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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边外交研究现状与问题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国家之间

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全球性问题也日益凸显。

同时，地区及全球地缘政治安全环境也正经历着

深刻的变化，使得国际安全环境变的日益复杂。

在诸如宗教、边界与领土争端等导致的传统安全

问题存在的同时，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人口爆炸、

环境污染、艾滋病等跨国界全球性问题急剧上升，

成为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隐患。在这个大

背景下，多边外交日益频繁和活跃，在国际关系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

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多边外交的场合与事务

也越来越频繁，如王逸舟所讲，“中国外交布局更

加重视多边舞台。从我国国家领导人参加八国集

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上合组织比什

凯克峰会，再到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东盟系列峰会、

中欧领导人峰会，这些无不表明中国正积极致力

于多边外交”。[1] 中国多边外交实践的活跃，对相

关的理论或方法产生需求，从而也刺激、推动了

学界多边外交研究的开展。这期间，中国的多边

外交研究也开始起步，而且发展很快。

对已有研究成果及时予以阶段性全面、系统

总结、评析，是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展的必要

环节，它有助于研究者澄清不足，明晰进一步研

究的方向或待解决的问题，从而深化研究领域、

丰富研究内容及创新研究视角或方法。本文即是

基于中国多边外交研究已有成果，对其进行阶段

性总结，对其存在的问题予以学理性综合分析。

一、中国多边外交研究的成果

中国的多边外交研究起步比国外晚，真正意

义上的多边外交研究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

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快引起了专业研究者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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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关于多边外交的

探讨、研究一度趋热，成为热门的专论话题，相

关的专著、译著、专业论文都多了起来，取得了

一些成果。

第一，对多边外交的概念的界定及其特点和

作用概括。金正昆在《现代外交学概论》一书中

写道，所谓多边外交是相对于双边外交而言的。

它是指，由超过两个以上的国家共同协调处理彼

此之间的关系，或是就彼此共同关心的国际事务

进行磋商的外交活动。多边外交的展开，主要有

两种形式 : 围绕国际组织的多边外交和围绕国际会

议的多边外交。[2] 李宝俊认为，“多边外交是指数

个行为主体通过建立的国际组织、缔结的国际条

约、举行的国际会议等所开展的各个领域的国际

合作。”[3] 金鑫认为 : 多边外交是相对于“双边外交”

而言的，多边外交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际关

系行为主体 ( 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 ) 通

过建立的国际组织、缔结的国际条约、举行的国

际会议等所开展的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协调。[4]

还有人认为 : 所谓“多边外交”是相对于“双边外

交”而言，一般是指通过国际组织、国际会议进

行的外交活动和国际合作。[5]

从多位研究者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

对多边外交的界定上，他们对研究者行为体数量，

多边外交的活动场所以及活动方式等三点达成了

共识。

第二， 关于多边外交特点与作用的讨论。有

的学者是从参与行为体要素出发，总结出多边外

交具有公开性和包容性的特点。[6] 庞森则从具体的

多边外交实践中，总结出多边外交具有以下四个

特点 ：“利益各异，进展缓慢 ；文山会海，终年不

休；程序复杂，虚实并蓄；提案众多，头绪繁杂。”[7]

辽宁大学的王文平教授则从多边外交的工作方式、

组织决策层序，归纳出多边外交的特点。[8] 尤洪波

指出，多边外交有以下几个特点 : 其一，多边外交

是与双边外交相对应的概念。其二，多边外交的

行为主体在数量上必须超过两个。其三，多边外

交的行为主体主要是国家， 但是也包括其他各种行

为主体。[9]

研究者对多边外交的作用问题的归纳还是比

较全面的。他们从多边外交的平台功能、解决国

际争端、限制冲突的扩大、缓和事态的发展、促

进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促进国际关

系民主化、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等视角

分析了多边外交的独特作用。[8] 多边外交是国家间

进行广泛交往的重要渠道，它在和平解决国际争

端、消除地区热点和缓和紧张局势方面起着特殊

的作用 ；同时多边外交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开

展国际援助、促进全球谈判和国际经济秩序，并

能推动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解决人类共同面对

的全球性问题。

第三，中国多边外交的层次与阶段划分问题。

对此，研究者的观点差异较大。尤洪波在《中国

的多边外交》一文中综合了各方观点，他认为，

一般来讲，多边外交应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

次是战略性多边外交，第二个层次是制度性多边

外交。[9]

