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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格局是一定时期内国际上各种基本力量对比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或体系。20世纪以来,

世界格局发生了从欧洲中心到两极格局再到多极格局的三次重大变化。当今世界格局仍处在形成之中,其基本

架构是“一超多强”,发展趋势是“多极化”。其主要特点是“一超”与“多强”并存、世界总体缓和与区域动荡并存、

反霸反恐任重道远、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趋势不断加强。和平崛起是新的世界格局下未来中国的角色定

位,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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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worldpatternistherelativelysteadystructureorsystemformedasaresultofcom-
petitionofallkindsofmainpowersoftheworldinaparticularperiod.Sincethe20thcentury,theworld
patternhashadthreegreatchanges:fromEurope-centeredpatterntothetwo-polarpattern,tomulti-po-
larpattern.Today’sworldpatternisstillbeingformed.Itsbasicstructureis“onesuperpowerandsever-
almajorpowers”.Itsdevelopmenttrendis“multipolarization”.Itsmainfeatureisthat“onesuperpower”

coexistswith“severalmajorpowers”,thattheoveralldétenteoftheworldsituationcoexistswiththere-
gionalturbulence,thatitisanarduoustasktoopposehegemonismandterrorismandthatthetrendofe-
conomicglobalizationandregionalizationisbecomingincreasinglyapparent.Risinginthepeacefulway
willbeChina’sroleorientationinthefutureworldpattern.ItistheonlywayforChina’sdevelopment.

Keywords thechangesoftheworldpattern;onesuperpowerandseveralmajorpowers;multipo-
larization;roleorientation;risinginthepeacefulway

  一、世界格局的变迁

世界格局,也叫国际格局或国际政治格局,是指

一定时期内国际上各种基本力量对比所形成的相对

稳定的结构或体系。其重要特征是它的相对稳定

性,这包含两层含义:世界格局具有稳定性,这是说

世界格局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发生变化,因而具有

稳定性。但这种稳定又是相对的,因为世界上各种

力量毕竟是在发生着此消彼长、重组等变化。当然,
这种变化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一旦从量变发展到质

变,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变化。决定世界格局的基本

因素有两个,“一是实力分布,二是国家之间的关系

结构”[1]。实力分布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世界格局

的相对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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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世界格局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
世界格局的第一次变化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近代以来,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一直在欧洲。
在这个舞台上活跃着的主要力量是英、德、法、俄等

欧洲列强,尽管美、日等国也在崛起中。第一次世界

大战使传统的欧洲列强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德
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被摧毁,英、法、意
等国也受到削弱,美国和日本则迅速崛起。俄国发

生十月革命,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世界上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一次世界大战改

变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催生了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使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战后初

期,帝国主义战胜国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建立新的国

际秩序,先后召开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调整了

它们在欧洲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形成了凡尔

赛—华盛顿体系,这个体系构成了帝国主义战后国

际关系的基本格局。
世界格局的第二次变化发生在第二次世界战

后。如前所述,近代以来直到二战时期,国际关系的

基本格局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战后这一格局被美

苏两极格局所取代。这一重大变化的标志,是雅尔

塔体系的确立。雅尔塔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在1945
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举

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确定的,也包括在此前后召开的

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确定的有关内

容。具体为:处置战败国,防止法西斯主义东山再

起;重新确定战后欧亚的政治地图,重新划分法西斯

战败国及其被占领地区的疆界;建立联合国;等等。
雅尔塔体系实质上是美苏两国根据自己的战略要求

对世界格局作出的两分天下的划分,它是建立在美

苏实力大体均衡的基础上的,打下了强权政治的烙

印。两极格局下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由于在社会

制度、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存在巨大差异,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冷战。
世界格局的第三次变化发生在1989-1991年,

其标志性事件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通过对上个世纪世界格局变迁史的简要回顾,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一是世界上的话语权,从来

都是靠实力取得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

是综合国力的竞争。20世纪上半期以前,由于英、
法、德等欧洲列强力量最强,欧洲便成了世界格局的

中心。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摧毁,欧洲列强受

到重创,美苏两强崛起,世界格局的欧洲中心遂演变

为美苏两极对峙格局。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强大的苏联不复存在,两极格局即告终止。二是霸

