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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是共生理论与系统理论相互融合而形成

的全新框架体系，可以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论

分析范式和理论依据。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

个大系统中的共生体，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来构建命运共同体。国际体系各组成

部分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即对立的统一。全球体系内部与中国周边体系内部

的互相依赖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相互依存是指相互依存

的双方都从关系中受益，而消极的相互依存是指任何一方对相互依存关系的破

坏都可能给另一方甚至双方带来损失。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共生体

系高级阶段的目标。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的相互依存论决定了优化中国周边

体系以实现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以公平正义为

核心，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应成为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三个关键要素。

我们应以此来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而建立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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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是和合共生理论与系统论相结合形成的新理论。

该理论选择全球视角来重构和合共生理论。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的核心是

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合作共赢。其相互依存论决定了优化国际体系的必要

性。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可以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周边命运共

同体理论的分析范式。 

 
一、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当代人类的最大公约数。在从全球视角构建

的和合共生系统理论中，相互依存论决定了维护和改善中国周边体系与国际

体系的必要性。 

（一）共生理论的提出与演化 

人们最早可以从生物学理论中追溯到与共生有关的理论知识。生物学中

的共生是指多种多样的动物、植物虽然有着不同特性，但却能生活在一起的

现象。生物学理论认为世间一切生物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生共处

的。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也早已提出“五行学说”“相生相克”，这其实就是

一种“共生学说”。1879 年，德国生物学家德伯里（Heinrich Anton de Bary）

提出了共生概念，认为共生首先应该存在于某个封闭的环境生态系统的内

部，由各个要素共生组成了系统中的每个重要部分，每个要素之间一定都存

在彼此相互影响的关系；一般来说，共生又包括共生环境，共生模式、共生

单元等。① 

20 世纪中叶，共生理论和方法开始在医学和农业领域崭露头角，并逐

步被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升级换代已经将

人类的认知推向了另一个高度，即人们在社会中的交往越来越紧密，生产者

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并且人们能够通过事物之间

的联系使其为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服务，因此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便形

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还有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用“共生方案”来研究

                                                        
① Gloria Robinson, “De Bary, (Heinrich) Anton,”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p. 61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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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系统，认为依靠“共生方法”的有关理论体系可以确保生产体系的

完整性和全面性，即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某一生产体系中的所有组成部分

一定是紧密相连的。中国学者袁纯清将共生理论引入微观经济研究，认为共

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

种可塑状态；不仅是一种生物识别机制，也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①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逐渐开始出现共生理论的介绍和

应用。金应忠研究员将共生理论运用到以和平与发展时代为主题时代的国际

关系理论的研究中，并提出“‘共生’不仅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而

且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的观点。② 苏长和教授将共生理论与新型大

国关系相结合，对构建共生型国际体系的路径进行了探讨。③ 同时，胡守钧

教授也强调了从社会共生性出发考察国内外社会的重要性。④ 

（二）系统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系统”的词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它用来描述部分和整体的

关系。在关于“系统”理论的研究中，恩格斯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探讨个

体和整体发展的密切关系，在科技应用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 

经过科学和逻辑论证，系统理论体系日渐成熟。1968 年，贝塔朗菲

（Ludwig von Bertalanffy）的《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General 

System Theory: Foundations,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一书奠定了系统论学

科的地位。同时，这也标志着系统论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得以创立。贝塔朗菲

把整体作为系统论研究对象，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⑤。当然，他没有

对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贝塔朗菲提出的系统论是经典系统论，

其以研究对象的整体性为重点。 

                                                        
① 袁纯清、谢锐：《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

页。 
② 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0 期，第 13 页。 
③ 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9 期，第 9 页。 
④ 胡守钧：《国际共生论》，《国际观察》，2012 年第 4 期，第 35 页。 
⑤  Ludwig von Bertalanffy, “General System Theory: Foundations,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 New York : George Braziller, 1968, p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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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钱学森以经典系统论为基础，从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出发，对

研究对象进行了完善。钱学森提出，“整体与局部对立的统一……是辩证唯

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系统概念的本质。”① 钱学森将唯物辩证法引入系

统论，并将其发展成为辩证系统论、现代系统论。钱学森强调将整体与局部

相结合解决问题，② 其“综合集成法”在中国的国防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系统论显示，除因果联系之外，系统联系、结构联系、功能联系和起源

