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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贡献，为维

护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从思想渊源上看，全球安

全倡议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发展于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大国外交的实践探索，集中体现于总体国家安全

观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思想内涵。从内在逻辑上看，全球安全倡议以坚

持全球安全观为核心要义，以国际法国家主权原则为基本前提，以《联合国宪

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根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和平解决争端

为方法、路径，以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实践目标。从价值内涵上看，全球安全倡

议具有超越西方国际安全理论，拓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的理论价值；具有统

筹全球发展与安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实践价值；具有引发国际社会共

鸣，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的传播价值；具有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宁，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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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首次提出了

全球安全倡议这一融合国家安全与外交的创新性思想。其深刻内涵为维护世

界和平、应对全球安全困境指明了前进方向。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是习近平

结合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作出的重大战略论断，是新时代中

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与理论的又一重要创新。① 全球安全倡议不仅是新时代

中国国家安全与大国外交思想高度融合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与全球发展倡议

两翼齐飞、相辅相成，内嵌着对外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深刻内涵，是中国作为

负责任大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国际贡献。 

 
一、全球安全倡议的思想渊源 

 

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安全倡议的“根”与“魂”。全球安全倡

议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发展于新中

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大国外交的实践探索，集中体现于总体国家安全

观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思想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

验，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智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

论产物与思想结晶。 

（一）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两个结合”的重

要内涵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举措。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华“和

合”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相结合的重要体现，不仅彰显了中国智慧的

文化底蕴，也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科学内涵。 

第一，从目标和宗旨看，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协

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天下观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有机结合，② 目

                                                        
①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深刻领悟全球安全倡议  统筹自身与共同安全》，中国

现 代 国 际 关 系 研 究 院 官 网 ， 2022 年 5 月 9 日 ， http://www.cicir.ac.cn/NEW/ 
opinion.html?id=99e0b57e-3c5f-46a9-8a96-42cacc0fba2e。 

② 马克思、恩格斯将“共同体”分为“冒充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

体”和“真正的共同体”等类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即实现

共产主义，个人自由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这也是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人类能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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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于追求世界和平，形成真正的共同体。这既是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追

求，也是实现国际共同安全的本质要求，同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

提供了沃土。 

第二，从全球安全的对象范围看，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

有机结合，表明了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强调了人类的生存与发

展需要以自然界为载体，万物和谐共生才能实现真正的全球安全。这不仅发

展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而且也为如何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

安全、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可行之策，是谋求综合安全、实现可持续安全

的本质要求。 

第三，从全球安全倡议的包容性看，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社会观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有

机结合，强调各国不同的历史环境与民族、宗教发展，决定了东西方不同的

社会发展道路，因此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

社会多样性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不仅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应有之义，而且是各国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合作共

赢的本质要求。 

第四，从价值取向看，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心

向善”“讲信修睦”的道德观与马克思主义道德与正义思想的有机结合，强

调国家的外交政策要坚持正确义利观，遵循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正义

观念，不应公然损害基于人类社会的道义准则，① 也彰显了中国“务实王道”

睦邻外交德力俱足、义利兼顾的思想精髓。② 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融互通，全球安全倡议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成果，而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

同的战略眼光。 

                                                                                                                                          
得的最大利益。 

① 戴维来：《马克思外交观研究与当代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 年第 4
期，第 81—87 页。 

② 陈向阳：《中国睦邻外交：思想·实践·前瞻》，时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 页。 



 2023 年第 2 期 

 
4 

（二）发展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大国外交的实践和探索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

际形势的发展规律，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国家安全道

路，制定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外交政策，这些对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具有重

要影响。①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

称“《共同纲领》”）就明确了新中国的外交原则，包括独立自主、平等互

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维护世界和平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外交实践

夯实了基础。② 1953 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

统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与《共同纲领》提出的外交政策一脉相承，

反映了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和国家对建立平等国际秩序的追求与向往，建构了

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价值和伦理，构成了中国国际正义观的基本内容。③ 

1974 年，“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对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反对霸权

主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共产党准确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