权主义不得人心,是行不通的。德国为了称霸欧洲,
两次发动世界大战,都以失败而告终。美苏争霸同

样没有好结果,它拖垮了苏联经济,成为苏联解体的

重要原因之一。

  二、当今世界格局的特点

关于两极格局崩塌后的世界格局,国内外学者

有不同看法。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有三:一是“多极

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持此观点。他认为后冷

战时代的世界格局是美、欧、日、俄、中多极并立的时

代。二是“单极—多极论”,以哈佛大学教授塞缪

尔·亨廷顿为代表。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已进

入超级大国美国与几个强国并存的“单极—多极”时
代,这个时代将持续大约20年。三是“单极论”。美

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持此说。布热津

斯基认为21世纪初的世界将由美国主宰[2]。我国

学者比较普遍的观点是“一超多强”和“多极化”,其
中“一超多强”是世界格局的基本架构,“多极化”是
发展趋势。“一超”指美国,苏联解体后美国是世界

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多强”指欧盟、日本、俄罗斯、中
国等国家和国家联盟,这是当今世界格局中几个主

要的力量中心。还有一种比较新但不占主流的观点

是“非极化”,认为世界格局发展的大趋势是非极化。
非极化是指“极”以外的力量(即非极力量,指以第三

世界为主体的不能成为“极”的广大中小国家和非国

家行为体)不断发展壮大,致使“极”在世界格局中的

地位下降、影响减弱的过程[3]。
关于当今世界局势的基本判断,胡锦涛有一个

精辟的概括,即五个“继续发展”和五个“深刻复杂”:
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但单极还是多极的斗争

依然深刻复杂;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但国际经

济竞争依然深刻复杂;不同文明交流继续发展,但国

际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国际战略安

全形势总体稳定态势继续发展,但人类面临的安全

挑战依然深刻复杂;国际协调合作继续发展,但围绕

国际秩序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这一精辟概括是

2006年8月胡锦涛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作出的,
是当前对国际形势最科学、最准确、最全面的表

述[4]。
具体而言,“一超多强”架构和“多极化”趋势下

的国际格局呈现出这样一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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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世界局势总体缓和和区域动荡并存。
苏联解体后,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在一个相

当长的时期将不复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后冷战时

代国际形势的主流,但天下并不太平。由于国际形

势的变化与美国和北约的插手、干预,地区性的矛盾

和冲突甚至战争不断爆发,如前南斯拉夫地区爆发

的波黑内战、科索沃冲突、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伊拉

克战争等。
第二,“一超”和“多强”的并存与博弈。
不可否认,两极结构崩塌后,美国作为当今世界

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拥

有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优势,这些也是

它企图称霸世界的资本。但“多强”也在不断发展。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欧盟的地位和实力进一步

提高和增强,在国际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日本已

发展成为经济大国,正积极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前

几年日本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是一个信

号。俄罗斯已熬过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困难时期,正
在重新崛起,在与美国和北约的对话中态度越来越

强硬。2008年8月俄罗斯强力介入格鲁吉亚内部

事务并于8月26日不顾美、英、法等国的反对承认

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就是明证。随着综合国

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一超”和“多强”将相互

制约,在竞争和斗争中求得各自的发展。
第三,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仍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主要

任务。
第四,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趋势不断加强。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和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

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三个区域经济集团的相继

成立,标志着在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形成的同时,世
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格局也形成了。

  三、和平崛起的大国———未来中国
的角色定位

  准确地给一个国家在国际格局中进行角色定

位,是一国选择国际战略的基本依据。角色定位是

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何种作用或成为何种

国家。这种定位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

及其所能扮演的角色,也指它在国际格局中所能发

挥的作用和影响[5]。正在和平崛起中的大国,应是

对未来中国比较准确的角色定位。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访美期间在哈佛大

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他说:今
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这

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向外界明确地用“和平崛起的

大国”概念为未来中国进行角色定位。

1.“和平崛起”的思想渊源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对和平

的热爱,有着几千年的思想渊源。中国历史上影响

最大的思想家孔子,他的思想的核心便是“仁”。孔

子对“仁”有许多解释,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等等,主张以爱人之心调整与和谐社会

和人际关系。孔子还为未来世界描绘了“大同”的美

好图景,他在《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

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

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

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是中国古代思

想中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第一个乌托邦方案。
中国历代思想家或多或少接受了孔子大同思想

