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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格局建立的新模式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陈宇

（兰州商学院陇桥学院 思政部，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１０１）

［摘　要］自雅尔塔体系崩溃后，国际格局开始了新一轮的整合与重构，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
新特点：国际格局建立的非战争性；国际格局建立的稳定性与非稳定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

国际格局建立的长期性；国际格局建立的非标志性。出现这些新特点的原因很多，其中全球化发

展、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影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慑作用、国家之间相互认同加深及民主制度的

制约、世界主要国家经济运行方式趋于一致等是主要原因。在未来的国际社会发展中，中国应进一

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谋求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和谐世界的建

立，建立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和国防体系、凭借实力实现自我保护，做好必要的军事斗争的准备、武

装保护自己的发展和进步。如此，才能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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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至今，国际格局依然处在单
极与多极相互较量之中。学术界对于目前的国际格

局到底是单极还是多极，仍处于争论阶段。［１］国内

学者阎学通提出“两超多强”理论，并说在未来的１０
年，中美会形成两极格局。［２］但是，无论是阎学通，

还是其他的学者，均未注意到当今国际新格局的建

立模式已经与过去国际格局的形成方式有了本质的

不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关键的原因就

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国际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深

刻变化。就笔者所接触的文献资料来看，学术界对

于国际格局建立的新模式尚未触及，而这一全新的

建立模式又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未来发展密切相

关。本文拟就国际格局建立新模式的形成及其对我

国未来发展的影响进行一些探讨和分析，以期推进

中国的和平崛起。

　　一、国际新格局建立的特点

从世界性国际关系形成后的第一个国际格局威

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到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雅尔

塔体系的建立，国际社会先后经历了４次大的国际
格局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巴

黎－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新的国际格局产生
之后，大体经历了“稳定—矛盾的产生—矛盾的积

累—矛盾的最终激化—分崩瓦解”这一过程；并且

这些国际格局的建立都是在经过战争之后才确立下

来的，战争成为新国际格局体系建立的关节点。纵

观人类社会国际格局的建立，无一不是经历这样的

过程。只有经过战争，旧的格局才能被打破，新的格

局才能被确立。然而，自雅尔塔体系解体之后，新格

局的形成却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雅尔塔体系是二战后几个主要的获胜国（美、

苏、英、法、中等国）通过波茨坦会议、开罗会议以及

雅尔塔会议等一系列会议而建立起来的。１９９１年
１２月２５日，随着苏联的解体，雅尔塔体系轰然坍
塌，国际格局开始了新一轮的重组和建构。美国作

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自然当仁不让，力图

建立起自己主导的单极格局，而其他几个大国则希

望建立多极格局，纷纷发展双边关系，国际格局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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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化趋势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但就国际格局整体

而言，是单极格局和多极格局并行发展。美国在克

林顿任总统期间，经济获得较大发展，连续７年保持
增长，财政也首次出现盈余。与此同时，欧洲经济增

长缓慢，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俄罗斯政局动荡，经济

恢复缓慢，中国经济虽增长迅速，但总量仍很小。美

国自乔治·布什上台以后，凭借其日益增长的雄厚

经济实力和在克林顿时期已大规模加强的军事实

力，加速推进美国单极主导世界体系的步伐。在乔

治·布什执政初期，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开始显露，

使得中美、中俄矛盾都有所显现。然而“９·１１事
件”的突然爆发，使得整个美国为之震惊。美国随

即改变其战略步骤，开始重新审视其国际战略，将恐

怖主义列为其首要打击目标，并为此加强了与中、俄

等国的合作，从而缓和了在乔治·布什上台之初显

然已有所紧张的美中、美俄等大国关系。美国在

“９·１１事件”后发动了２场战争：一场是阿富汗战
争，另一场是伊拉克战争。在对阿富汗的战争中，美

国不仅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而且也得到了世界上

大多数国家的支持；然而在对伊拉克的战争中，美国

则遭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其盟友中也只

有英国派兵参加了战争，法、德则持坚决反对立场，

使得美国希望获得对伊拉克战争的联合国授权的愿

望落空。法、德与美国的分歧和矛盾实际上是国际

格局的单极化与多极化之争的具体表现，美国是想

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单极格局世界，而法、德、俄、中等

国则希望建立一个多极格局的世界。２００３年德国
总理施罗德在八国集团首脑埃维昂会议召开前夕，

对勃兰登堡门前的２０万听众明确表示：“我确信文
明社会需要一个多极社会。”［３］法国外交部长福歇

说：在全球化进程中，欧美关系主要是多极化与单极

化的问题。［４］可以说，直到今天，国际格局多极化与

单极化的斗争仍在继续，国际新格局仍处在构建

之中。

纵观自雅尔塔体系崩溃至今多极化格局与单极

化格局的建立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国际新格局建立

的方式将与以往４次国际格局建立有所不同，其特
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国际格局建立的非战争性
以往４次国际格局无一不是经历过大规模的战