护世界和平”的外交主线，继续倡导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对外政

策的基本原则，包含反对霸权主义、独立自主、同第三世界国家紧密合作、

反对军备竞赛、平等互利、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等。这样的原

则对推动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具有积极意义。冷战结束后，面对世界多

极化格局和安全形势愈发严峻的国际局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互信、互

利、平等、协作”为核心要义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主张摒弃冷战思维与零

和博弈的旧思想，倡导各国通过谈判对话、合作互利的方式增进政治互信，

和平解决争端，对维护亚太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积极意

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胸怀天下”的政治胸襟，站在思考人类前

途命运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了习近平外交

                                                        
① 徐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外交工作的历史经验》，《世界社会主义研

究》2022 年第 7 期，第 49—58 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1 页。 
③ 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6—91 页。 
④ 《毛泽东年谱》（第 6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20—5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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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始终坚持合作共赢，以“一带一路”

为主要着力点，以全球治理为主要平台，有力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构建，积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符合全球安全倡议的

时代价值与根本追求。① 

（三）集中体现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思想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频发的国际环境，

为切实做好国家安全工作，习近平开创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

了以“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为基石，② 以“十个坚持”为体系，③ 以

“五个统筹”为内涵的国家安全理论架构。④ 其中，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是“五大要素”之一，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树立全球安全观是“十个坚

持”之一，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也同属“五对关系”和“五个统筹”的范畴。

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放在国家安全篇章

来加以阐述。这说明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体现了中国维护自身安全的根本需

求，也包含了运筹对外关系、促进国际共同安全的应有之义。从内容上看，

全球安全倡议包含“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互相尊

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和平共处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也包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同时，全球安全倡议也通过统筹国土安

全与国民安全，体现国家主权和人民安全在全球安全架构中的重要性；通过

统筹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解释安全问题的联动性和跨国性；通过统筹传统

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梳理安全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通过统筹维护和塑造

                                                        
① 杨洁勉：《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建设的百年探索和创新》，《国际展望》2021 年第 1

期，第 1—15 页。 
② “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

提出的，其中，“五大要素”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

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五对关系”为既重视外部

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

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 

③ “十个坚持”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就贯彻总体国家

安全观提出的十点要求。参见《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提供坚强保障》，《人民日报》2020 年 12 月 13 日，第 1 版。 

④ “五个统筹”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五对关系”的深化与升华，表述为“统筹外

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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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为如何强化自身安全以更好维护全球安全提供思路。因此，全球

安全倡议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对外呈现，统筹兼顾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胸怀天下的使命担当。 

 
二、全球安全倡议的内在逻辑 

 

全球安全倡议以“六个坚持”为核心内涵，构建了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

和逻辑架构，形成了以全球安全观为核心要义、以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

为基本前提、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和平解决争端为方法路径、以

统筹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实践目标的全球安全思想与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国家

安全与大国外交思想融合的重要成果。 

（一）核心要义：坚持全球安全观 

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作为全球安全倡议的首

个“坚持”，意义深远，有统领其他五个“坚持”的意义。一方面，全球安

全观由亚洲安全观升级而来，体现了中国维护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的思想内

核。2014 年 5 月，习近平在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首次提出了亚洲安全观。

