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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政策主张与历史经验
———基于党代会政治报告的分析

朱　旭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摘　要］　全球治理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展现负责任大国地位

的重要体现，党代会政治报告对中国外交的论述是有关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最具权威性的文献。
本文厘清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以全球治理的主体、客体、价值、机制和效果为分析框架，从新中

国成立以来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梳理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政策主张。从中可以看

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经历了四个阶段：革命外交路线下的反霸权治理、改革开放后积极融入

全球治理体系、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参与全球

治理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前提条件；反对霸权治理是鲜明旗帜；
积极开展对外援助是重要法宝；重视联合国的作用是重要依托；践行国际合作是唯一道路。为

此，中国需要在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上做出回应与贡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观，致力于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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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代会”）是中国共

产党发展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新中国成立至今共召

开了十二次党代会。党代会的重要决策体现在其政治

报告中，历届党代会政治报告都呈现了当时中国共产

党的执政理念、价值取向、理论指导和战略安排，凝聚

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思考和部署，是

观察中国政治方向的风向标。全球治理已经成为中国

参与国际事务、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展现负责任大国地位的重要体现。党代会政治报

告对中国外交的论述是有关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最具权

威性的文献。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

中梳理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政策主张，有利于把

握中国与世界互动互构的脉络，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

推动构建新 型 国 际 关 系 以 及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重 大

意义。

一、全球治理的概念与要素

全球治理的出现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产物。
从实践上看，全球治理的实践同全球化发展密切相关，
远远超前于规 范 的 理 论 建 构。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前，人

类就开始构思全球化时代带来的问题与解决方案，在

实践上寻求有效的国际合作，如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

构建的大国协调机制就可看作是某种形式的全球治理

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
四点”和平计划，为后续的全球治理实践提供了宝贵经

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的成立标志着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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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治理国际问题的正式开启，美国着手建立布雷顿

森林体系用以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对全球治理产生了

重要影响。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
全球治理的实 践 日 益 扩 大。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后，全 球

化的发展使得全球治理实践的条件更加成熟，各类治

理主体不断涌现，治理实践的范围不断扩大。也正值

此时，学术界明确提出全球治理概念，积极构建全球治

理理论。当前，全球治理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实际

需要，是目前唯一可抗衡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现实

选择。
从理论上看，“全球治理”概念存在多种定义。该

概念最早 出 自 联 合 国 框 架 下 建 立 的“全 球 治 理 委 员

会”，其在１９９５年联合国成立５０周年之际发表了《天

涯若比邻》的研究报告，指出全球治理“是个人和机构、
公共和私人管理一系列共同事务方式的总和，是一种

可持续调和冲突或多种利益诉求并采取合作行为的过

程”［１］１。同一时期，美 国 著 名 国 际 关 系 学 者 詹 姆 斯·
罗西瑙从学理层面认为，全球治理“可设想为包括通过

控制行为来 追 求 目 标 以 产 生 跨 国 影 响 的 各 级 人 类 活

动———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系统”［２］４－５。此

外，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戴维·赫尔德等西

方学者对全球治理都进行了系统研究。进入２１世纪，
国内学界开始关注全球治理，并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
俞可平［３］认为，“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

力的国际机制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
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

秩序”。蔡拓［４］指出，“全球治理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

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的，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

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

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从以上

界定可以看出，“全球治理”这一概念存在模糊性，学界

对其定义并未达成广泛一致的共识。本文在吸收已有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全球治理定义为“国际社会的各

种行为体通过国际机制共同管理、控制和解决全球性

问题的实践活动”。
全球治理 的 要 素 是 全 面 理 解 全 球 治 理 理 论 的 关

键。通常认为，全球治理的要素包含五个方面：全球治

理的主体、全球治理的客体、全球治理的价值、全球治

理的机制、全球治理的效果。这些要素基本回答了谁

治理、治理什么、为何治理、如何治理、治理效果如何等

问题［５］１０。
（一）全球治理的主体

全球治理的主体是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制的组织机

构。除主权国家及其政府外，全球治理主体也正在突

破一国的治理范围，从主权国家政府过渡到其他主体。
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行为体正在构成日益复杂的治

理网络结构，表现为全球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概括

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次国

家的地方政府；正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
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非正式的全球公