争后才建立起来的。而苏联解体后的国际格局建立

却是一个全新的模式，即首次不是通过大规模战争

的方式来确立的。在以往的国际格局建立过程中，

为了维护自己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世界上的主

要国家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战争，最终确立了利益

分配模式，建立了新的国际格局。在已发生的这些

战争中，有为争夺地区霸权的，也有为争夺世界市场

的，但其共同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国家集团间利益

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最终导致大国之间战争的爆发，

而战争的结果则是国际新格局的产生。

历史已进入２１世纪，新的国际格局的建立还会
延续以前的那种大规模兵戎相见的方式吗？答案是

否定的。现阶段的情况已与百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

情况迥然不同。当今世界已成为了一个有机联系的

整体。生产、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国际化已使各个大

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虽然国与国之间还存

在贸易壁垒，但双边条约已将这些国家紧密地联系

起来。除此之外，还有众多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贸

组织等来加强与协调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国家

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很多机制来解决。同时，由于

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和科技带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的出现，以发动战争的方式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小

于其带来的损失。因此，从目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

期来看，新的国际格局以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方式

来建立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可见，国际格局重新构建过程中的非战争性是

新的国际格局形成中最显著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

特征。

２．国际格局建立的稳定性与非稳定性、确定性
与不确定性

未来国际格局的建立具有稳定性与不稳定性并

存的特征。所谓稳定性主要是指在国际格局确立的

过程中，各主要大国在国际格局的走向方面虽然有

种种分歧与斗争，但总的来说，战争是不会发生的，

国际局势在国际格局变动的过程中总体上是和平

的，世界格局中的大国关系总体上仍呈现出较为稳

定的状态［５］。同时，国际格局的建立又是一个不稳

定的过程，即在建立的过程中，单极与多极格局两种

趋势会相互较量，各主要大国之间有时也会发生比

较激烈的矛盾与斗争，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与法、

德两国之间的争执。大国关系错综复杂，大国与大

国之间在相互斗争与合作中努力寻找自己在国际格

局中的有利位置。这样，在国际格局的形成过程中

就会出现稳定性与非稳定性并存的局面。

国际格局的建立还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存

的特征。新的国际格局的趋势基本上可以得到确

认，即总体上存在２种可能的趋势：一种是单级化的
国际格局，另一种是多极化的国际格局。美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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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由自己所主导的单极国际格局，而法、德、俄、中

等国则希望建立多极国际格局。基于目前世界各国

的经济、军事发展的实际情况，其他类型的格局模式

出现的可能性不大。这是未来国际格局建立的确定

性。同时，国际格局的建立又有其不确定性，即２种
格局究竟哪一种会最终得以确立。现在的形势是美

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采取一系列措施

努力推进其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如果在不久的将

来美国的经济陷入停顿，其他大国与美国的经济差

距相对缩小，美国就难以维系其称霸全球所需的经

济与军事实力，其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就难以实现，

其主导下的单极格局就不可能建立。

３．国际格局建立的长期性
从世界上第一个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

５０多年前雅尔塔体系的建立，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因为战争延续的时间长导致确立的时间较长之外，

其他国际格局的确立从开始到完成的时间都不是很

长。而现阶段的国际格局的建立，自１９９１年雅尔塔
体系崩溃以来，已有３０余年，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还
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最终得以确立。美国希望建

立以自己为主导的单极国际格局，并在现阶段利用

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推进此战略，而俄、中乃至欧

洲一些国家则希望建立多极化国际格局。这两种趋

势的斗争始终在持续。目前美国仍然拥有强大的经

济、军事实力，继续在推进其单极国际格局体系的建

立，而其他国家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国际舞

台上对于美国的制衡日益显现，在未来的国际舞台

上，为了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其他大国必将加强自

身的自主意识，积极推进国际格局的多极化。所以，

在未来国际格局的建立过程中，两种趋势的斗争将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４．国际格局建立的非标志性
以往４次国际格局的建立，都是以会议和条约

的形式得以最终确立和实现的，并且这些会议和条

约成为新的国际格局得以确立的标志，诸如巴黎 －
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等。然而，在未来的国际格

局建立过程中，国际格局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其斗争也是复杂多变的，其形成具体以什么条约