亚洲安全观以各国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沟通合作为手段，以互利共赢为目标，

为解决地区争端、维护区域安全稳定贡献了安全治理方略。2017 年 9 月，

习近平在出席国际刑警组织第 86 届全体大会开幕式时，将亚洲安全观升级

为全球安全观，并提出坚持合作共建、改革创新、法治精神、互利共赢四点

主张，旨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2020

年 12 月，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将“合作、创新、

法治、共赢”的全球安全治理理念与“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

安全观并列表述，共同作为“十个坚持”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全球安全

观在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中的重要地位。① 另一方面，全球安全倡

议以全球安全观为基石，彰显了中国致力于推动国际共同安全的理论自信。

                                                        
① 《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人

民日报》2020 年 12 月 13 日，第 1 版。 



全球安全倡议的思想渊源、内在逻辑与价值内涵 

 
7 

全球安全观已经成为中国应对地区热点问题的“高频词”和“关键词”。自

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始终秉持客观、中立立场，不仅先后提出“四个

应该”和“四个共同”，为劝和促谈、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发挥积极的建设性

作用。① 同时，中国也多次在重要场合阐述“坚持按照《联合国宪章》办事，

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的基本立场，得到世界各国的广

泛认可。② 与一些西方国家大搞地缘政治竞争，热衷于“拉帮结派”与“脱

钩断链”的做法完全不同，全球安全观体现了中国的国际责任与大国担当，

是中国参与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的思想指南，也是对一些西方国家奉行的

零和、排他、绝对的安全观念的坚决否定。 

（二）基本前提：坚持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 

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是国际法中国家主权原

则的核心内涵，也是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基本前提。一方面，国家主权原则

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联合国各成员国应当遵守的基本准则。联合国

大会于 1970 年一致通过了《国际法原则宣言》（2625 号决议），明确了各

国主权平等原则（principle of sovereign equality of states），提出各国均有平

等权利与责任，并强调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不可侵犯，每一个国家都

有权自由选择和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③ 国际法中的国家主

权原则以《联合国宪章》为依据，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得到各国的维护与

遵守。同时，“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处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首，

是新中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并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

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因此，国家主权原则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实践经

验上，均是各国开展合作的基石，关系各国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以美国

                                                        
① 和音：《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人民日报》2023 年 1

月 3 日，第 3 版。 
②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人民日报》2022 年 2 月 26 日，第 1 版；《习

近平同法国、德国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人民日报》2022 年 3 月 9 日，第 1 版；《习近

平同美国总统拜登视频通话》，《人民日报》2022 年 3 月 19 日，第 1 版；《习近平会见欧

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 日，第 1 版；

《习近平向第二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致贺信》，《人民日报》2022 年 7 月 26 日，第 1 版。 
③ A/RES/2625(XXV), United Nations, October 24, 1970,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 

doc/RESOLUTION/GEN/NR0/348/90/IMG/NR034890.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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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的西方国家唯我独尊、恃强凌弱，肆意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一再侵犯

他国主权、破坏他国领土完整、插手他国内政，严重破坏了地区安全稳定，

加剧了国际动荡。近年来，美国联合其盟友开展南海“飞越与航行自由”行

动，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在台湾问题上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核心利益，违背了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原则，与全

球安全倡议的正义理念背道而驰，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三）根本遵循：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联合国宪章》确定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发展了公认的国际法

原则，奠定了多边主义的基石，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根本遵循。一方面，在当

前的国际背景下，《联合国宪章》仍是国际社会为实现共同利益而遵循的主

要国际合作准则。国际社会应寻求和平解决争端、尊重各国主权平等，《联

合国宪章》的有关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础，是和平和国际法的核心。① 2022

年 10 月，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成立 77 周年纪念日的致辞中指出，“今天，联

合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将《联合

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落实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② 这体现出《联合国宪

章》的宗旨和原则并未得到有效履行，这是影响全球安全的根本问题。另一

方面，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础。在世纪变

局的当下，全球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问题突出、世界经济跌宕起伏、地区冲

突频发，世界各国只有以《联合国宪章》为共同准则，才能通过合作达到互

利共赢、共同应对安全威胁。中国始终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推

动真正的多边主义，为世界提供了如“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国

际公共产品，起到了积极引领和示范作用。相反，一些西方国家大搞集团政

治和阵营对抗，打着自由民主的幌子，行单边主义之实，严重违背《联合国

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影响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 

（四）重要原则：坚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 

                                                        
① 《古特雷斯：〈联合国宪章〉仍是世界共同的合作框架》，央视网，2020 年 1 月 10

日，http://news.cctv.com/2020/01/10/ARTIiR6DOg5tf8SpqHLcFe0r200110.shtml。 
②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s Message on United Nations Day,” October 24, 2022,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tatement/2022-10-24/secretary-generals-message-united-nati
ons-day-scroll-down-for-french-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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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由 35 国领导人签署且正式通过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

（Helsinki Final Act）是关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的共同纲领，具有很强的道义

和政治约束力。① 在文件序言中便开宗明义地指出了欧洲安全的不可分割

性，即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其核心内涵在于“一国不应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安