民社会组织；非政府的国际民间组织、跨国社会运动、
无主权组织、政策网络、学术共同体、慈善组织、绿色组

织和全球精英等。随着世界政治的演变，非国家行为

体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更加明显的作用。
（二）全球治理的客体

全球治理的客体就是全球治理的对象，表现为已

经深刻影响或者将要影响整个人类的全球性问题。一

般包括：全球 安 全 议 题，如 国 家 间 或 区 域 性 的 武 装 冲

突、核武器的生产与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产和

交易、非防卫性军事力量的兴起等；全球经济议题，如

全球金融市场、贫富两极分化、全球经济安全、公平竞

争、债务危机、国际汇率等；全球生态环境议题，如资源

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臭氧衰竭、生物多样性丧失、渔业

捕捞、动植物种濒危、气候变化等；跨国犯罪议题，如走

私、非法移民、毒品交易、人口贩卖、国际恐怖主义活动

等。这些问题 的 产 生、发 展、解 决 都 有 自 身 独 特 的 规

律，依靠一国或几国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需要国家之间

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合作，共同承担治理责任。
（三）全球治理的价值

全球治理的价值是其倡导者希望达到的目标，这

些价值共识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

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价值和关怀，可以汇集世界尽

可能多的人共同承担治理责任，满足拥有不同背景、文
化群体的治理需求。全球治理的正当价值基础可以弥

合人们之间 的 价 值 冲 突，推 进 全 球 治 理 的 精 神 建 构。
有效的全球 治 理 一 方 面 追 求 各 国 之 间 达 成 的 治 理 目

标；另一方面更要尊重各国多样性的现实条件，照顾多

方利益。《联合国千年宣言》确立的２１世纪国际关系

最基本的价值是自由、平等、团结、容忍、尊重大自然和

共同责任，这也是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一般来

说，全球治理的价值主要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相

互尊重、爱心和正直。全球治理价值的生成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推进以全球整体利益为己任的全球治理过

程，就是塑造全球价值的过程［６］。
（四）全球治理的机制

全球治理的机制实质上是为应对全球性问题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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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由多元行为体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

机制。全球治理需要国际机制来发挥重要作用。没有

一套能够为 全 人 类 共 同 遵 守 且 具 有 约 束 力 的 普 遍 规

则，全球治理便无从谈起。全球治理的核心就是各类

正式和非正式的国际机制。国际机制奠定了全球治理

的制度基础和组织平台，是保证各层次行为体积极参

与全球治理的坚实基础，致力于促成更深层次的合作。
具体来说，国际机制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

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
在全球治理机制中，各类国际规则越来越受到重视，如
何制定国际规则，如何维护、加强和更有效地执行规则

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关切［７］５９。
（五）全球治理的效果

全球治理的效果可以通过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

来判断。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决定了全球治理的成效，
在不同的治理区域和治理领域，全球治理的效果存在

较大差异。如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长期采取基于单边

主义的霸权治理模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诟病；中国

参与全球治理的活动不仅有效推动了本国发展，而且

深刻影响着全球治理本身。为此，需要对全球治理的

效果进行审慎评估，以此对国际机制和组织进行改革

和再设计。当前，由于全球治理机制的绩效影响因素

和评估难度的增加，全球治理的效果出现了日益模糊

化的趋势。从治理评估的角度看，如何衡量与评估现

有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规划设计未来的

全球治理机制，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政策主张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是中国外交实践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而，从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也可看出中国

参与全球治理的政策主张。作为全球治理的后来者，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最早可追溯至１９５５年的万隆会议。
近年来，中国外交的主线是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以中国

理念和实践引领全球治理变革。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

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表现为革命外交路线下的反霸

权治理、改革开放后积极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在全球治

理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四个阶段。在各阶段，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政策主张

既有坚守和传承，也有发展和创新。
（一）革命外交路线下的反霸权治理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一

系列国际制度与机构，牢牢掌控着全球治理的主导权，
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孤立和排斥在全球治理体系

之外。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重返联合国为标志，中国开

始局部参与全球治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珍

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对挑战主权的全球治理

抱有怀疑和戒心。虽然承受着来自西方国家的强大压

力，但是中国政府在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机制保持

警惕的同时，也坚决反对霸权治理，为地区安全治理做

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５６年，中国共 产 党 第 八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以 下

简称“八大”）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首次党代

会。八大政治报告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七年来的基本经

验，用大篇幅文本论述了国际关系。从阶级观出发，提
出要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革命斗争，认为社

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之间应该加强合作，这“既
符 合 于 彼 此 的 共 同 利 益，也 符 合 于 世 界 和 平 的 利

益”［８］１８８。因此，中国 人 民“积 极 支 持 一 切 被 压 迫 民 族

和被侵略的 国 家 反 对 殖 民 主 义 和 维 护 民 族 独 立 的 斗

争”［８］１９１。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五项原则”，即在国家之

间处理相互关系时，要“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

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８］１９１，而

且“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

家”［８］１８８－１９１。报告还 用 大 篇 幅 反 对 美 国 的 扩 张 政 策，
认为“美 帝 国 主 义 是 当 前 最 大、最 贪 婪 的 殖 民 主 义

者”［８］１９０；美国在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后 进 行 的 扩 张 活 动，
其目的是“力图树立世界霸权”［８］１８９，并且“竭力在国际

事务中排斥我国，蛮横地剥夺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

位”［８］１９１。报告表明了中国的立场，认为中国在国际事

务中将坚持自己的方针政策，“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

的事业而努力”［８］１９０。
相较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务实，１９６９年召开的九大