或什么事件为标志，是很难确定的。未来国际格局

形成的大致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在一段相当长的时

期内，相互关联的许多力量导致国际格局进程出现

不同发展阶段，这些阶段和事件的总和最终确立新

的国际格局。所以，新的国际格局的形成很可能不

会有非常明显而具体的标志，如条约、协定等。

　　二、国际格局建立出现新特点的

原因

　　国际格局的建立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新特点，其
原因主要有以下５个方面。
１．全球化的发展
人类社会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全球化趋

势发展日益明显，各国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领域

的合作已经跨越国界。尤其是二战后，全球化的加

快发展使各国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日益紧密，

特别是国际上几个主要大国（美、俄、中、英、法、德、

日等）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同时，全球化的

发展也使得各国为了发展本国经济不断扩大对外开

放。二战后出现的许多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贸组

织，以及各种各样的地区组织也在各国关系的发展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在各国间在发展相互关系

中，虽然也有矛盾，但是经济的开放性使得很多经济

利益方面的纠纷，可以通过双边或者多边渠道加以

解决。正是这些现实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变

化，使得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几

率越来越小。二战后全球化的发展和各国间经济、

政治、文化联系的日益紧密，正在成为化解国与国之

间战争的有效因素。

２．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而其他实力相对较强的国家大多希望建立多极化的

国际体系。这些国家虽然无法单独与美国相抗衡，

但是都具有很强的综合国力。在这些国家中，中国

的崛起、俄罗斯的复苏，使得它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

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大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使

得美国随心所欲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想法受到很大

的制约。虽然美国想极力推进自己主导的单极国际

格局，但是国际多极化的趋势也在稳步向前推进。

由于各国的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在国际事务的解决

方面，各国间纵横捭阖、相互制衡。这样做不仅有效

维护了本国的国家利益，也有效制衡了一些大国为

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而采取极端的做法。叙利亚危

机的解决就是世界多极化诉求制衡独家称霸的一个

重要体现。一开始美国和欧洲盟国想推翻叙利亚巴

沙尔政权，让其反对党执政，但是俄罗斯及中国坚决

反对，最终迫使美国放弃了攻打叙利亚的计划。

正是各大国间经济、军事、政治实力的接近，使

得发动战争的代价增大，最终使各国都选择了与对

方发展和平关系的外交政策。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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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慑
目前，除二战中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外，美、俄、

中、英、法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都拥有核武器。

核武器虽然是用于战争的，但是核武器所拥有的巨

大威慑力，也会使得任何想发动战争的人都不得不

考虑：是否需要借助于武力方式来谋求自身利益。

未来可能的世界大战只可能在大国之间进行，而这

些大国又都拥有核武器———有核国家的战争，其代

价是任何参加国都无法承受的。核武器使得国与国

之间在对抗中，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对抗中总是留有

最后的外交回旋余地。

４．国家之间相互认同的加深及民主制度的制约
随着各国间经济、政治联系的日益紧密，以及战

后各国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媒体和通讯工具的日

益先进，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各国民众之

间的交往更为密切，国与国民众之间的相互认同逐

渐加深。同时，二战后各国纷纷建立了民主制度，随

着全球化的发展，这一制度又在全球不断扩展，而民

主制度对于战争的爆发有着相当的制约作用。各国

民众间相互认同的增加以及民主制度的制约作用，

使得现在各国政府在选择战争的时候，增加了更多

的理性成分。

５．世界主要国家经济运行方式的趋于一致
笔者认为，造成国际格局和平重构的最根本原

因是全球化的发展所导致的世界各主要国家经济运

行方式趋于一致。所谓经济运行方式趋于一致，是

指各国的社会制度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其经济运行

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十分接近。目前，商品经济或市

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方式正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世界

上的主要大国，要么已经是，要么将采取这一经济运

行方式。二战后，美、英、法、德等国实行的是生产资

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形式。而改革开放的中国，虽

然基本经济制度依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在经济

运行方式上也采取了市场经济。中国和世界各主要

发达国家经济运行方式的接近，使各国间的经济更

好地建立起相互联系。由于实行了对外开放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于２００１年加入了世贸组
织。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经济运行方式上也选择

了市场经济，并于 ２０１１年加入世贸组织。也就是
说，各国纷纷采取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方