全利益为代价来加强自身安全”②。该原则也得到了包括北约成员国、广大

欧洲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并被列入《新欧洲巴黎宪章》（Charter 

of Paris for a New Europe）、《北约—俄罗斯基本协定》（NATO-Russia Founding 

Act）、《欧洲安全宪章》（Charter for European Security）等诸多国际条约

和战略文件。2010 年，在欧安组织第七次政府首脑会议上发布了《阿斯塔

纳纪念宣言：迈向安全共同体》，再次强调了“安全不可分割原则”。③ 但

欧安会提出的“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旨在规范其内部成员国的安全秩序，以

形成一种共同安全机制，其存在一定局限性。乌克兰危机、纳卡冲突、西巴

尔干半岛的局势动荡，也一再证实欧洲安全机制存在缺陷。 

而全球安全倡议的有关原则更具普遍性，一方面，其倡导在全球范围内

建立的包容、协调、非零和的安全架构应更加均衡、有效、可持续；另一方

面，全球安全倡议更加凸显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进

而形成一种以人类共同安全为内核，兼顾人类发展与世界和平的安全不可分

割理念。具体而言，全球安全倡议就是要逐步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全

球和地区安全架构，这也与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

关系格局相得益彰。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各国在稳定、均衡的国际关系框架内

和谐相处、合作共赢，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这一理念体现了全球安全

                                                        
① 陈须隆：《区域安全合作之道》，世界知识版社 2013 年版，第 59—68 页。  
② Artem Kvartalnov, “Indivisible Security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Concepts: Implications 

for 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 2021, pp. 4-29. 

③ 相关文件参见：“Charter of Paris for a New Europ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November 21, 1990, https://www.osce.org/mc/39516; “Founding Acton 
Mutu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NATO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igned in 
Paris, Franc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May 27, 1997, https://www.nato.int/ 
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5468.htm; “Charter for European Security,”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November 18, 1999, https://www.osce.org/mc/17502; 
“Astana Commemorative Declaration: Towards a Security Community,”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December 1, 2010, https://www.osce.org/mc/7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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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范畴内的共同安全的深刻内涵，为应对全球安全困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提出了可行之策。 

（五）方法路径：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一，和平解决争端倡导通过对话、协商、谈判、

斡旋等非武力方式解决分歧，这也是全球安全观中以合作促安全的应有之

义。首先，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符合人类共同

利益。当今世界，安全挑战层出不穷、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人类对和平与发

展的渴望不断增强。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引发了全球粮食危机、欧洲难民危机、

能源供应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等威胁人类安全的各种问题，给欧洲以及世界

各国人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困难。① 这些问题需要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

视，也需要各国重视彼此的合理安全关切，相互支持、团结合作，和平解决

争端，携手应对危机。只有这样，才符合人类对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愿景。其

次，美国以权力为主导的霸权模式无益于争端解决。从历史上看，美国挑起

的一系列战争均将地区和平和当地人民推向灾难深渊，并衍生出日益复杂的

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与地区安全造成冲击。② 再次，协商、合作是和平

解决争端的最优路径。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不断完善双边、多边对话机

制，持续推进相关磋商，堪称区域管控分歧、和平解决争端的典范。③ 中国

不仅在涉及自身安全问题上坚持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这一国际争端协调机

制，而且还积极参与朝核、伊核、缅甸、巴以等重大热点问题的斡旋、磋商，

积极参与国际军控和裁军进程，为世界和平作出积极贡献。 

（六）实践目标：统筹应对全球性挑战 

世界各国应统筹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携手应对全球性挑

战，促进国际共同安全，回应人类对和平与发展的美好追求，这是全球安全

                                                        
①  《 俄 乌 冲 突 致 欧 洲环 保 梦 受 挫 》 ， 新 华 网 ， 2022 年 5 月 23 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22-05/23/c_1128675483.htm。 
② 从乌克兰危机来看，美国全然不顾国际社会对和平解决冲突所做的努力，不仅反复

渲染战争威胁，联合盟友持续升级对俄制裁，而且主导北约增兵东欧，不断向乌克兰提供军

事援助，开展代理人战争，破坏停火和谈，企图通过制造“可控混乱”和“离岸平衡”，进

一步维护其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和全球霸权。 
③ 《继承〈宣言〉精神，凝聚地区共识，共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外交部，2022

年 7 月 25 日，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207/t20220725_107270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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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的落脚点。 