更加突出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针对１９６９年发生的珍

宝岛事件，九大政治报告用整整七段内容揭露苏联的霸

权行径，认为“苏联政府一手制造了武装侵犯我国领土

珍宝岛的事件”［８］３３；并对美苏 两 个 超 级 大 国 进 行 了 共

同批判，认为“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妄

想重新瓜分 世 界，既 互 相 勾 结，又 互 相 争 夺”［８］３３０。在

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九大报告认为，要在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的原则下“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

族的革命斗争”［８］３３２。因 此，“中 国 共 产 党 和 中 国 人 民

一定要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８］３３０，坚决

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反抗侵略与压迫的正

义斗争。九大报告重申了“五项原则”，认为各国的事

情由各国人民来解决。强调“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与

邻国的关系，也适用于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要“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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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８］３３２，所有国家和

政党“都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

原则上”［８］３３３。
十大和十一大报告是九大思想的承续［９］。这两次

党代会报告都认为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
因此，中国要团结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
制和欺负的国家，与之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

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

大国的霸权主义”［８］４１０。在十大报告中，“五项原则”首

次被称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中苏之间的原则

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

正常化”［８］４１０。从该 表 述 可 以 看 出，中 国 已 经 把“和 平

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双边关系的理论基础。从十

大开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现在后来历次党代会

政治报告 中。十 大 报 告 还 首 次 使 用 了“第 三 世 界”概

念，认为“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

一件大事”［８］４０９。

１９７７年召开的十一大仍然举着“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旗帜，首次提到毛泽东的“三个世界”
理论，认为该理 论“具 有 重 大 而 深 远 的 意 义”［８］４７７。十

一大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比较乐观，认为“当前国际

形势大好”，因为“一个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干涉、颠

覆、控 制、欺 负 的 国 际 统 一 战 线 正 在 广 泛 开 展 起

来”［８］４７６。报告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中国要

在此基础 上，“同 各 国 建 立 和 发 展 关 系”［８］４７８，这 说 明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础。
报告认为中美上海公报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认为

苏联到处侵略扩张，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已经蜕变为社

会帝国主义国家。因此，“我们坚持同它的霸权主义进

行针锋相对的斗争”［８］４７６－４７８。
从八大到十一大，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革命

者”或“挑战者”的角色。在此阶段，中国是全球治理体

系的旁观者，甚至是对抗者。从全球治理的主体来看，
中国政府几乎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唯一主体。中国

的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还处于生成与初创时期，与

西方发达国 家 差 距 很 大，尚 没 有 能 力 参 与 全 球 治 理。
从全球治理的客体来看，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主要

集中在全球政治领域，是革命外交路线下的反霸权治

理。从全球治理的价值来看，主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和“三个世界”为价值理念，维护国家主权和捍卫第

三世界利益。从全球治理的机制来看，受限于内外因

素，中国在此阶段不得不接受和适应西方主导的治理

规则和国际机制。从全球治理的效果来看，中国在这

一时期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实践是被动的、局部的和有

限的，还没有能力在国际组织和制度中发挥影响作用。
（二）改革开放后积极融入全球治理体系

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 以 后，国 际 环 境 的 变 化 以 及 国 内

改革开放的 推 进 为 中 国 参 与 全 球 治 理 体 系 提 供 了 前

提。改革开放让中国能够“引进来”和“走出去”，为中

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内生动力和经验借鉴。在

经历了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

参与不断深入，其目标是成为现存国际体系中的一员。

１９８２年召开的十二大将１９７８年确立的改革开放基

本国策在政治报告中予以确立。十二大报告首次提出

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问题，认为实行

对外开放“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８］５９７。报告肯

定了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认为第三世

界“改变了联合国仅仅是受某些大国操纵的一架表决

机器的情况”“第三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援助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８］６０５。“南南合作”这种形式“有助于冲破

现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８］６０５。中国会“一贯尽力援助与

我们共命运、同 呼 吸 的 第 三 世 界 国 家”［８］６０５，而 且，“无

论是进行互利合作还是提供援助，我们都严格尊重对

方的主权，从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８］６０５。

１９８７年召开的 十 三 大 系 统 阐 述 了 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段理论，制定了到２１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十三大报告提到“围绕和平和

发展两大主题”［１０］８，这是党代会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到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从十三大开始，“和平与发

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出现在了后来的历次党代会政

治报告中。十三大报告充分肯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

策，认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已经在实行

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今后，“必
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进一步扩大

对外开放的 广 度 和 深 度”［１０］１４。在 论 述 经 济 发 展 与 环

境保护的关系时，认为“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大

力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努力开展对环境污

染的综合治理，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把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很 好 地 结 合 起 来”［１０］１５。“治 理”一

词首次被写入党代会政治报告。

１９９２年召开的 十 四 大 确 立 了 邓 小 平 建 设 有 中 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十四大报告

认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国际影响不

断扩大，国际地 位 不 断 提 高”［１０］１５。报 告 首 次 提 到“多

极化”，认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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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正朝着多极 化 方 向 发 展”［１０］１５。从 十 四 大 开 始，“世