联系等也是系统中的客体对象。③ 系统论所提供的这些联系，推动和丰富了

唯物辩证法的整体联系观。体系论认为，不同的体系结构性质的功能并不一

致，在一定范围内的任何系统中，元素的顺序或结构的变化并不会引起系统

整体功能特征的变化。但是，一旦超过一定限度，系统原有的属性和功能则

将发生变化。而且系统会向新的结构发展。④ 

（三）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的构建 

在共生理论与体系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全球共生体系理论得到了长

足发展。⑤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多个方面。 

第一，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共生在一个大系统中，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相互转化的。⑥ 而这也是“蝴蝶效应”产生的现实基础。⑦ 同理，一方面，

                                                        
① 钱学森：《创建系统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 页。 
② 同上，第 23 页。 
③ 系统联系是指某一系统与其他系统的所有联系，主要包括横向与纵向上的联系。结

构联系，则是在同一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总是处于某种关系的结构上，如耦合关系或结合

方式。功能联系是指系统与外部介质的连接，是外部物质、能量和信息通过系统的内部结构

进入系统，进入输出过程；起源联系是指在系统的生产和开发过程中，各种因素与环境之间

不可避免的关系。 
④ 周为群：《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探新》，《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年第 3 期，第 16 页。 
⑤ 夏立平：《全球共生系统理论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21 页。 
⑥ 汪长明：《论“一带一路”倡议的系统属性——基于钱学森开放复杂巨系统视域》，

《湖北社会科学期刊》2019 年第 1 期，第 23 页。 
⑦ 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即拓扑学连锁反应，是指在一个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

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这是一种混沌现象。任何事物发展均存

在定数与变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其发展轨迹有规律可循，同时也存在不可测的变数，一个

微小的变化能影响事物的发展，说明事物的发展具有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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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系统也是这个大系统的构成部分；另一方面，其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各

个构成部分都处于一种系统联系中。换言之，在国际系统中，国家行为体和

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也在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第二，在国际体系这一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

一方面，没有各部分就没有整体，整体依赖各部分；另一方面，部分依赖整

体而存在，是整体的一部分。但是，整体又不是各部分的简单加总，而是拥

有自己的特质的有机体。例如，在当今的国际系统中，不仅有发达国家，也

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根据实力大小，发达国家有超级和一般之分；同样地，

在“通常的”发展中国家之外，发展中国家中还包括新兴经济体、欠发达国

家等。虽然当前的国际体系仍然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但新兴大国和新兴工

业化国家的发展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影响力的上升，使得国际系统逐

渐显现新的特质。当新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扮演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时，国际体系也就必然面临巨大冲击，而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得

以出现的现实基础。在此情况下，霸权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抵抗，而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则越来越受到重视。 

第三，国际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即对立的统一。系统

中的组成部分兼具共存与竞争，对话与斗争，容忍与排斥。矛盾双方的对立

性和同一性不断推动事物的变换与发展。中美关系可视为一组典型的由对立

性和同一性推动的大国关系。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即美国是国际

系统中的主导国家，中国是国际体系的最大新兴力量；而且随着中美实力的

不断接近，“修昔底德陷阱”的阴霾时刻笼罩在两国的上方。但不可忽视的

是，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更大。冷战时期，应对苏联霸权扩张是中美关系的

重要考量。当下，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依然存在许多双赢的可能性。

中美双方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紧密程度不容小觑；在与安全相关的两个子领

域，即在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领域，双方也拥有大量共同利益。① 中美两

国既是竞争关系，又是利益共同体。中美两国关系的这种特点，是推动双方

关系和国际体系运动、变化及发展的重要因素。 
                                                        

① 门洪华、李放、肖晞主编：《中国战略报告》第 3 辑，格致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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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社会对共生系统性的认知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与发

展。人类对拓扑链反应的感性认识虽然是长期存在的，但直到近代才升格为

共生理论。同样地，系统思想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在近代才形成系统论。早

期的欧洲列强在理解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只把欧洲国家视为主权国家，把亚

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视为殖民地。二战结束后，世界上民族解放

运动兴起，获得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国家逐渐参与到国际社会事务中来。这些

获得独立的国家也逐渐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起重要作用，并得到了西方发达国

家的承认。① 发展中国家为保护自身的主权独立和国家利益，提出了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直接关系到所有国家的发展和世界的稳定，因而不