第一，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愈发突出。一是安全问题的

联动性。根据国家安全问题不是原生的而是衍生的基本逻辑，① 某一领域的

安全问题是通过逐步演化、累积产生的，这意味着任何国家的安全短板都会

导致内部风险升级和外部风险涌入，进而外溢为全球性安全风险。安全问题

之间相互联系、互相作用，导致全球性的安全问题绝不仅为某一领域的单独

风险。例如，乌克兰危机从地区冲突的传统安全风险衍生出经济、能源、环

境、粮食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风险。二是安全问题的跨国性。随着全球化的高

速推进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面对疫情、气候、环境、粮食等事关人类

命运的全球性安全威胁，各国均不能“独善其身”“自扫门前雪”，而要通

过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三是安全问题的多样性。随着人们对安全问题

的认识不断加深，安全问题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拓展，一些新型非传统安

全威胁已经跃升为当前人类面临的主要风险挑战。例如，以人工智能、量子

计算、生物识别技术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应用的“非法化”和“武器化”，生

物恐怖主义、核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数字恐怖主义的滋生蔓延，深海、

极地、太空等安全“新疆域”问题等，均是全球性安全问题多样化、复杂化、

衍生化的体现。 

第二，全球安全治理动力不足。这主要体现在当前国际社会存在以部分

西方国家主导的“伪多边主义”，其在形式上虽然打着多边主义的旗号，实

质上推行的却是强调冷战思维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伪多边主义”试图

解构联合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中心地位，扩大阵营对抗的危害，加剧国际冲突

与分裂，破坏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因此，全球安全治理的合作动能

不足是无法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首要因素。再次，应对全球性问题需要多

元协作共治。中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治理的多

元主体、平等话语和民主协商，反对一方独霸或少数几方共治的做法。② 这
                                                        

① 参见李文良：《国家安全：问题、逻辑及其学科建设》，《国际安全研究》2020 年

第 4 期，第 3—23 页；李文良：《国家安全学的内生逻辑及其学科特征》，《国家安全研究》

2022 年第 3 期，第 57—70 页。 
② 陈翔：《新时代中国参与区域安全治理的模式探析》，《国际观察》2020 年第 4 期，

第 114—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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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求各国高度重视联合国对安全问题的关切，形成由国际组织、政府、非

政府组织、社会团体、高校智库、研究机构等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互动格

局。古特雷斯也曾指出，“构建一个由政府、民间社会、地区组织、国际金

融机构、学术界、商界等组成的伙伴关系，对推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和持久和平至关重要。”① 显然，面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复杂交

织，各国需要遵循多方参与、平等合作、协商治理的模式，才能助力全球性

问题的妥善解决。 

 
三、全球安全倡议的价值内涵 

 

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担当与贡

献，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传播价值和时代价值。 

（一）理论价值：超越西方国际安全理论，拓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两种基本思想流派。 

第一，现实主义长期占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查尔斯·金德

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系统阐述的“霸权稳定论”是具有代表性

的现实主义国际安全理论。② 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将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

置于首位，认为建设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济需要一个具有霸权和支配地位的

强国来维持秩序，即霸权国的存在有利于国际体系稳定。③ 罗伯特·吉尔平

（Robert Gilpin）认为，霸权国建立自由世界经济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政

治与安全利益，而安全不仅包括霸权国本身的安全，而且包括盟国的安全，

                                                        
① 《古特雷斯呼吁以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实现持续和平》，中国新闻网，2017 年 1 月 25

日，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17/01-25/8135250.shtml。 
②  关于“霸权稳定论”的相关论述请参见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305; 
Stephen D.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3, 1976, pp. 317-347;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44-145;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pp. 
31-46。 

③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26—3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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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霸权国的安全利益中还包括盟国的经济和军事利益。① 同时，以“海权论”

“陆权论”为代表的地缘安全论，也是现实主义国际安全范式的经典理论。

不难看出，当今美国仍坚定奉行现实主义国家安全政策，以谋求全球霸权和

单极格局为出发点，通过领导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来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