界多极化”出现在后来的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十

四大报告认为，随着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发展

中国家 的 经 济 环 境 逐 步 恶 化，“南 北 差 距 进 一 步 扩

大”［１０］１５。因此，不能 把 世 界 的 发 展“建 立 在 广 大 发 展

中国家贫穷 落 后 的 基 础 之 上”［１０］１５。对 于 参 与 国 际 事

务问题，报告认为，所有国家“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

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１０］１２７，而且，解决国与国之间

的分歧和争端，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应当

遵 照 联 合 国 宪 章 和 国 际 法 准 则，通 过 协 商 和 平 解

决”［１０］１２７。报告还 首 次 提 到 了 人 权，认 为 人 权 问 题 在

本质上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的事，“坚决反对利用人权

问题干涉别国内政”［１０］１２７。

１９９７年召开的 十 五 大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一 次 跨 世 纪

的重要会议。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提出了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规划了跨世纪发展的战

略部署。十五大报告肯定了多极化的作用，认为“多极

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１０］２３５。
但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１０］２３５。首次提到要解决全球性问

题，面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遭遇的挑战，世界各国“要

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１０］２３５。因此，
“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解决”［１０］２３５。

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都提到了联合国，认为作为

联合国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不但要“重
视联合国的作用，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１０］２３５，还要坚

持实事求是和伸张正义的原则，“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

会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裁军进程，促进全球发展，以

及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１０］２３５。在历

次党代会报告中，十四大报告中“联合国”一词出现的

频率最高，也是党代会首次在政治报告中表明中国对

联合国的态度和立场，说明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上对联

合国的重视程度。十五大报告更是强调，中国要充分

发挥在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积极参与多

边外交活动。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都提到建立国际新

秩序，因为它“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了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１０］２３５－２３６。
从十二大到十五大的政治报告可以看出，伴随着

改革开放，中国认识到国家经济发展离不开外部世界，
国际制度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为此，中国开

始陆续参与国际制度，积极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从全

球治理的主体来看，中国政府依然是中国参与全球治

理的核心主体，但已经不是唯一主体，非国家行为体开

始发挥作用。从全球治理的客体来看，中国在这一时

期不仅关注全球层面的治理议题，也开始积极参与东

亚区域治理。从全球治理的价值来看，中国在参与全

球治理过程 中 反 对 不 公 正 和 不 合 理 的 国 际 经 济 旧 秩

序，更加追求公平和正义。从全球治理的机制来看，中
国参与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不断增加，最显著的例

子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重要机制。从全球治理的

效果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在广度和

深度两个维度都得到了体现，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开

始发生转变，逐步由全球治理体系的“旁观者”转变为

“参与者”，并开始逐步融入国际体系。
（三）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在广度和深度方

面均保持了连续性。不过，与前阶段不同的是，随着参

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不断加快，中国开始对全球治理实

践进行归纳总结，积极回应全球治理过程中产生的矛

盾和问题，并提出了与西方大国全球治理理念截然不

同的“和谐世界”理念。和谐世界理念可以看作中国自

己的全球治理理念，其价值目标是要建立公正、合理的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
这一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更加多元、客体更

加宽泛、价值更加深刻、机制更加灵活、效果更加彰显。

２００２年召开的 十 六 大 确 立 了“三 个 代 表”重 要 思

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加入世贸

组织，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因此，要“坚持‘引进来’
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适应经

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

领域 和 更 高 层 次 上 参 与 国 际 经 济 技 术 合 作 和 竞

争”［１０］３３１。这是 党 代 会 政 治 报 告 首 次 提 到“经 济 全 球

化”。在对外工作方面，报告认为中国已经开始积极参

与国际交流和合作，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国际地

位进一步提高。首次提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

经济 新 秩 序”［１０］３３７，主 张“顺 应 历 史 潮 流，维 护 全 人 类

的共同利益”“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

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都从中受益”“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

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１０］３３７。认为各国的事情应在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协商和妥善解决。
在区域合作方面，报告认为要“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

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１０］３３７。

２００７年召开的十七大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提

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十七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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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１０］４６９。
在论述生态环境保护时，指出应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

能力建设，为 保 护 全 球 气 候 作 出 新 贡 献”［１０］４７６。这 是

党代会政治报告首次对全球气候治理做出回应。认为

随着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世
界多极化趋势也在加强，因此，“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

未艾，国与 国 相 互 依 存 日 益 紧 密”［１０］４８３。报 告 主 张 推

动构建和谐世界，认为各国应该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准则，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国际

关系中“弘 扬 民 主、和 睦、协 作、共 赢 精 神”［１０］４８４，承 诺

“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１０］４８４。因此，中国

将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坚持国家

之间一律平等原则，广泛开展区域合作，努力营造“和

平稳定、平 等 互 信、合 作 共 赢 的 地 区 环 境”［１０］４８４，在 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
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都重申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主题，认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和平与发

展带来了机遇，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不可阻挡

的时代潮流；都认为中国将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都提到了

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和挑战，认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