基于中国参与多边外交历史的进程，有人将

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进程分为如下几个阶段，包

括建国初期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联合国体系外”

的时期、新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到 1989 年的多边

外交活动、90 年代以来及新世纪的多边外交、中

国角色定位转型时期的多边外交。陈庆鸿把中国

多边外交历程分为萌芽阶段（1949~1971）、初步

参与阶段（1971~1979）、广泛参与阶段（1979~1996）

和主动构建阶段（1996 年至今）等四个时期。尤

洪波在《中国的多边外交》一文中也将多边外交

分为四个时期。[9][10][11][12][13]

而于欣佳与赵磊是三分论点。于欣佳划分的

依据是中国三代领导人的多边外交思想 ；[14] 赵磊

则作如下分期，复杂多边外交时期 :1949~1970 年；

有限多边外交时期 :1971~1985 年 ；建设性多边外

交时期 :1986 年至今。[15]

总括起来，研究者的对中国多边外交进程的

分期方法，一种是以时间为界，另一种方法是以

中国三代领导人为划分依据，通过不同时期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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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演变分析我国多边外交实践历程。研究者

在对各个时期中国多边外交实践梳理之后，进而

从国际格局的变化、意识形态因素、经济因素、

台湾问题、中国自身角色定位的认知变化等角度

总结、分析了影响中国多边外交的主要因素。

第四，中国多边外交的指导思想研究。研

究者的认识是，我国第一代领导人首先提出在坚

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奠定了我国多边外交开展的核心基

调。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三个世

界”的具体思想，这个时期是我国从游离者到参

与者的变化阶段。接着邓小平等改革开放的领航

人“积极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

际政治新秩序和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

新秩序。” 中国的角色从参与者演变为倡议者。后

来江泽民明确提出了“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

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

用”。胡锦涛则指明“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思路。

这一时期，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理论，成为中

国参与多边外交、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总纲，中国

完成了从一般倡议者到积极建设者的角色转变。[14]

这样的研究视角，能够让我们从指导思想演

变中，明晰并把握住中国多边外交是如何从被动

转变为主动、从以第三世界为中心到全方位多边

外交、从实践带动理论到理论指导实践、从实际

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到全局性的战略规划的。随着

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

不断提升，中国“零散”无规划的近似于“无意识”

的多边外交实践也逐渐走向规范化，多边主义观

念也融入了中国的战略规划之中，开始指导中国

的外交实践。在当代国际舞台上，中国摒弃了建

国初期那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狭隘片面的原则，

越来越多地奉行多边机制的原则，倡导国际合作，

即在观念上实现了“战略性多边主义”向“制度

性多边主义”的进化。

第五，对中国多边外交实践的解析。全球化

时代，全球问题日益加深各国间的联系，中国一

方面要灵活运用双边外交，另一方面更加重视多

边外交的作用。在各种多边场合，中国利用多边

外交维护国家利益，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建设，

参与多边规则的制定，发挥自己的作用，更好地

提升国家的外交实力。这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

素材，同时也对相关理论与方法有着极强的需求，

从而刺激国际关系学界对中国多边外交实践予以

及时解析。

研究者对中国参与，特别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的多边外交问题、组织，如朝核六方会谈、上海

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东盟、亚太经合组织、

WTO 多哈回合谈判都给予了相当关注并试图从中

分析我国的多边外交战略选择以及走向。

上海合作组织一直被称为中国多边外交成功

的模式，作为中国创建的第一个国际组织，上海

合作组织的成立在中国多边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在中国的多边外交的研究中自然占

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诸多的研究成果都肯定它

对改善中国西部的地缘政治环境、能源通道安全，

提高中国在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树

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积极意义。同时认为，

组织、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在丰富中国在多边外交

领域经验方面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但也有专家冷

静地指出，上合组织不是中亚事务的主导力量， 也

不是中国发展同中亚国家关系的主渠道，它只是

中国在此地区的“有限多边外交政策”。“由于中

亚地区权力结构复杂，还存在其他替代性多边机

制以及成员国之间的不信任，导致了上海合作组

织发展的动力不足，效果不明显”。[16]