且敌对的欧亚大陆国家的出现。但是，由于现实主义安全理论主要侧重政治、

军事安全等传统政治议题，对非传统安全以及人类共同安全的认知不足，同

时现实主义安全理论过度信奉“权力至上”，不认同以和平方式可以实现新

旧国际权力转移，从而暴露了其理论短视的弱点。②  

第二，自由主义国际安全理论的再次兴起源于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

上升，但仍存在严重局限和先天短板。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为基础提出的“民

主和平论”提倡对外输出民主，是美国以各种方式干涉他国政局和政治走向

的理论依据。以经济相互依赖为基础提出的“相互依存论”过于夸大经济合

作对国际安全稳定性的重要性，也不能解释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当下仍存在

大国竞争与地区冲突的现实问题。以制度规范约束的“国际制度论”却无法

阻止美国无视联合国决议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行为。相反，全球

安全倡议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来源于中国与时俱进的国际安全理

念，蕴含着以“王道”取代“霸道”、以“双赢”取代“零和”、以“合作”

取代“对抗”的理念，是对“国强必霸”陈旧逻辑的坚决摒弃。全球安全倡

议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为核心要义，从安全主体、

安全范围、安全路径和安全效果等四个维度重新建构了国际安全的分析框

架，是对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建立在以维护霸权稳定、巩固同盟政治

基础上的国际安全理论的扬弃与超越，进一步细化和拓展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的丰富内涵与理论深度。 

（二）实践价值：统筹全球发展与安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内嵌着

                                                        
①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全球政治经济学》，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86 页。 
② 刘胜湘：《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安全理论及其批判》，《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6 年第 2 期，第 209—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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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原则，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的准则。① 放眼世

界，习近平相继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正是将“统筹发展与

安全”的治国理政方略运用到全球治理实践中的重要体现。 

第一，立足国际视野，对外统筹发展与安全。全球发展倡议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持开放包容的伙伴精神，遵循务实合作的行动指南，

为开展全球发展治理指明了方向。从相互关系上看，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

展倡议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促进全球发展与安全的两个支柱；从作用上看，

无论是全球安全倡议还是全球发展倡议，均强调通过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

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从效果上看，全球发展倡

议与《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融合衔接，全球安全倡议聚焦维护世

界和平的宗旨，是更好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基础。 

第二，坚持以身作则，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从维护自身安全的角

度看，中国坚决奉行“结伴不结盟”的外交方针，不组建小圈子、不划分势

力范围，积极采取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中印边界对峙，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

处理南海事务，倡导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发展中美关系，为维护地区安全稳

定发挥积极作用。从维护国际共同安全的角度看，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安全问

题的斡旋、协商，促进俄乌双方和谈，为遭受局势动荡或自然灾害的地区与

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并积极参与应对恐怖主

义、气候变化等问题，通过实际行动推动国际共同安全。② 

第三，彰显大国担当，主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作为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积极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共同发

展，始终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仗义执言，赢

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③ 同时，中国坚决履行承诺，积极支持联合国维和工

作，率先组建了全球首支成建制常备维和警队。参与维和行动 30 年来，中

                                                        
① 陈向阳：《构建新安全格局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迫切需要》，《国家安全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41—55 页。 
② 吴晓丹、张伟鹏：《全球安全倡议：内涵、意义与实践》，《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

第 4 期，第 39—57 页。 
③ 阮宗泽：《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1 年第 9 期，第 24—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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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数量最多、分队种类最齐全的国家，为维护世

界和平作出重要贡献。① 

第四，中国“双碳”目标的制定不仅是自身绿色发展转型的需要，也为

全球脱碳进程注入了绿色生机。2022 年 8 月，中国牵头制定全球首个新型

电力系统国际标准，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有效促进了全球应对气候治

理的进程。② 各国只有从根本上把握统筹全球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才能更好

破解和平、发展、安全、治理赤字，共同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三）传播价值：引发国际社会共鸣，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 

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热烈讨论与广泛共鸣，截至 2022

年 12 月，已有 70 多个国家对全球安全倡议表示赞赏与支持。③  

从国家的官方立场来看，以 2022 年 7 月举办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

七次外长会为例，澜湄国家外长高度赞赏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

倡议，强调这两大倡议同澜湄合作互补互促，对澜湄各国携手应对当前全球

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④ 2022 年 9 月以来，习近平相继出席上合峰会、G20