仅是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也是共生体系的发展，体现了人类文明国际体系

在和合共生制度化认识下的重大进步。② 全球化使国际经济相互依存进一步

加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成为各国竞争合作过程中的新常态。如今，各国

之间的相互依赖并不平衡，也不对称，西方发达国家在维护本国利益时，经

常借助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结构上的不对称，向对手施加压力。 

此外，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整体间具有共生性。一个国家在维护本国

利益时，必须考虑其利益是否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相一致，即各国应该秉承

共同发展的原则。从共生系统的角度看“地球村”，各国只有合作才能在共

同的危机面前生存与共赢。 

 
二、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中国周边体系是世界上三个体系 ③ 的重要构成部分。世界是一个包括

所有存在的共生大系统，并且其各个部分、各个要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① 夏立平：《万隆精神与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研究》2015 年

第 2 期，第 35 页。 
② 同上。 
③ 世界在客观上有三种体系同时共存，一是国际体系，二是世界体系，三是全球体

系。参见余潇枫：《非传统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

发展研究中心，2018 年 10 月 18 日，http://www.nts.zju.edu.cn/2018/1018/c24961a938771 
/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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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互相转化的。① 世界体系的主体包括国家行为体及各种力量结构。“在

全球系统的主体中，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同时也包括国际组织

等超国家行为体。”② 全球体系的重要特征是行为体多样性。在经济全球化

和世界多极化加速的背景下。尽管主权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角，但是非

国家行为体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③ 诸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区域经济

一体化组织等都是超越国家单元的非国家行为体。 

进入 21 世纪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区域经济合作

组织的发展速度远超以往，互动与合作愈发紧密。当前，许多政府间国际组

织拥有独立的国际法人资格，逐渐发展为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基本行为主

体。绝大多数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促进国际和地区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

合作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因素。在经济全

球化的催化下，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生产协作正在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最佳

配置。当前，全世界 100 支最大的经济力量中，跨国公司占一半以上，一些

大的跨国公司实力甚至已超过了大部分中小国家。无论跨国公司还是主权国

家，无不希望借经济全球化的机会为自身经济谋求更多利益。然而跨国公司

与主权国家的关系却非一味合作，他们有时是稳固的盟友，有时又会成为竞

争对手。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在经济活动中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同时，跨国

经济活动中也存在跨国私营企业损害东道国主权的现实状况。 

全球非政府组织目前已迅速增加到数十万个，相对于政府组织，其在范

围和领域上也更加广泛，在国际社会发挥的功能也愈发突出。许多非政府组

织在人道主义援助、医疗卫生援助、军备控制、争取世界与地区和平与发展

等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一些非政府组织在美国的支持或操纵下

                                                        
① 汪长明：《论“一带一路”倡议的系统属性——基于钱学森开放复杂巨系统视域》，

第 23 页。 
② 刘跃进、宋希艳：《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健全国家安全体系》，《行政论坛》2018

年第 4 期，第 6 页。 
③ 王春霞：《非传统安全问题兴起的原因初探》，《兰州学刊》2008 年第 8 期，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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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打着民主旗号肆意干涉他国内政。① 但是，政府在掌握非政府组织规律，

并加以合理引导的情况下，可以借助非政府组织的许多积极因素，促进社会

进步，维持社会稳定。 

（一）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内在的相互依存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背景下，基于现实的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必

须关注构筑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 

相互依存将是中国周边共同体的高级状态。共生状态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相互联系，这是初级阶段，该阶段的相互联系并非紧密的，

合作也以间接为主。第二阶段是中间阶段，该阶段逐步进入共生共存状态。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共同性，所以世

界向来就是共同享有的，这个存在的世界是彼此同时存在的世界，‘在其中’

是与他人同时存在的。”② 例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由中国和其他国家

共同提出，但现已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其宗旨就是促进国家间相互共

处，同时也是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第三阶段的共生状态是相互依存。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与约瑟

夫•奈（Joseph S. Nye）共同提出，“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存和共存，是指以

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为特征的状况”③。他们指出，交互一旦形成，

参加者就需要付出代价并相互产生影响（当然，这些影响不一定是相互平等

的），这就是相互依存状态的产生过程。如果互动不给各方带来巨大的成本，

那这种互动就将持续下去，为双方带来长期利益，这是由相互联系而产生的

相互依赖。这对于我们理解相互依存的政治至关重要。”④ 当前，世界系统

和中国周边系统的相互依存性正在逐步上升。 

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的相互依存论决定了优化周边体系以构建中国

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最主要的特点是普遍性、互动性

                                                        
① 夏立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体系的转型》，《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

