

针 ,但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面临台独分裂势力的顽

固抵制 ,这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 ,成为台海

地区和平稳定和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大现实威胁 。

最近 ,胡锦涛主席指出:“只要和平统一还有一

线希望 ,我们就会进行百倍努力。”
[ 7]

《反分裂国家

法 》明确指出:“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 ,最符合

台湾海峡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国家以最大的诚

意 ,尽最大的努力 ,实现和平统一。”
[ 8] (P.3)

战争不是好的选择 ,只有化干戈为玉帛 ,和平统

一 、两岸共赢 ,才能在付出最小代价 、最少牺牲的情

况下 ,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完成祖国统

一大业 ,中国才能够真正和平崛起 ,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妥善解决台湾问题 ,对于中国和平崛起具有格

外重要的意义 ,和平统一 ,需要中华民族的政治智

慧 ,需要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还未摆脱不发达状态 ,

中国的发展还存在很多难题 ,这是中国的国情 ,中国

的 “三步走”战略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还需要几代人

的努力和奋斗 ,但中国会在这条路上坚定不移地走

下去 ,时间在中国一边 ,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是 21世

纪前半叶世界上的大事 。

四 、“和平崛起 ”与 “和平发展”

有一种观点主张以 “和平发展 ”取代 “和平崛

起”提法 , 这种观点的本意是出于策略考虑 , 担心

“和平崛起 ”不够 “韬光养晦 ”,担心 “和平崛起论 ”

会刺激 “中国威胁论 ”。

但是 , “崛起”不等同于 “发展 ”,这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 “和平崛起 ”与 “和平发展 ”既有相互联系 ,

又有区别 , “崛起”也在 “发展” ,但两者之间有区别 ,

并不完全等同 , 在发展目标 、速度 、意义上都有所

差异 。

从发展目标看 , “崛起 ”比 “发展 ”要宏伟得多 ,

标准要高得多 ,两者完全不可等量齐观。 “崛起”是

中国的宏伟目标 ,仅仅 “发展 ”一词还不能完全传递

出 “崛起”的神韵 ,不能完全诠释 “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深刻内涵 ,只有以 “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来

概括在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之

下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才最恰当。中国

的和平崛起 ,可以等同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发展速度看 ,两者的势头大不一样。 “崛起 ”

有快速发展 、跃进的意思 ,后来居上 ,是大发展。很

多国家可以用 “发展”一词来界定 ,但不是所有 “发

展中 ”国家都称得上 “崛起” ,只有极少数成功国家 ,

发展速度名列世界前茅 ,才堪称 “崛起 ”。 “崛起”对

发展速度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另外 ,通常说 “发展 ”,主要是纵向概念 ,自己同

自己过去比 ,有所前进 、有所提高即可 ,而 “崛起”既

是纵向 ,又是横向比较 ,它的参照系是整个世界。一

般来说 ,只有后起大国的快速发展 ,具有世界效应 、

世界意义 ,才配得上 “崛起”的美名 。

关于和平崛起提法的策略问题 ,引起人们的关

注。实际上 ,中国正在崛起 ,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 ,中国综合国

力的大幅提高 ,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 ,这

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强调这种崛起是和平的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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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于以往大国通过战争方式的崛起 ,是中国表

达的良好意愿 ,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对整

个国际社会的郑重承诺。

“和平崛起”并不必然导致世界的恐惧。美国

前总统乔治 ·布什曾指出:“我已注意到胡锦涛主

席和(中国的)现任领导集体正在致力于我们称之

为和平崛起的事业 。这使亚洲其他国家非常放心 ,

它对亚洲的整个面貌都非常重要。”
[ 9]
美国国务卿

康多莉扎·赖斯最近发表演说称:“我们对拥有自

信 ,以和平方式实现繁荣的中国崛起表示欢迎。”
[ 10]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约瑟夫 ·奈则说:“如果中

国保持和平崛起的态势 ,这会给其本国 、邻国以及美

国人民带来很大好处 。”
[ 11]

“和平崛起 ”的提法不会特别刺激 “中国威胁

论 ”。上个世纪 90年代 , 中国并没有提 “和平崛

起 ”,但并未能阻止一波波 “中国威胁论 ”的泛滥 。

“中国威胁论 ”源自冷战思维 ,源自对中国的偏见和

仇视 ,要消除 “中国威胁论 ”,也许只有中国不发展 ,

但即使中国不发展 ,也会生出另一种形式的 “中国

威胁论 ”——— “中国崩溃论 ”。所以 ,不论中国怎样 ,

都堵不住 “中国威胁论”鼓吹者的嘴 ,既然如此 ,中

国也不必太在意 “中国威胁论 ”的污蔑攻击 ,树欲静

而风不止 ,中国只要走好自己的路就行了 ,不必怕东

怕西。

“和平崛起”具有丰富的内涵 ,它宣示了中华民

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与方式 。目标是中国的崛起和复

兴 ,方式是通过和平道路 ,因此 ,它的提出具有积极 、

正面意义。

五 、“和平崛起 ”新思维的意义

2004年 2月 2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

集体学习中 ,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 ,要坚持和平崛

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 12]

。

2004年 3月 14日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 ,答中外记者问 ,阐述了中

国和平崛起的要义:“第一 ,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充分

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 ,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 。

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 ,维护世界和平。第二 ,中国的

崛起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 ,独立自主 、自

力更生 ,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 、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

雄厚的资金积累 ,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 。第三 ,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 。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

政策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

展经贸关系。第四 ,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时间 ,恐怕

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 。第五 ,中国的崛起不会妨

碍任何人 ,也不会威胁任何人 。中国现在不称霸 ,将

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 。”
[ 13]

“和平崛起 ”,是中国外交的新思维 。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是中国外交政策

的宗旨 , “和平崛起 ”思想 ,为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赋予了新的内涵 。中国的和平发展 、和平崛起

之路 ,就是中国现代化之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

路。 “和平崛起 ”思想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理

念 、“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 ”思想 、“重要战略机遇期 ”

思想一脉相承 ,在思想上同出一源 。

在新世纪 、新形势之下 ,中国外交要开创新局 ,

必须不断推出理论创新 ,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 ,

作出新概括。 “和平崛起 ”思想把握住了时代主题 ,

为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注入了新的活力 ,增添了

新的内容 ,丰富和发展了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的最高利益是和平建设 ”。
[ 14] (P.256)

我国

在 21世纪头 20年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千载难

逢 、来之不易。和平崛起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

必须清醒地认识自己所处的国内外环境 ,明确自己

的国家目标 ,制订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

战略 ,才能把握历史机遇 ,不错失良机 ,在日趋激烈

的国际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 ,走出富有中国特色的

崛起之路 。

在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根本方针和 “和平崛

起”新思维指引下 ,紧紧把握 21世纪头 20年 “重要

战略机遇期”,长期坚持 “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 ”的战

略方针 ,中国外交一定会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不断开

创对外工作的新局面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

实现 ,中国一定会对世界和地区的和平 、稳定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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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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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双木)

(上接第 15页)文译名———芥布瑞 ·阿曼德 [ 1] (P.154)和加瑞

尔·阿尔蒙德 [ 1] (P.335), 则属于作者在写作和校对过程中的

明显疏忽。虽然这些瑕疵并不影响本书总体的价值 , 但有些

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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