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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和平發展不謀霸權 提6大國家核心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

日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回應世界關切，闡述中國未來

發展道路。白皮書首次明確並界定了中國的六大國家核心利益，

並指出，中國和平發展打破了「國強必霸」的大國崛起傳統模

式，中國積極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應有貢獻，絕不搞侵略擴張，

永遠不爭霸、不稱霸，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的堅定力

量。白皮書重申，中國將堅定不移沿 和平發展道路走下去。

白皮 書 全 文 約
13,000字，分為5

個部分，全面闡釋了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
開闢、中國和平發展
的總體目標、中國
和平發展的對外方
針政策、中國和平
發展是歷史的必然

選擇以及中國和平發
展的世界意義等內容。
白皮書稱，中國多次向

世界宣示，中國始終不渝走和平發
展道路，在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和中國共產黨
成立90周年之際，中國再次向世界鄭重宣告，和
平發展是中國實現現代化和富民強國、為世界文
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的戰略抉擇。中國將堅定不
移沿 和平發展道路走下去。

總目標：國家現代化人民富裕
對於中國的和平發展目標，白皮書表示，實現

國家現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和平發展的總
體目標；全面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
小康社會是中國和平發展的中長期目標；實現
「十二五」規劃是中國和平發展的近中期目標。
為實現這些目標，中國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
式，進一步挖掘自身資源和市場優勢，加快構建
和諧社會，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創造和平
國際環境和有利外部條件。
在外交政策方面，白皮書表示，中國作為國際

社會的一員，對未來的世界懷有美好期待，堅持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於推動建設和諧

世界，倡導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
觀，秉持積極有為的國際責任觀，奉行睦鄰友好
的地區合作觀。

不容外部勢力干涉內政
白皮書強調，中國人民堅持自己選擇的社會制

度和發展道路，不允許外部勢力干涉中國內政。
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所有國家發
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結盟，不
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異同決定國家關係的親
疏。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
的權利，不干涉別國內部事務，反對以大欺小、
以強凌弱，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持通過
求同存異、對話協商解決矛盾分歧，不把自己的
意志強加於人。
白皮書首次明確並界定了中國的六大國家核心

利益，並強調，中國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包
括：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
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
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白皮書特別強調，中國不謀求地區霸權和勢力

範圍，不排擠任何國家，中國的繁榮發展和長治
久安對周邊鄰國是機遇而不是威脅。白皮書指
出，中國和平發展打破了「國強必霸」的大國崛
起傳統模式。中國充分尊重各國維護本國利益的
正當權利，在積極實現本國發展的同時，充分顧
及他國正當關切和利益，絕不做損人利己、以鄰
為壑的事情。
幾十年來的實踐證明，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走

對了，沒有任何理由加以改變。白皮書表示，和
平發展道路的成功既需要中國人民堅持不懈努
力，也需要外部世界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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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中國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日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
白皮書指，中國倡導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
新安全觀，尋求實現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
安全。白皮書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傳統安全
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安全內涵擴展
到更多領域。國際社會需強化綜合安全觀念，堅
持綜合施策、標本兼治，攜手應對人類面臨的多
樣化安全挑戰。

白皮書指出，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國命運
休戚與共，國際社會應增強共同安全意識，既要
維護本國安全，又要尊重別國安全關切。要摒棄
冷戰思維和同盟對抗，通過多邊合作維護共同安
全，協力防止衝突和戰爭。充分發揮聯合國在維
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方面的作用，建立公平有效的
共同安全機制。

對話談判解決爭端
白皮書還指，戰爭和對抗只會導致以暴易暴的

惡性循環，對話和談判是解決爭端的唯一有效和
可靠途徑。要以合作謀和平、以合作保安全、以
合作化干戈、以合作促和諧，反對動輒使用武力
或以武力相威脅。
白皮書強調，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

國人民從近代以後遭受戰亂和貧窮的慘痛經歷
中，深感和平之珍貴、發展之迫切，深信只有和
平才能實現人民安居樂業，只有發展才能實現人
民豐衣足食，把為國家發展營造和平穩定的國際
環境作為對外工作的中心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白皮
書指出，未來5年，中國的進口規模累計有望達
到8萬億美元(約62萬2400億港元)，這將給世界各
國帶來更多商機。白皮書表示，人口規模和經濟
總量決定了中國擁有巨大的國內需求潛力。隨
人均收入不斷增加、國內投資穩步提高、區域發
展戰略深入推進，中國還將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
和更大的市場空間。未來5年，中國消費結構將
進一步提升，居民消費潛力將得到進一步釋放，
國內市場總體規模將位居世界前列。
白皮書指出，中國將發揮原材料、裝備以及消