年第 4 期。 
②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146 页。 
③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2 年版，第 10 页。 
④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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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生性，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也同样具备这三个特性。① 中国周边命运共

同体的普遍性是指系统在社会内部、国家间、人和自然多个层次、各个方向、

各个领域的共生关系。所谓社会内共生，是指在一国之内，其社会中的各个

组成部分具有共生关系。同理，国家间的共生关系亦同样如此。中国周边命

运共同体的互联性是指“人类社会不是各种因素的机械集合，而是各种因素

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② 

内生性和自发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两个重要性质。③ 完整的全球

共生发展关系应该涵盖改善过程、秩序的优化过程，以及结构的调整过程。

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也应如此。首先，要促进和完善中国周边系统的共

生关系。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围绕资源争夺所引发的冲突始终是人类不得不

面对的重要问题。避免冲突加剧，必须合理和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源，本着公

平公正的原则，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公平竞争，共同发展，做到各种资源的

合理交换和共享。其次，要不断优化中国周边共生关系国家的发展秩序。当

前的国际秩序是雅尔塔体系的产物，在世界稳定发展的同时，也依然存在一

些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恐怖袭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环境污染、

全球变暖、毒品走私、高度致命的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时刻威胁着全人类，

并呈现越来越严峻之势。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国际秩

序。再次，要优化中国周边体系的共生结构。在全球系统中，共生关系和秩

序的相对状态与行为模式决定了共生结构的水平。当前，全球系统的相互依

存关系在加强。全球系统的共生结构，就是要提高各级资源交换、共享和流

动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优化模式和结构以及扩展领域，从而为改善共生关系

和共生秩序提供适当条件，为调和共生关系和共生秩序的共存、改革和完善

做出贡献。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构建和合共生的中国周边体系，即在中国周围

构建相互依存、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二）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辩证论 

                                                        
① 任珂瑶、钮菊生、艾伦：《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路径探析》，《和平与发展》2020

年第 4 期，第 36 页。 
② 夏立平：《全球共生系统理论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第 21 页。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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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具有辩证性，共生和没有矛盾不能画等号。“矛

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

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

盾运动。”① 世界是一个具有共生性的大系统，适用矛盾对立统一法则。通

常认为具有三种形态的共生，在全球体系和中国周边体系中，不仅存在互利

共生，而且存在局部利益共生和局部伤害共生。一方面，互利共生是指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行为者由于彼此的合作或竞争而互利；另一方面，从广义上说，

偏害共生和偏利共生也都属于共生范畴。偏害共生是指一方受益，而另一方

受害；偏利共生是指一方受益，而对另一方无害。当然，世界系统和中国周

边系统中，偏利共生的要素在上升，偏害共生的要素在下降。 

当前存在两种相互依存。全球体系与中国周边体系的互相依赖既有积极

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相互依存是指相互依存的双方都从中受益，

而消极的相互依存是指任何一方对相互依存关系的破坏都可能给另一方甚

至双方带来损失。例如，美国和中国分别作为当今世界最大和第二位的两个

经济体，有着共同的经济发展需求。一方面，两国间经济与贸易的快速发展

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因而从某种程度上看，经济上的相互依赖

已成为稳定双方关系发展的“压舱石”；② 另一方面，两国经济贸易上存在

着许多冲突和问题，包括特朗普政府推动与中国“脱钩”。但是，双方脱离

不了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即当前双方依然谁也离不开谁，因而中美只有通

过谈判才能解决分歧和矛盾。如果中美两国经济完全“脱钩”，则双方蒙受

的损失都将是巨量的，虽然中国可能要比美国付出更多的代价，但美国的损

失也是其无法承受的。 

这种积极的相互依存可能是对称的，也可能是不对称的。例如，2021

年上半年中国的 GDP 约相当于美国的 74.3%，③ 两国在经贸关系上的相互

依存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具有敏感性。美国经济高度开放，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5 页。 
② 夏立平：《全球共生系统理论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第 21 页。 
③ 美国商务部 2021 年 7 月 29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上半年美国 GDP 为 11.07 万

亿美元；中国商务部公布的中国 2021 年上半年 GDP 折合美元为约为 8.22 万亿美元，约为美

国经济总量的 74.3%。参见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G669SHK05395Z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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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也逐年提升，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约占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的 32%。① 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下，中美两国作为对方最大的贸易伙