峰会、APEC 峰会、中阿峰会、中海峰会等 5 场峰会，与 40 多个国家的领

导人举行双边会晤，也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向世界推介，并得到了热

烈欢迎与积极反馈。 

从学术界的认知来看，尼日利亚阿布贾智库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

斯·奥努奈朱（Charles Onunaiju）认为，“全球安全倡议旨在将磋商和对话

重新置于促进全球共同安全的核心，是消除地区安全威胁的重要举措。中国

通过支持非盟和平与安全机制，在加强非洲地区安全架构方面发挥了相当大

的作用，特别是针对非洲正在出现安全赤字的现状，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

                                                        
① 《〈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30 年〉白皮书》，中国政府网，2020 年 9 月 18

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0-09/18/content_5544398.htm。 
② 《我国牵头制定首个新型电力系统国际标准体系》，新华网，2022 年 8 月 21 日，

http://www.news.cn/politics/2022-08/21/c_1128932480.htm。 
③ 王毅：《胸怀天下，勇毅前行  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华章》，外交部，2022 年

12 月 15 日 ， https://www.mfa.gov.cn/web/wjbz_673089/zyjh_673099/202212/t20221225_ 
10994826.shtml。 

④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七次外长会在缅甸举行》，外交部，2022 年 7 月 4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202207/t20220704_107151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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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值得认真考虑。”① 土耳其安卡拉危机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穆斯塔法·科

云库（Mustafa Cem Koyuncu）认为，“尽管中国没有详细说明全球安全倡

议的具体举措，但它可以被视为将当前国际局势化危为机而采取的重要一

步。”②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教授朱志群认为，“全球安全倡议作为破解全球

安全困境的一种方式值得探索。西方国家不应仅仅因为是中国提出的，而下

意识地反对这一倡议。”③ 

综上所述，全球安全倡议在国际社会得到了广泛好评和支持，尤其是广

大发展中国家更希望中国发挥引领作用来维护全球和平稳定。但是，我们也

不能忽视地缘政治因素，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难免被西方国家戴上“有色眼

镜”加以审视。因此，中国应继续采取务实、有效的行动，助力全球安全倡

议行稳致远，不断提供维护全球安全和地区安全的公共产品，展现倡议的引

领力、行动力与包容性，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 

（四）时代价值：促进世界和平安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

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

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气候变化、网络空

间等问题不断加剧，乌克兰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持续，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

方国家固守冷战思维，大搞集团对抗与霸道强权，这些都是全球安全倡议提

出的背景。2022 年 10 月，美国拜登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

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并将未来十年视为与中国开展大国竞

争的“决定性十年”。④ 美国认为，中国不仅是全球唯一能在经济、外交、

军事、技术等领域与美国开展竞争的国家，而且将“挑战”与“重塑”美国

                                                        
① Charles Onunaiju, “A New Vision for Collective Security,” China Focus, September 8, 

2022, http://www.cnfocus.com/a-new-vision-for-collective-security/. 
② Mustafa Cem Koyuncu, “China’s New Strategy: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Ankara 

Center for Crisis and Policy Studies, May 20, 2022, https://www.ankasam.org/chinas-new- 
strategy-global-security-initiative/?lang=en. 

③ Zhu Zhiqun,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 China’s Solution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ink China, June 2, 2022, https://www.thinkchina.sg/global-security-initiative-chinas-solution- 
international-security. 

④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1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 
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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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单极体系，这也是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根源。尽管该报告

内部充满矛盾，美国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又面临“府院分治”的困境，但以

“竞争”为主线的美国对华战略已成为两党共识，并在短时间内难以逆转。

因此，美国为了巩固全球霸权而采取的系列单边行动将成为未来影响国际安

全与世界和平的最不稳定因素。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各国若不以追求共同安全为目标，全球秩序将

逐渐走向失衡。中美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坚定支持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履行大国责任，尊重彼此差异，谋求共同发展，

继续深化两国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和开辟更大合

作空间，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健康轨道，为稳定国际安全秩序贡献力量，促进

全球安全倡议成为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全球共识。放眼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

高事业，各国只有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才能做出维护共同安全的正确选

择；只有形成命运与共的理念，才能携手应对各种安全挑战。全球安全倡议

将以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追求，推动世界

各国化解意识形态纷争、超越历史文明冲突、走出零和博弈泥潭；将展现中

国愿与世界各国共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携手开创人类美好未来的宏伟愿景。 

 

[责任编辑：石晨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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