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

在，南北差距逐渐拉大。因此，中国需要继续积极参与

多边事务，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

展。报告都主张加强国际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

主义，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
全球化的时代凸显出全球性的问题，这在十六大

和十七大 政 治 报 告 中 都 有 提 及。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的 国

际金融危机使西方国家软硬实力严重受损，全球贸易

增长缓慢，国际恐怖主义肆虐全球等一系列事件，既暴

露了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先天不足”，也凸显了提升

全球治理水 平 和 变 革 全 球 治 理 体 系 的 必 要 性 和 紧 迫

性。作为全球化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这一正在

崛起的大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正日益受到重视。中国

从“被治理”的国际制度“参与者”转变为“治理”主体的

“改良者”。在此阶段，中国不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
且努力寻求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争取

在国际舞台上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成为解决区域性、世
界性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四）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

的不稳定不确定性突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推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分析全球治理的演

变规律，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在维护全球治理

框架的基础上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

实践上主动 建 立 新 型 制 度，开 展 全 面、系 统 的 治 理 行

动，积极提供 全 球 公 共 产 品，推 动 全 球 治 理 体 制 机 制

“增量”改 革，为 破 解 全 球 治 理 赤 字 贡 献 了 中 国 智 慧。
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中国召开的周边外交座谈

会为标志，中 国 参 与 全 球 治 理 进 入 了 新 的 发 展 阶 段。
作为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多边主义的践行者，中国在

全球治理舞台中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

２０１２年的十八 大 报 告 在 总 结 过 去 五 年 的 工 作 时

指出，“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

法权益，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

变革”［１０］５９０。这 是 党 代 会 政 治 报 告 首 次 提 到“全 球 治

理”的概念。十八大报告认为“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

位拓展”［１０］６０５，并首次详述了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主要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

稳定不确定 因 素 增 多，全 球 发 展 不 平 衡 加 剧，霸 权 主

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

生，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更加突出”［１０］６０５。同时表明了中国解决这些全球性问

题的态度，即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

略，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多边

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发挥积极作用，共同

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
动国 际 秩 序 和 国 际 体 系 朝 着 公 正 合 理 的 方 向 发

展”［１０］６０６。这是 党 代 会 政 治 报 告 首 次 提 到 要“参 与 全

球经济治理”。报告呼吁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

繁荣的和 谐 世 界”［１０］６０５，并 且 倡 导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主张维护国际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弘扬平等互信、
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

进人类共 同 利 益”［１０］６０５，这 是 在 党 代 会 政 治 报 告 中 首

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２０１７年召开的 十 九 大 是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进 入

新时代召开的一次大会。十九大报告在回顾过去五年

的工作时指出，中国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

化的外交总体布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

力进一步 提 高”［１１］７。报 告 对 世 界 形 势 做 出 了 科 学 判

断，认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１１］５８，
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变得日益突出，人类面

临许多共同的挑战，如“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

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

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持续蔓延”［１１］５８。面对这些全球性的挑战和风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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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世界各国应该加强全球治理，团结协作、共同应对，
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

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１１］５８。
此外，十九大报告还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即建设一个“持 久 和 平、普 遍 安 全、共 同 繁 荣、开 放 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１１］６０。提出要“积极促进‘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推动建设开 放 型 世 界 经 济”［１１］６０，其 目

的是打造一个国际合作的新平台，最终缩小南北发展

差距。首次提出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即“共商共建共享

的全球治理观”［１１］６０，这对于中国的全球治理实践具有

纲领性的指导作用。在此全球治理观的指导之下，中

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体系改革和建设”［１１］６０，这是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

“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理念。
十八大以来，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指引下，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深度参与更具全球视野、更富进取

意识、更有开创精神。与前几次党代会不同，十八大和

十九大政治报告 中 都 明 确 提 到“全 球 治 理”，“全 球 治

理”理念正式被纳入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中。此阶段，中
国的国际身份再次出现转型，不仅是全球治理的参与

者和改良者，更是新国际制度的建设者和引领者。
从全球治理主体来看，中国政府日益成为全球层

面的重要行为体，其行为正深刻影响着全球治理的走

向。此外，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在国内和

区域层面进行着多领域的深入合作，三大主体在全球

性问题的治理上开展广泛的对话、协商和合作，使得全

球治理成为一个多层次、多部门的综合治理体系。从

全球治理的客体来看，中国在此阶段参与全球治理的

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中国参

与的治理活动既包括核安全、军控、防扩散等传统安全

治理，也包括反对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贫困治理、传染

病治理等非传统安全治理；在全球经济领域，中国参与

的治理活动涵盖了全球贸易、全球金融等各个部分；在
全球生态环境领域，中国参与的治理活动包括了全球

气候治理、水污染治理、全球能源治理等方面。从全球

治理的价值来看，此阶段，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目标，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如在全球

经济治理领域，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价值观；
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提倡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共

享共治、合作共赢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超越了国家和

意识形态的分野，是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

理论创新。从全球治理的机制来看，中国在此阶段主

动缔造新规则，改革现有制度并建立新的制度。如通

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制度建设，中
国已经形成了改善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中国方案。从全球治理的效果来看，近年来，在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不断创