伴之一，不论哪一方的经济发展发生改变，对方都会获得收益或付出代价。

这种非对称的相互依存是脆弱性与韧性的共存。 

消极相互共生意味着一旦该种状态被打破，双方都将蒙受难以承受的损

害。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在战略核武器上形成了“恐怖平衡”。两国中的任

何一国启动核按钮，双方都有被摧毁的可能性，因此双方在这种情况下都力

争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无论是在全球系统中，还是在中国周边系统中，各

国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威胁和挑战。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和威胁，世界各

国应该确立和合共生理念，共同应对风险和挑战。② 

推动全球体系创建和促进中国周边共生体系的发展，是国际社会义不容

辞的责任。通过建立健全有效的合作机制，在共生共存的观念下，积极分担

责任和防范风险，共同应对全球安全风险是各个主权国家的正义之举。 

（三）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认识论 

第一，人们对中国周边共生体系的认知是逐步提升的。共生系统客观存

在，但共生系统的发展以及人类对其发展的正确认知有一个过程。早在尧、

舜、禹时代，中国古人就已形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这一

宇宙观把世界理解为阴、阳两极，但两者并非简单对立的两极，而是对立统

一的两极。③ 中国古典哲学强调自我完善、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共存。人并非

独立存在的个体，人与人相互之间也并非完全对立的，因而我们也不可能在

完全的斗争环境中求得发展。实际上，早在中国先秦时期，孔子就给出了“君

子和而不同”“和为贵”的方案。 

从国际关系实践看，1945 年诞生的《联合国宪章》明确指出，“我联

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

                                                        
①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2021 年 2 月 28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101.60 万亿元，货物进出口总额约为

32.16 万亿元。 
② 金应忠：《两个体系的世界与中国外交》，《国际观察》2009 年第 3 期，第 28 页。 
③ 任世红：《中国和平崛起的新思维》，《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

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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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

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① 这

是人类社会在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人类共同命运思想理解的产物。在

当下，2015 年 12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 21 次

缔约方会议一致通过《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这是一项全新

的全球气候变化协定，涵盖了目标、缓解、适应、损失和损害、金融、技术、

能力建设、透明度和全球清单等多方面内容。同时，这份文件还规定如何应

对 2020 年之后全球气候面临风险的解决方案。工业文明对环境的破坏使人

们认识到维持人与自然整体系统的共生价值。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共生体系高级阶段的目标，中国周边命运

共同体是中国周边共生体系高级阶段的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周边命

运共同体的践行和实现需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无政府状态的全球系统和

中国周边系统。在这一阶段，“权力均势”理论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虽然当前我们还处在这一阶段，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正在开始逐渐超

越这个阶段。其次，互相依赖状态下的全球体系和中国周边体系。国家之间

这时在经济等领域的互补性将更加显著，相互依存的基础性作用对国家间的

互动将进一步显现。以合作和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是这一阶段

的主要目标。② 世界发展整体上将会朝着大国实力对比更加对称的方向发

展，这是第二阶段的关键特点。在该过程中，新兴国家无论在经济或者其他

方面的实力都将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这将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鸿

沟逐步缩小。再次，一体化条件下的全球系统和中国周边系统的建立。在这

一阶段，世界将逐步实现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其中包括中国周边的经济和政

治一体化。从区域一体化到全球一体化是逐步实现的，只有当全球一体化程

度不断加深时，国家间的利益竞争才会逐渐放缓并实现和谐。只有推动中国

周边逐渐实现经济和政治一体化，才能进一步提升人类对全球一体化的认

识，进一步推动全球一体化进程。这也是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重要依托，而

                                                        
① 《联合国宪章》，参见陈东晓等著《联合国：新议程和新挑战》，时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60 页。 
② 夏立平：《全球共生系统理论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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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则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 

第三，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发展推动了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认

识以及共同体的发展。邓小平曾有关于可以通过相互尊重，平等共存来应对

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矛盾的表述。1989 年 10 月，邓小平在会见再次访华

的尼克松时明确表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的自身战略

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并且国

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① 进入 21 世纪以来，这一思想

也在不断深化。2002 年 11 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指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② 这体现了中

国正在使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相结合的现实。2012 年，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这一思想有了新的发展。2012 年 12 月，习近

平总书记与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见面时指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

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③。这一表述明确呼吁建立一个以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国际社会。2014 年 11 月，习近平强调，“要在坚持不