費品製造等產業優勢，滿足本國民眾的物質需
求，為世界市場提供更多優質產品和服務。中國

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
戰略，實現對外開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資為主向進
口和出口、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並重轉變。

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白皮書還指，中國將繼續積極參與國際分工，

擴大進口規模，促進國際貿易收支趨向基本平
衡，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妥善處理國際經貿摩
擦。白皮書強調，中國將更加重視對外投資和合
作，有序擴大金融市場和金融業對外開放，構建
服務高效、風險可控的金融體系，完善以市場供
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逐步實現人
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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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本報記者趙

一存及中通社報道） 中國政府昨日發

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對中

國國家核心利益進行闡釋。這是中國

首次在官方文件中界定中國核心利益的範圍。北

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王逸舟認為，這種權威界定

能夠起到「增信釋疑」的作用。中央黨校國際戰

略研究所所長宮力認為，中國堅持國家核心利益

有利於世界共同發展。

近年來，有關中國「核心利益」的說法外界高

度關注。2010年，外媒曝出中國高官曾向美國表

明，南海是中國「核心利益」，不容任何妥協。儘

管「南海核心利益說」虛實難辨，但此後頻繁被

外媒報道，成了西方國家「指責中國的借口」。

此後，官方新華社所屬《瞭望》發表國防大學

副教授韓旭東的文章《慎用核心利益》。文章認

為，「國家核心利益」的具體內容目前「不宜公

開」，一是因為中國「還不具備維護所有國家核

心利益的能力」，二是容易「造成只追求核心利

益的假象」。

「國際社會一直在問中國，哪些利益是核心利

益不能碰。」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

金燦榮告訴記者，過去比較模糊的「國家核心利

益」，引來了外界的追問和猜測。

王逸舟認為，此次作為官方文件的白皮書對國

家核心利益進行界定，終結了外界的不斷猜測。

「對於『核心利益』，過去要麼解釋得過寬，要麼

定義得太窄。這次權威的界定，起到一個增信釋

疑的作用。」

核心利益不容談判
對於白皮書中首次提及六大國家核心利益，宮力

表示，這說明國家核心利益符合中國根本利益，中

國堅持國家核心利益有利於世界共同發展。他認

為，此番公佈的國家核心利益包括三個方面，分別

為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中國的政治制度以及

涉及重大經濟利益的國家經濟發展。具體來看，不

容分裂、不容談判，沒有商量餘地，並且中國多次

重申的問題一定是核心利益，比如台灣、新疆、西

藏問題；而涉及有爭議問題，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

的問題，當前還不能劃入核心利益範圍，比如南海

問題、釣魚島問題。

界定「核心利益」 助增信釋疑

倡導互信協作新安全觀

未來5年中國進口額62萬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中國國務
院新聞辦公室昨日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
書指出，中國堅持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中國國
防開支是合理適度的，是與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相適
應的，中國不會也無意同任何國家搞軍備競賽，不
會對任何國家構成軍事威脅。

積極參與維和反恐
白皮書表示，中國有廣闊的領土和遼闊的海洋，

陸地邊界2.2萬多公里，大陸海岸線1.8萬多公里。中
國面臨複雜多樣的傳統和非傳統安全挑戰，受到分
裂勢力和恐怖主義等威脅。推進國防現代化是中國
合理的國家安全需求，是中國實現和平發展的必要
保障。中國軍隊現代化的根本目的是捍衛國家主
權、安全、領土完整，保障國家發展利益。
白皮書指出，中國是唯一公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

武器、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區使用或威脅
使用核武器的核國家。中國累計向聯合國30項維和
行動派出各類人員約2.1萬人次，是派出維和人員最
多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中國積極參與反恐、防擴散領域國際合作，向遭

受嚴重自然災害的國家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並派出救
援隊，為打擊海盜行為向亞丁灣、索馬里海域派遣
海軍護航編隊。
白皮書強調，中國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

人」，致力於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和熱點問題。中國
重視加強國際軍事交流，推動國際和地區安全合
作，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白皮書稱，中國堅
持通過求同存異、對話協商解決矛盾分歧，不把自
己的意志強加於人。堅持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
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發，在國際事務中積極發揮
建設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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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軍隊現
代化的根本目
的是捍衛國家
主權、安全、
領土完整。

■白皮書認為，對話是解決爭端的唯一有效途
徑。圖為朝核問題第六輪六方會談。 中新社

中國6大國家核心利益
1. 國家主權

2. 國家安全

3. 領土完整

4. 國家統一

5. 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

社會大局穩定

6. 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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