新，成绩斐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标志，在全球经济

治理领域，中国开始发挥引领作用，在全球安全、气候

变化和互联网治理等领域，中国的影响也不断显现，越
来越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方案开始引领全球

治理。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经验

中国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有关全球治理的论述

表明，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上逐步实现了从“局外”到

“局内”，从“旁 观”到“参 与”，从“建 设”到“引 领”的 转

变。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政策主张可以看出，这些

转变不仅根植于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对成功经

验的总结，如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治理、

积极开展对外援助等；也得益于对诸多教训的吸取，如
曾经一度对联合国的否定和抵制。我们需要继续坚守

和传承好的历史经验，反思曾经的教训，以“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一）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中国参与全球

治理的前提条件

从八大到十九大，政治报告中都有“五项原则”或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相关表述，说明中国外交政策

保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

延续性。从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对该原则的强调可以

看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不是过时了，而是历

久弥新”①。其中包含的４个“互”字、１个“共”字，体现

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治精神；其中

体现的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等价值观，使得该国际法

原则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与全球治理所倡导的价

值观不谋而合。正是在该原则的指引下，中国在理念

上认为全球治理观念是全球合作意识的体现，是长期

以来人类文明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在实践上逐步开展

国际合作，携手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如中

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始终遵守“不干涉内政”原则，在

全球治理中凝聚最大共识、形成治理合力。可以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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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了全球治理价值的多元化，为中

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理论遵循和法理基础。当前，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就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全

世界只有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同舟共济、权责

共担，才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凝聚共识，共同呵护人类赖

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６０周年

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多次阐明中国一直是不干涉内政

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摒弃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壮大了反帝反殖力量，加
速了殖民体系崩溃瓦解，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
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建设，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

准则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

赞同和遵守，已被当今世界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文

件所采纳。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不仅在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两极格局中为中

国寻找和拓展了生存空间，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更
在与时俱进的成长中，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塑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树立了

良好的国际形象。
（二）反对 霸 权 治 理 是 中 国 参 与 全 球 治 理 的 鲜 明

旗帜

从八大到十九大，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都有“反
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扩张军备”“反对强

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等表述。无论是美国的霸权

主义还是苏联的霸权主义，新中国从一开始就旗帜鲜

明地加以反对。从十一大到十九大，除了十三大政治

报告没有明确提及，其他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都明确

提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和立场，即“永远不称霸”“永
远不搞扩张”。坚持在国际关系中恪守和实践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本身就必然要反对霸权主义。为反对霸权

治理，中国不仅在外交上制定了旗帜鲜明的反侵略政

策，而且在必要时也采取了相关反侵略行动，对世界政

治产生了极大影响。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反

对霸权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发起成立的新型国际组

织是一种没有霸权的全球治理机制；中国试图通过“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价值

观，推动全球化均衡发展，纠正“逆全球化”方向，使发

展中国家都能收获全球化的成果；中国始终是维护世

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为全球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为全

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方案。
“保卫世界和平和反对霸权主义是国际安全关系

的基本准则”［１２］。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冷战结束

以来，美国借处于国际体系中心的优势治理世界，全球

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深刻的美国印记。美国在全

球治理中推行霸权治理模式，通过其主导的联盟体系

和国际制度发挥作用，以维护美国霸权稳定。这样的

霸权逻辑使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持工具性的实用主义

立场，即在全 球 治 理 上，当 有 利 于 实 现 美 国 国 内 利 益

时，美国就积极参与；而当全球利益与美国国内利益不

完全一致时，美国就会“全然抛却全球公共利益，只以

美国国家利 益 为 先”［１３］，这 些 行 为 给 世 界 多 个 地 区 的

安全发展带来阴影。真正的全球治理不是“美国治理

世界”或者“西方治理世界”，而是世界各国———尤其是

代表人类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
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集体行

动。“全球治理必须是真正全球的”［１４］１０。在未来全球

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过程中，新兴国家的参与及其对

国际制度的改革必将使霸权治理模式难以持续。作为

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始终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尊重主权原则、尊重文明多样性以及发展模式多样化，
通过平等协商处理矛盾和分歧，反对霸权和强权政治，
积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更多公

共产品。
（三）积极开展对外援助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

要法宝

从“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

争”（九大）到“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

援助力度”（十九大），中国一直以积极的姿态开展对外

援助，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因此，
开展对外援助，承担国际责任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的重要法宝。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曾

经也是受援国之一。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对苏联等国

援助中国有着极高的评价，认为“兄弟国家的这种同志

式的援助，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这种援助，无
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所不可缺少的”［８］１９０。
当自身获得发展之后，中国坚持履行国际义务，在“南

南”合作框架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

助。如今，中国已逐步从国际发展援助的边缘走向中

心，随着参与国际发展事务能力的增强，中国在力所能

及的前提下，积极支持多边发展机构的援助工作，以更

加开放的姿态开展经验交流，探讨务实合作，提供全球

和区域公共产品。
西方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是一种富国

对穷国单向度的捐赠与施舍，而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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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则是一种第三世界人民帮助第三世界人民的双