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④。全球伙伴关系网

络涵盖两方面的理念。首先，要建立伙伴关系，必须遵循不结盟原则，即结

伴而不结盟。其次，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应形成全球性的伙伴关系网

络。2017 年初中国已与 97 个国际行为体建立了形式多样的伙伴关系，这些

国际行为体中既包括国家，也包括国际组织，并且合作关系是多层次和多元

性的。“一带一路”的实施进一步维护与完善了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使得合

作理念与合作机制朝着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这对于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的理想目标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互动是新型国际

                                                        
① 邓小平：《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

出版社 1993 年第 1 版，第 330 页。 
②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江泽民文选》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66 页。 
③ 《习近平同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强调中国是合作共赢倡导者践行者》，《人民日报》

2012 年 12 月 6 日。 
④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11 月

30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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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创建与发展的关键。因而，从长远来看，全球性伙伴关系网络将在推

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积极的、不可替代的

基石作用。 

从国家间的共同命运，到区域内的共同命运，再到人类的共同命运，重

要的是要用超越性的“全球观”来理解。这种主体超越性不仅体现在国与国

之间的界限上，同时还体现在思想上。“全球观”既表达了中国渴望世界和

平与发展的愿景，也表达了中国坚持在互利、共赢前提下发展合作的理念。

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可以通过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双赢合作得以彰显。 

 
三、推进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 

 

尽管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仍具有长期性。

周边各国只有在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引导下，践行起以责任共担、利益共享、

包容平等思想为指导的行动，才能实现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相互尊

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应该成为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三个核心内容。

推进新型国际关系为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 

（一）相互尊重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前提 

各国相互尊重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要求，也是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

所要求的基本准则。只有重视双方的核心利益，从中找到双方利益的契合点，

才能求同存异，有效管控双方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建立起告别冲突与对抗、

推行公平与正义、实现双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所有国家都应做到互相尊重，

平等交流，摒弃冷战思维和霸权政治，坚定选择对话、结伴而非对抗和结盟

的新型国际关系合作交往路径。 

中国应坚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在

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前提下推动周边关系的稳定发展。中国应坚持正确义

利观，大力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协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别于“一国

独霸”和“几方共治”，真正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必须是全球命运共同体语境

下的思考和行动。世界命运和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参与制定，有关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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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议题的决策必须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利益，全球问题治理应该由所有国家

共同参与，成果由所有国家共享。 

中国一贯尊重其他国家人民的自主选择，倡导公平正义，始终反对将本

国意志粗暴地强加于人和干涉别国内政，始终反对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和霸

权主义。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会将自己的发展建立在牺牲他国利

益之上。中国不会以威胁邻国的方式发展自己，无论在国际社会的政治、经

济影响力发展到何种程度，中国在国际社会都不会称霸，也不会走扩张道路。 

（二）以公平正义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公平正义是全球和合共生系统理论的核心，只有实现公平正义，才能构

建起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始终不遗余力地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发展不

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并谋求共同发展。中国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追求开

放、包容和共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

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①，同时还强调，

“要对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

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

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② 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协同发展

的同时，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的外交路线，成为世界和平、全球发展的积极

参与者；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过程中，成为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具有

指引意义的理论贡献者。 

（三）合作共赢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目的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际关系行为体经常在“零和游戏”中博弈。今

天的国际社会希冀一个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的世界。这需要各国坚持以平等

尊重，互惠互利，多方共赢为外交合作理念。发展是所有国家的首要任务，

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命运之所系。尤其对于主要经济体来说，在协调好宏观

经济政策的同时，要有长远战略眼光，关注深层次的国际政治与经济问题。

把握住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从经济发展路线、

                                                        
① 习近平：《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

版社 2014 年版，第 296—299 页。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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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入手，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进一步发展和解放社会生产力；

应尊重和维护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内的全球性国际组织的规则和

机制，支持多元平等的多边国际体系。我们需要大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

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共同体理念下，通过合作实现共赢，使经济

全球化发挥其积极的一面，包括支持货物、资本、服务在国际市场中的自由

流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总之，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

摒弃“零和游戏”，推动形成开放、平等、互利互惠的全球经济新格局。 

中国在全方位推进周边外交的同时，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外交框

架已初步形成，这为中国自身和平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安

全环境和经济条件。而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加速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则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号召力、塑造力和影响力，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周边

命运共同体，将使中国外交特别是周边外交迈上一个新台阶。 

 

[责任编辑：孙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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