在对朝核问题的分析中，项蒙昱写道 ：“应该

看到， 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多边外交政策选择是

正确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抓住

了机遇， 开始不断探寻多边外交的有效形式， 在朝

核问题上的积极尝试是中国特色多边外交的一次

实践”。但鉴于朝核问题背景复杂，中国应随时适

应和改进， 审慎从事， 恰当对待和熟练运用多边外

交，以真正有效发挥自身在朝核问题上的特殊作

用。 在处理这一问题过程中，使中国和世界更好

地融合， 使自己的多边外交活动对国际事务产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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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响力。[17]

此外，还有几篇成果探讨了俄罗斯、德国、

日本、欧盟、东盟等国家与地区合作组织的多边

外交战略和多边外交活动。文章认为，无论俄罗

斯、德国，欧盟还是东盟组织及其中的国家，选

择多边外交，都是顺应当今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

极化这一大趋势的。他们企图通过国际合作或者

区域性联盟，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以提高

自身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从而增强在国际社

会的话语权，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也证明，

这是国家的明智选择，也是必然趋势。然而，我

们也应当看到，这些国家自身存在的一些内部问

题、国际形势以及其他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或多

或少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多边外交的开展

和多边外交战略的实施。[18][19][20][21]

研究者认为，欧盟这样的地区一体化组织，

更加重视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机制建设，地区主

义与多边主义相互促进、决策过程中超国家主义

与政府间主义互动。[22]

政策建议性内容在关于多边外交的很多文章

中都有所体现，所以这并不是绝对严格意义上的

分类。很多学者对中国多边外交发展以及走向提

出了不少建议和意见 ：中国在很多国际会议和国

际组织中，只是被动地对他国的建议表明自己的

立场和态度，很少能提出自己的主张。因此，中

国必须要明确自己的国际利益，无论在全球还是

地区层次上，中国都要明确自己的战略目标。这样，

多边外交活动才能有的放矢，而不是消极被动。

另外，张泽针对国内部门的活动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他说，“加强国内各部门间的协调，提高

我国参与多边外交的总体能力。外交部门与业务

部门加强联系，相互学习。业务部门应从国情出发，

树立积极主动参与多边外交、利用多边外交的意

识，学习外交部门的政治敏感性。外交部门应本

着对谈判负责的态度，钻研业务，了解具体议题

的历史背景和关键所在。”[23]

二、中国多边外交研究的
问题与不足

中国多边外交研究起步虽晚，也取得了相当

可喜成果。与此同时，这些成果也暴露出中国多

边外交研究存在着面广、量少、力度与深度不足

等问题。

如前所述，从这些年已经公开发表的成果来

看，这些成果内容涉及面比较广泛，视角各异。

既有对多边外交思想、理论的研究，也有对我国

多边外交实践经验的研究总结，更有一些政策性

分析和建议类文章，还出版了国外相关研究的译

著。研究者讨论了多边外交的概念界定，在借鉴

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探讨了多边外交理论 ；

介绍了多边外交的发展历程，对我国参与多边外

交历程进行了梳理并进而讨论了中国多边外交层

次与时期划分问题 ；分析了中国多边外交实践及

国际社会对重大或热点问题的协商与解决过程，

依此，进一步研究了多边外交机制。再就是对不

同时期中国政府的多边外交政策及领导人的多边

外交思想予以综述分析。

但迄今为止，从公开发表成果的数量来看，

分布也不均衡。相对于其它国际关系研究的热门

论题，中国多边外交研究的成果很少。根据中国

知网的统计，关于多边外交的文章共有 99 篇，这

其中包括硕博论文 11 篇，期刊文章 78 篇，会议

论文 1 篇，报纸文章 9 篇。其中，文章多集中于

对当前国际热点问题或宏观层次分析方面，而对

多边外交理论、国际多边外交机制运行机理的探

讨与研究稀少，截止目前，尚无我国学者的多边

外交研究专著出版。

多边外交研究的人员、精力投入严重不足，

研究成果难有深度。考察这些成果作者，都不是

专门从事或研究多边外交的人员，其成果大多是

因“工作需要”一时之作，或者是针对相关学术

会议或专题研讨的“临时”之作。以多边外交为

毕业论文选题的研究生，在其工作后，也大多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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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从事这方面的专业研究工作。而且，多边外交