向度的相互援助与支持，旨在推进自身和亚非国家的

民族解放事 业 与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事 业［１５］。正 如 十 二 大

报告所指出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

一 贯 尽 力 援 助 与 我 们 共 命 运、同 呼 吸 的 第 三 世 界 国

家……无论是进行互利合作还是提供援助，我们都严

格尊重对方的主权，从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

权。今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将不断扩大

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友好合作”［８］６０５。因此，中国

在提供对外援助时，“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

涉受援国内政”①。例如，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构建和

对外援助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希望沿线国家的

发展能够和自身的发展同步，保持自身和周边国家发

展的可持续性［１６］２０－２１。在２０２０年 暴 发 的 新 冠 肺 炎 疫

情防控过程中，中国在全力应对本国疫情的同时，竭尽

所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毫无保留地同相关国家分

享抗疫经验，积极主动加强科技外交，帮助国际社会抗

击疫情，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智慧，
为世界防疫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重视联合国作用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

依托

十二大报告指出，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

崛起，“改变了联合国仅仅是受某些大国操纵的一架表

决机器的情况，使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经常

在这里受到 正 义 的 谴 责”［８］６０５。从 十 四 大 报 告 到 十 九

大报告都提及了“遵照联合国宪章”“重视联合国的作

用，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１０］１２７“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

作用”［１１］６０。
作为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

国一直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缓和国际冲突的平台，是全

球治理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国际多边组织。新中国

成立之初，由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排斥中国，“蛮横地

剥夺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８］１９０，使得新中国不得

不与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决裂，并对西方国家建立的

全球机制持排斥、拒绝甚至敌视的态度。尤其是在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面临异常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
中国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以及联合国及其维和行动持

全面否定和抵制态度，并且认为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１７］。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 位

的恢复，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秩

序的重要性，此后开始主动参加议题投票、自觉承担维

和经费、积极参与维和行动。中国逐步向所有属于联

合国系统的政府间组织派出代表，设在国外的多边外

交常设机构逐年增多，联合国系统的组织设在中国的

办事处也不断增加。这些做法不仅进一步提高了中国

的国际地位，也加强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作用和影响。
中国正是通过参与联合国体系的国际制度逐步而

谨慎地参与到全球治理进程中来的。联合国在全球事

务中的合法性与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都促使中国参与

全球治理必须以联合国为轴心。改革开放之后，中国

积极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积极

参与解决全球性和地区热点问题，履行对国际社会的

承诺，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的

建设性作用，向国际社会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

象。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中国是《联合国宪章》
的忠实践行者，也是联合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贡献者。
中国不但是联合国维和活动第二大出资国，而且是安

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

国曾被挡在联合国大门之外长达２２年，但从未动摇对

多边主义 的 信 念，从 未 放 弃 对《联 合 国 宪 章》宗 旨 的

坚守②。
（五）践行 国 际 合 作 是 中 国 参 与 全 球 治 理 的 唯 一

道路

从“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八大），到

“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

台”（十九大）可以看出，践行国际合作是中国参与全球

治理的唯一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国际多边合作提

供了有利条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地不断推进，中

国参与国际多边合作逐步深入。国际合作既是人类进

步的重要动力，也是通往全球善治的唯一道路。国际

合作为民族国家和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提供了良

好的平台。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合作的过程，也就是

各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学习的过程。国际合作的最终目

的，既是为了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增

进民族国家自身的利益。实践表明，“国际合作是推动

国际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全球性问题必须通过国际

合作寻求解决之道”［１８］。全球化为国际合作创造了良

好的条件，在全球化时代，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

世界各国遵 守 国 际 规 则、建 立 国 际 机 制、开 展 国 际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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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的对外援助（２０１４）》白皮 书 ［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７－１０）
［２０２０－１２－０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ｏ．ｇｏｖ．ｃｎ／ｚｆｂｐｓ／ｎｄｈｆ／２０１４／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１３７５０１３／１３７５０１３．ｈｔｍ．

王毅．中国 是 国 际 秩 序 的 维 护 者 和 多 边 主 义 的 践 行？［ＥＢ／

ＯＬ］．（２０１８－０９－２９）［２０２０－１２－０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ｗｅｂ／ｗｊｂｚｈｄ／ｔ１６００６４７．ｓｈｔｍｌ．



作。简而言之，国际合作是人类实现幸福、繁荣与和平

的必经之路。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对国际合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只有深化合作，提
升全球治理能力，才能推动国际体系有序变革。当今

世界面临着诸多超越国界的挑战，如贫困、粮食短缺、
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等，没有一个

国家可以独自解决。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更高水平的

国际合作。全球更需要一个广阔、开放、包容和共享的

国际合作平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全球

化进程中重要的国际合作方案。迄今为止，中国已经

成功举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形成世

界各国合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全球共识，构建起

发展战略对接、各自优势互补、彼此互联互通、包容开

放发展的国际合作平台。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对推进

全球互联互通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助于让更多人分享

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成果。“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转