式来发展本国经济，这使得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和相

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

市场经济要求实行扩大开放，以使得更多的资

源和生产要素纳入其中。市场经济倡导的是公平的

竞争和开放的市场。现在的全球化过程已经与资本

积累时期的殖民地式的掠夺有了很大区别。虽然依

然存在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但是全球化是

一个客观的过程，谁要是拒绝这一进程，谁就等于拒

绝了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机会。纵观世界近代以来

的战争，爆发的原因多数是因为生产方式方面的矛

盾，即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落后国家打开国门

和市场，而后发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

拒绝这一要求所导致的。但是，二战后的全球化的

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自主地选择了市场经济，

这使得各国间在经济运行方式上逐渐地趋于一致。

依靠战争建立起来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已经

逐渐让位给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关系。现有的国

际组织，如联合国、世贸组织、Ｇ２０峰会、亚太经合组
织，以及各种多边和双边会议与协议的存在，使各个

国家在发展相互关系中可以借助这些机构来解决一

系列的争端，这使得未来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

的几率越来越小。

　　四、中国和平崛起的策略

新的国际格局构建模式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机

遇，也是挑战。我们要抓住机会，推进我国的和平崛

起，并在此过程中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要

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做好以下工作。

１．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谋求与世界各国
的共同发展

当今时代依然是全球化继续推进的时代，商品

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继续拓展，越来越多

的地区将被纳入到世界市场体系中来，这是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

了，并且每天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

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死

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

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

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６］。因

此，我国的经济社会要发展，就要主动地融入到这一

过程中来，通过全球化来发展自己，与世界各国建立

广泛的联系，争取实现自己的和平崛起。自１９７０年
代末期以来，中国正是通过实行改革开放，在积极主

动与各国发展经济关系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发

展。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要更加主动地实行

对外开放政策，继续发展自己的经济，增强自己的综

合国力，使中国经济更加广泛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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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决定，确立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正是顺

应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由于我国选择了市场经济运行方式，我们与世

界上发达国家之间基于社会制度不同导致的矛盾得

到了缓和。我国与其他各国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采取

公平竞争、双边或者多边协调的方式予以解决。这

样，双边的经济矛盾就可以在共同认可的经济规则

和经济运行方式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未来，随着我

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

发达国家之间发生剧烈冲突的因素会进一步消除，

这将为建立公正有序的国际环境创造条件，也必将

为我国的和平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

２．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和谐世界
建立

当今世界，国家利益依然是各国发展对外关系的

主要动力。目前，美国虽然仍希望建立以其为主导的

单极国际格局，但是其他实力较强的国家，如俄、中、

英、法、德，甚至印度、巴西等国，则都希望建立多极化

国际格局，因为多极格局可以更好地维护这些国家的

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团结更多的力量来实现我

们国家自己的利益，应成为我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在

国际舞台上，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

力于建立和谐世界，这是非常正确的外交方针。和谐

世界的理念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坚持

这一理念就会吸引和团结大多数希望建立多极化国

际格局的国家及希望国际社会民主发展的国家，从而

更好地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这对于美国建立单极国

际格局体系和谋求霸权的行为会起到一定的遏制作

用。和谐世界的建立既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３．建立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和国防体系，凭借
实力实现自我保护

即便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

关系非常紧密，但是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利益方面

仍然会存在矛盾和冲突。因此，中国应该建立完整的

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体系，在与世界超级大国的经济

政治对抗中，即使它们进行经济封锁或其他更为严重

的打击，也不会对我国产生致命的影响，这样才能够

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同时，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和

国防体系也能使那些妄想对中国采取经济制裁甚至

军事打击的国家望而却步。只要经济体系和国防体

系不出问题，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有了根本保证和

基础。

４．做好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武装保护自己的
发展和进步

国与国之间国家利益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还存

在着不可调和性。美国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希望建

立自己主导的单极国际格局体系。而面对中国的崛

起，美国一直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甚至对中国进行战

略包围。自２０１２年９月以来，我国与日本之间产生
的钓鱼岛争端，以及与菲律宾之间的黄岩岛争端等事

件的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响。虽然现在各国的经济运

行方式趋于一致，国际新格局的建立有避免发生战争

的可能，但是如果你不具备保卫自己的能力，军事力

量过于弱小，争取和平就是一句空话。战争是否发生

取决于战争发动者对于战争利益的考量。在国与国

之间利益和认同不一致的情况下，爆发战争并不是不

可能的事情。因此，发展必要的军事力量，做好军事

斗争准备，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重大的意义。

　　五、结语

全球化的发展对于国际关系格局的建立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在未来的国际新格局建立中，人类很可

能首次以和平的方式建立新的国际格局体系。而在

这一过程中，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如何在这样

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努力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

境，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只要我们顺应全

球化的发展趋势，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壮大我们

自己的力量，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倡

导和谐世界的建立，我们就一定会推进世界的和平

与稳定，从而为国际新格局的和平构建贡献我们自

己的力量，最终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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