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创人类可持续安全的新纪元 

刘江永 

2015 年是二战结束 70 周年。70 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人类

开启了战后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新时期。驻足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做国际展望，一

个重要的关键词不容忽视，那就是可持续安全。它不仅是 21 世纪人类社会的普遍诉求，也

是确保国家安全及国际关系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战后初期，全世界的独立主权国家不到 60 个。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族

独立，维护国家主权。面临十分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于 1954 年与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

平共处。这不仅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基本方针，也成为世界各国广泛认同的国际

关系准则，为妥善处理国家间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今，21 世纪迎来了第 15 个年头。新的世界大战虽然没有爆发，但剧烈的局部战争

及世界各地不断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安全。即使在和平状态下，

各国在金融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

域均面临挑战，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重大安全议题。为应对安全领域的新挑战，中

国在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同时，还需要推动外交、安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21 世纪的世界面临两大战略问题：一是包括和平在内的安全问题；二是包括生态环境

在内的发展问题。但就进步和创新而言，安全理论长期落后于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念

早在 40 多年前就开始倡导，上世纪 90 年代成立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为人类的发

展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中国也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然而，冷战结束后 20 多年

的事实证明，一些国家依靠绝对军事优势和多国军事打击换来的，只是高成本和难以持续

的低安全甚至更不安全；大量战争碳排放严重损害了各国为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所付出

的努力。这种极不合理的状况亟待改变。 
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不仅要维护好本国国内和国际两个安全大局，而且有责任为世

界的可持续安全作出开创性贡献。2014 年 5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举行的第四次

亚信峰会讲话中，首次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并载入会议发表

的《上海宣言》。同年 11 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倡导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使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不仅限于亚洲，更具有全球意义。

这是继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半个世纪后，中国再度倡导的重要战略原则。中国新的《国

家安全法》草案也首次明确提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

福祉、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

以及保障这种可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综上所述，2014 年堪称是可持续安全作为中国国家政策和法律条文用语正式提出的元

年。在新的一年里，如果可持续安全理念能够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和支持，人类社会就有

希望共同开创可持续安全的新纪元。 
（作者为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