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不断释放合作共赢的红

利，已经成为维护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改革完善全球治

理的中坚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和持

久动力。近年来，新发传染病在地区和全球迅速传播，
给国际社 会 带 来 灾 难 性 影 响。在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中，中国政府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

向国内外发布疫情信息，加强疫情防治国际合作，为世

界防疫争取了宝贵时间，为全世界疫情防控树立了中

国标杆。

四、结语

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尽管历经坎坷，但经

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并在和平崛起进程

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全球治理体系也面临诸多变局。全球权力平衡

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系统性转移以及美国领导

力的日趋下降，导致全球治理陷入新的困境和僵局，对
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变革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诉求。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塑造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中国而言不但必

要而且十分紧迫。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需要

在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上做出回应与贡献。
在理念上，秉 持“共 商 共 建 共 享”的 全 球 治 理 观。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由遵守

国际规则到推动革新以及形成了站位更高、视野更广

的全球治理 观［１９］。十 九 大 报 告 指 出，“中 国 秉 持 共 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

革和建设”［４］６０。“共 商 共 建 共 享”的 全 球 治 理 观 具 有

公正合理、合作共赢、义利合一、共同发展、和谐共生等

深刻的价值基础，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的基本理念和主张，其适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需要，
符合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为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必
将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的进程。

在实践上，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中国应持续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以“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全球

治理新机制为抓手，通过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积极开

展主场外交，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

品，创造更多的国际交流平台和合作机会，推进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中国既需要重视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
增强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也需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

建设，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切，讲好中国参与全球

治理的故事。
总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全球治理变革处在新

的历史转折点上，成为大势所趋。展望未来，中国在全

球治理丰富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和建设将更加成熟与自信。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国倡议、中国主张、中国印记会越来越多，中国也将

从全球治理的“中国自信”迈向“中国自觉”。

参 考 文 献

［１］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ｕ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２］　詹姆斯·罗 西 瑙．没 有 政 府 的 治 理 ［Ｍ］．张 胜 军，刘 小

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　俞可 平．全 球 治 理 引 论 ［Ｊ］．马 克 思 主 义 与 现 实，２００２

（１）：２０－３２．
［４］　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 践 ［Ｊ］．中 国 社 会 科 学，

２００４（１）：９４－１０６．
［５］　蔡拓，杨雪冬，吴志成．全球治理概论 ［Ｍ］．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６］　吴志成．全 球 治 理 对 国 家 治 理 的 影 响 ［Ｊ］．中 国 社 会 科

学，２０１６（６）：２２－２８．
［７］　王明 国．全 球 治 理 引 论 ［Ｍ］．北 京：世 界 知 识 出 版 社，

２０１９．
［８］　张静如．中 国 共 产 党 历 届 代 表 大 会：一 大 到 十 八 大：中

卷 ［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９］　张清敏．六 十 年 来 新 中 国 外 交 布 局 的 发 展 ［Ｊ］．外 交 评

论，２００９（４）：３２－４２．

０２１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ｈｔｔｐ：∥ｓｋｘｂ．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１０］　张静如．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一大到十八大：下

卷 ［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１］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 大 胜 利：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九 次 全 国 代 表

大会上的报告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１２］　欧阳向英，李 燕．当 代 中 国 的 全 球 治 理 观 ［Ｊ］．世 界 经

济与政治，２０１９（６）：６５－７２．
［１３］　吴志成，王慧婷．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的应

对 ［Ｊ］．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２０（３）：６５－７０．
［１４］　靳诺．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 ［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７．

［１５］　刘 鸿 武．对 非 发 展 援 助 与 中 国 国 际 责 任 的 当 代 实 践

［Ｊ］．浙江师范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５（２）：１－

１０．
［１６］　辛本健．全球治理的中国贡献 ［Ｍ］．北京：机械工业出

版社，２０１６．
［１７］　刘 贞 晔．中 国 参 与 全 球 治 理 的 历 程 与 国 家 利 益 分 析

［Ｊ］．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５（９）：４１－５０．
［１８］　吴志成，韩笑．“一带一路”：以国际合作推进全球治理

变革 ［Ｊ］．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７（８）：２７－３４．
［１９］　杨娜．改革开 放４０年：中 国 参 与 全 球 治 理 的 特 点 及 启

示 ［Ｊ］．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８（８）：３３－４９．
（责任编辑：赵歌）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ｓ
ＺＨＵ　Ｘ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Ｘｉ’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
ｆａｉｒｓ，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ｂ－
ｊｅｃｔ，ｖａｌｕ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ｇ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ｏｕｒ　ｓｔａｇｅｓ：ａｎｔｉ－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ｌｉｎｅ，ａｃ－
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ｒｉｃ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Ｃｏｅｘ－
ｉｓｔ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ａ　ｃｌｅａｒ　ｂａｎｎ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ａｇｉｃ　ｗｅａｐｏｎ，ｐａｙ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ａｓｉｓ，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ｗａ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Ｃｈｉｎａ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ｕｐｈｏｌ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ａｎｄ　ｉ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１２１

朱旭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政策主张与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