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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中国的角色定位、国际责任、对外战略和外交转型等问题迫切需
要学术界进行深入的研讨。
为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为主题于2006年10月召开了
一次国际青年研讨会。
来自海内外高校和智库的近50位青年学者与会。
这里，我们选取部分会议论文以及因不同原因未能与会的相关论文构成第八辑《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以飼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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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发展变化与中国外交的转型密不可分①，而中国外交的转型又与中国对世界
秩序的意象和意象差距的变动直接相关。
②从上述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进程来看，一个明显的变动趋势是：中国越来越淡化军事参与，越来越
强调外交参与：外交参与则越来越从经济参与走向全面参与，从双边参与走向多边参与。
而这种参与模式的变化反映的恰恰是中国对世界秩序意象差距日益缩小化的变动趋势。
　　总体上，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参与在建国初期的第一阶段主要是被动的、消极的和抵触性的，1971
年重返联合国和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使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参与由被动变主动，由消极变积极，由抵触
变融入，中国也随之在第二和第三阶段越来越多地从参与中受益。
四、意象差距的变动与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　　受益：物质性成长和社会性成长　　几十年来，中国
在世界秩序中的受益如同参与一样是多维的，其中在国家层次上实力的提升，即国家的物质性成长，
与在国际层次上威望的提高，即国家的社会性成长，是最重要的两个受益表现。
　　在中国将近60年的发展中，前30年与后30年的物质性成长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GDP总量、人均GDP和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即国家进出口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三个指
标最能反映中国国力在参与世界秩序过程中的受益情况。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作为过去20年中亚洲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国GDP从1984年到2004年增加了6倍
。
2004年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12％（仅次于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
三分之一。
③就中国人均GDP而言，1985年仅为280美元，到2005年则已达到1 290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从1984年
到1994年为7．9％，从1994年到2004年为7．4％。
①中国经济发展的开放性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发展趋势。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比较研究中心的统计分析，在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第一阶段，中国经济
发展的开放性一直很低，几乎没有超过10％。
但到了第二和第三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快速提升，从1979年的10．5%到2000年的48．4％，20
年增长了近4倍。
②　　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过程是不断接受和内化国际规范的过程，是不断推进国家社会化的过程。
建国之初，中国对各种国际规范普遍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国际规范的内化程度很低，并且基本上出于
迫不得已。
因此，中国主要以现行世界秩序的反对者出现。
在第一阶段，中国唯一真正内化的国际规范大概只有主权原则。
但是，即使对主权原则，中国的内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出于利益的得失分析，尚未达到接纳其为合
法性观念的程度。
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特别是在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第二阶段，中国对各种国际
规范的内化程度大大提高，并且基本上出于自觉。
中国不再是世界秩序和国际规范的坚定反对者，而是有限的批评者和务实的利用者。
中国开始更多地接受和内化各种国际规范，尽管主要局限在经济领域，并出于功利性目的。
冷战结束后，中国对各种国际规范的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已经基本上出于自愿。
中国已经彻底放弃了世界秩序反对者和革命者的角色，逐步建构起了世界秩序支持者和塑造者的新形
象。
中国对国际规范的内化已不再仅仅出于工具目的，而是增添了很多自愿和接受其为合法性观念的成分
。
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加联合国各种国际维和行动，并明确提出了要成为“负责
任大国”的自我定位。
就像有学者指出的，“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自我身份经历了一次变革，一次转型。
传统的以主权为中心的、自主的大国身份⋯⋯已经不轻松地同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新身份联系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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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个负责任大国的资格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参与越来越制约跨国行为的制度来评估的。
”①　　然而，西方有些学者从大国兴衰和权力转移理论出发，认为中国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
是旨在变革国际体系的“非现状国”。
②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米尔斯海默直言不讳地说：“像先前所有的潜在霸权国一样，中国将强烈地倾
向于成为一个真正的霸主”。
③这些论断的致命缺陷在于，“忽略了国家身份的作用”，考虑的只是国家的物质性成长，没有看到
更为重要的国家的社会性成长。
④国家实力的提升是该国挑战现有世界秩序的必要前提，但它并不是导致该国必然实行修正主义国际
路线的充分条件。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崛起只是使它具有了挑战世界秩序的必要条件，但真正使它走向战争的不是
其物质性成长的成功，而是其社会性成长的失败。
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若非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国内强烈的复仇情绪对德国社会性
成长的致命冲击，德国的国际社会化进程也许会给世界带来和平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⑤　　德国崛起于逆境，崛起于对世界秩序的无限怨恨和仇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战败国的安排
），在实现物质性成长的同时却没能实现社会性成长。
中国崛起与德国崛起存在根本不同，中国崛起于顺境，崛起于积极参与和融入现行国际体系，并积极
接纳和内化现有世界秩序中的各种国际规范，因此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实现了物质性成长和社会性成长
的同步协调发展。
如果把崛起的路径和方式，把国家的社会性成长情况考虑进去，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十分肯定地认为
，通过社会性成长崛起的国家会反过来修正或颠覆一直使其受益的秩序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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