研究的成果中存在大量的重复，绝大部分基本上

是对多边外交做“泛泛”的解读，直接研究多边

主义和多边外交的理论性文章稀少 ；多有具体问

题的释析，鲜有多边外交技术层面与理论层面的

探讨方法。因此，多边外交理论研究的欠缺，使

得我国的多边外交研究也难有深度，其成果也少

有“指导性”意义。

严格说来，除了苏长和等人翻译的《多边主义》

外，[24] 国内学者仅有秦亚青的《多边主义研究——

理论与方法》一文论述了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理

论问题。[25] 迄今还没有一本国内学人研究的多边

外交理论专著问世。

从较宽泛角度来看，国内学人多将多边外交

概念、特点、作用等内容作为自己著作中的部分

内容进行讨论，基本能使我们清晰认识中西观点

的不同。即西方多用多边主义这一概念，而中国

官方和学界在使用多边外交的概念时，通常指政

府间的外交活动。从参与行为体要素、组织工作、

议程和议事、协商或谈判方式角度，有研究者也

大致总结了多边外交所具有的公开性、包容性及

缓慢、繁杂等特点。[7][[6][8][9] 但研究者并没有对多

边外交概念的内涵做更细致的探讨，缺乏与国外

多边外交定义做深入的比较与厘清。对特点与作

用的探讨是“概论”式的，并没有人对这方面问

题做专门、系统的具有专业技术层次的深度分析。

对于这方面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还需要更开阔的视

角。

对中国多边外交思想的研究还都停留在对国

家领导人多边外交思想的解读与分析上，而研究

者在对领导人思想的研究过程中，很容易将这种

研究变成一种对应同时期国家对外政策的分析，

没有将之与联合国、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等研究

对接。

再有，在多边外交案例研究中缺少更多实证

的研究方法。外交本是一门实践的学问，应该有

更多的技术层面的探讨，探讨如何在案例中挖掘

更有效的外交技术和方法实现外交目标，是非常

必要的。但是我们的学者还没有对这方面做出深

入研究，对案例只是泛泛而谈，最后又陷入较少

具有理论或实际内涵的议论之中。因此，中国多

边外交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同世界各国对多边

外交研究的交流和探讨，加强同其他成员的对话

与合作， 从而推进形成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多边外

交研究技术路线与方法。

针对我国多边外交研究的薄弱与不足，楚树

龙教授认为 ：要“加强对多边主义的了解和研究， 

包括理论方面的探讨。多边外交对我们是较新的事

物， 我们对它的了解和认识主要还停留在表面。特

别是对有关的一些理论我们不但不熟悉， 而且由于

历史原因还抱有很深的偏见。为此我们要更多地

了解一些直接和间接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说， 如相互

依赖理论、一体化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功能理

论、合作理论、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理论等等。”[26]

进入新世纪之后，无论在全球还是地区层面，无

论是传统的文化科技等低级政治领域还是防务安

全等高级政治领域，中国不仅主动融入国际机制、

遵循国际规则，还开始主动运用多边机制维护自

身利益和谋求自身发展。在中国整体的外交布局

中，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这是我国对多边外交

的正确定位和判断。彭庆《从政府工作报告的文

字表述看我国多边外交政策 : 1986-2005 》中运

用计量分析和语意分析的方法，对 1986~2005 年

共 20 份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多边外交”的文字

表述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发现我国政府对多

边外交的重视程度是在不断加强的……总体趋势

是不断上升的。反映出多边外交在我国‘全方位’

外交工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7]

有鉴于此， 加强对多边外交的理论研究和实

践分析是学者们应该重视的课题。为了更好地服

务于中国的多边外交， 学者们应当加强对多边外交

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相关实践问题的细致入微的

考量， 并尽快形成中国的多边外交战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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