的影响。战国时期的墨家创始人墨子,主张“兼爱”、
“非攻”。“兼爱”就是爱一切人,“非攻”就是反对战

争,尤其是掠夺性战争。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追求

“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

均匀,无处不饱暖”(见《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社

会。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在他的《大同

书》里,描绘了“全地大同,无国土之分,无种族之异,
无兵争之事”,“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理

想社会的蓝图。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则认为应

先在中国各民族间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再扩大到

全人类,最终实现“大同盛世”。在2008年北京奥运

会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开幕式上,由庞大的

演员方阵排列而成的一个个巨大的、字体不同的

“和”字,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对和平的热爱

和期待,给各国参赛者和来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中国应走

和平建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处理国与国之间的

关系,中共几代领导人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一脉相承

的思想也体现为一个“和”字。早在20世纪50年

代,中国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对外

关系的基本准则。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与

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会

谈时,提出了“和平为上”的思想[6]。进入80年代以

后,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

的著名论断[7]。1995年10月,江泽民在纪念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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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示,要
“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中国

“绝不谋求霸权,绝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8]。

2005年4月,胡锦涛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提出了

“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2009年3月,温家宝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9]。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思想

主线就是仁爱、和平,这是未来中国角色定位的思想

基础。

2.“和平崛起的大国”定位的现实基础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取决于其

综合国力的强弱。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生存

和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即物质力和精神力)及国

际影响力的合力,包括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军事

力、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七个方面,其中经济力和

科技力是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经济实力明显增强。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

为2.229万亿美元,在世界上排名第四,排名世界前

三的依次为美国(12.455万亿美元)、日本(4.505万

亿美元)和德国(2.781万亿美元)[10]。同年,中国对

外贸易总额达1.4221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
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6年,中国的外汇储

备超过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名列第一[11]。在政治

上,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

一票否决权。中国的军事实力也不容小觑。科技方

面,中国研制出了原子弹、氢弹,航天技术也居于世

界前列。继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神舟六号”
成功飞天后,“神舟七号”又于2008年9月25日发

射升空。文化教育方面,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全
球掀起了“汉语热”。以推广汉语、传播中华文化为

宗旨的孔子学院自2004年3月第一所开办于韩国

起,到2008年3月已达238所,遍布全球69个国家

和地区[12]。截至2009年3月,全球已有81个国家

共建立了256所孔子学院,还有40多个国家的150
多所学校和机构向中国有关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了申

办孔子学院的申请。世界主要国家学习汉语的人数

正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全世界学习汉语的总人

数已达4000万[13]。2008年8月,中国成功地举办

了第29届奥运会,并首次取得了奥运会金牌总数第

一的佳绩,一跃成为体育大国。因此,就综合国力而

言,中国已算得上是大国了,而且是世界多极化结构

中的一极。邓小平曾说:“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
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14]

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许多方面

离真正的大国、特别是全球性大国的实力还有很大

的差距。中国的GDP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

一,人均GDP更低。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如美国和俄

罗斯,国民素质、受教育程度和科技发展的总体水平

也较低。因此,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大国的话,也只能

算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并未完成崛起。

3.和平崛起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世界历史上,以往大国(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

国家英法,还是后起的德国和日本)的兴起或崛起,
主要是靠武力征服和战争,通过对外扩张和掠夺来

实现的,这是一条充满血腥的道路,也是一条不得人

心的道路。这条道路曾经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

地区的人民造成了深重而长期的灾难。上个世纪爆

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对人类生命和文明的极大

摧残。后来长达40多年的美苏争霸和冷战,也已被

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既使美国受到一定程度的削

弱,也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显然不能走上述国

家的大国之路。那么,中国应该走怎样的大国崛起

之路呢? 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已经作出了明确且

明智的选择,那就是走和平发展之路。关于中国为

什么要走而且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胡锦涛有一个

精辟的阐述。胡锦涛2005年11月9日访问英国期

间在伦敦金融城发表的重要演讲中,用三个“必然选

择”对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由进行了高度

概括。他指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有现实

需要,又有历史根源,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
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是基于当今

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15]。胡锦涛的讲话清楚

地指明了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那就是和平发展、和
平崛起。即使中国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不对

别国事务指手画脚。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之路,就
是未来中国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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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的必然选择。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及时增

加对农村务农人员的培训投入,稳定直至提高农村

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对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组

合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水平也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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