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史为镜  推动国际体系成功转型 

杨洁勉 

在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二战）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七

十周年之际，从指导思想、组织机制和案例实践等方面研究“国际体系转型”再次成为政

界和学界讨论的重要议题。就国际关系学术界的研究而言，我们不仅要研究国际体系转型

的方向、条件和困难，而且要在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战略规划和

体制机制设计。 

七十年的合理和进步因素需要不断巩固和发扬。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但二战后国际体

系仍显著超越了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分赃为主要标志的一战后国际体系，长期维护了国

际机制的运行和世界总体和平与稳定。更为重要的是，二战后国际体系中包含了许多公正

合理的积极因素，如《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和不结盟原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实践的南北合作精神，等。冷战结

束后，全球意识、跨国合作、包容发展、合作共赢等新的国际关系指导思想又增添了进来。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当前的国际体系转型应当而且能够发扬上述既具有深刻历史进步意义，

又能深入、广泛地倡导和践行国际公义的新理念与新原则。 

七十年的国际机制需要与时俱进并不断创新发展。酝酿于二战后期、诞生于二战后初

期的国际机制是战后国际体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

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迄今仍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体系转

型过程中，又涌现出许多创新机制，如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区域性合作、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但上述创新机制大都局限于经济领域，因而需要在合作、共赢、

包容、发展等新理念指引下，向政治、安全、军事、文化和非传统领域拓展，需要在转型

中逐步整合并发挥作用，需要进一步体现国际体系的公正合理性。时代正呼唤政界、学界

设计出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的国际新机制，推动本次国际体系的成功转型。 

七十年的丰富实践需要深入研究和总结提炼。当代国际体系转型同国际关系、国际政

治、国际法、世界经济等众多学科密切相关，“三合一”的七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更为学界

提供了深入研究和总结提炼的重要契机。我们要在丰富的国际体系发展和转型实践中不断

总结和运用规律，要在研究中正视历史和面向未来，更要把七十年乃至更为久远的历史经

验教训转化为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借鉴，通过发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用和国际社会

的共同努力，继续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历史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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