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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指出中國提出「和平發展」的原因。

2. 根據上文，說明「和平發展」的內涵和特色。

3. 參考上文，舉例分析中國如何實現「和平發展」。

4. 試比較「和平發展」和「和平崛起」的分別。

5. 試以美國和日本為例，推測外國如何看待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冷戰結束後，西方提出「中國威脅

論」等話語，令中國處於極不利的國際

輿論環境中。為應對「中國威脅論」，中國於

2003年開始提出「和平崛起」的概念，後來改為

「和平發展」，承諾中國將走一條不同於西方大國武力

崛起的道路。中國所闡述的「和平發展道路」主要包括

以下3方面的內容：第一、和平發展的內涵為何；第二、

中國為甚麼會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第三、中國如何實現

和平發展。 ■葉淑蘭　華東師範大學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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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葉淑蘭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講師。主要研究方
向為中國政治與外交。出版英文學術專著《崛起中國的東亞地區政
策：建構主義視角》和中文著作《北歐：這裡沒有窮人》。

中國「和平發展」戰略

■中國正在走㠥「和平發展」道

路，並且承諾永不稱霸。資料圖片

內涵
•和平環境中的發展(in peace )
•通過和平方式的發展(by peace )
•為和平目的發展(for peace )

前提
•「和」文化與歷史傳統決定
•國內外環境和利益決定

途徑
•強大海軍實力
•改革政治制度
•更積極參與國際合

作機制
•壯大文化軟實力

影響
•成為國家戰略性目標
•為國家爭取相對有利

的國際輿論環境

何謂和平發展？

2003年，中央黨校
原常務副校長鄭必堅提出中國將走「和

平崛起」(Peaceful Rise)道路，這將不同於西方的武
力崛起之路。但「崛起」的字眼在一定程度上引起
西方的恐懼，他們通常把「崛起」與「霸權」、
「武力」相聯繫。為免誤會，中國政府很快地將
「和平崛起」改為「和平發展」。

2004年4月，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博鼇亞洲論壇開幕
式上發表演講指出：「中國將堅持『和平發展』的
道路，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同亞洲
各國共創亞洲振興的新局面，努力為人類和平與發
展的崇高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溫總承諾永不稱霸
2005年3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屆人大三次會

議上作出的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指出中國的和平發
展需要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合作，堅持對外
開放，永不稱霸。
「和平崛起」是中國對世界的一個公開承諾。北

京大學教授王緝思指出，「和平崛起」是「一個政
治命題」，表達中國要在和平環境中發展自己、迅
速強大起來的強烈願望。
2004年，學者王義桅對「和平崛起」進行三重解

讀：即「和平的崛起」(Rise in Peace)，「和平地崛

起」(Rise Peacefully)和「為和平而崛起」(Rise for

Peace)。他補充說，中國正在而且必然走向和平崛
起之路。

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探討「和平崛起」的3個必
須條件：1.中國有能力讓別人接受中國和平崛起；2.
中國無需借助戰爭就能實現崛起；3.在崛起過程中
無需用戰爭來維持生存。

「發展」取代「崛起」 盼釋西方疑慮
隨㠥「和平崛起」的概念被「和平發展」所代

替，2006年，復旦大學教授倪世雄撰文將中國和平
發展的特徵歸納為3方面：1.在和平環境中發展(in

Peace)；2.通過和平方式發展(by Peace)；為和平目

的發展(for Peace)。
2011年，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楊潔勉進一步

闡述「和平發展」的內涵已發生變化，從維護和平
到締造和平。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承諾令部分國家
感到更安心，但仍有人對中國的戰略意
圖感到懷疑，擔心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
只是還不夠強大時的權益之計。面對這
種情況，中國官方和學者加強對中國為
甚麼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解釋。

自身文化倡以和為貴
有學者引證鄭和下西洋的歷史，論證

強大的中國並未利用強大實力去侵略其
他國家，也沒有發展海外殖民地。2003
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美國哈佛大學
發表演講時也特別提到，中國之所以選
擇一條和一些大國不一樣的和平發展之
路，就是「因為我們有自己的文化，源
遠流長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核心又是和
為貴，就是和的文化」。

海內外利益定方向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既有利中國經濟發

展，也同樣有利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利
益。中國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是由中國
的國內外環境所決定。
1.發展經濟生活水準等的核心任務決

定中國必須走和平發展道路。此外，中
國還面臨許多內部挑戰，如貧富差距擴

大、貪污腐敗現象、「疆獨」、「台獨」
勢力的發展等，中國要應對和解決這些
問題，便需要走和平發展道路。
2.在經濟全球化和相互依賴程度不斷

加深下，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不
斷增加。經濟的相互依賴令國家間更努
力尋求在國際機制層面的合作，這也增
加中國和平發展的可能性。
3.核時代有利中國和平發展，最符合

中國當前的國家利益。核武器的使用可
能對人類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因此，核
武器可對人類起到強大的心理威懾作
用。中國周邊不少國家是核大國，「和
平發展」在一定程
度上造成核平衡，
令任何大國都謹慎
使用武力。

那麼中國需要如何實現和平發展？中國官方和學

者認為，需從自力更生、更多參與國際機制和提升

文化軟實力這3方面去努力實現。

增國防力量 推政治改革
中國強調和平發展的焦點放在內在力量增長和自

我創新的基礎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屆全國人

大二次會議的記者會上明確指出：「中國的崛起應

把基點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獨立自主、自力更

生，依靠廣闊的國內市場、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雄

厚的資金積累，以及改革帶來的機制創新。」

自力更生和自我創新還體現在以下幾方面：和平

發展需加強國防及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加強國防力

量，特別是海軍的建設，可為中國和平崛起提供強

有力的安全保障。加強政治體制改革也有助提升中

國的國際影響，獲得其他國家的理解和支援，從而

為和平發展提供良好的輿論環境。

融入國際合作 共享利益
西方社會對如何應對崛起的中國一直存在兩種意

見：遏制與接觸。接觸派認為，遏制中國只會讓中

國與西方漸行漸遠，只有保持與中國接觸，促進中

國融入國際體系，與中國共同分享利益，才能推動

中國的和平發展。

改革開放超過30年，中國已成為國際體系內的

負責任大國。中國積極參與國際機制，在聯合國中發揮更多

作用，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國還積極

推動東亞地區的合作進程，參與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

等，並主導成立「上海合作組織」。這令中國可通過影響國際

機制來分享利益，從而推動中國更大程度地和平發展。

提升軟實力 揚優秀傳統
中國的快速發展首先表現在硬實力的提升。目前，中國的

硬實力發展快過軟實力的發展。不過，若沒有軟實力的相應

發展，快速發展的硬實力容易讓人產生恐懼。

因此，中國要

實現和平發展的

目標，需要大力

提升國家文化軟

實力。而這需要

中國大力弘揚優

秀的傳統文化，

如儒家文化、中

醫、武術及曲藝

等，並且保持開

放心態，吸收與

借鑒人類文明的

一切優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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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既是中國的
對內發展戰略，也是對外發展戰
略。它涉及中國將如何發展，並
且如何在崛起過程中處理與外部
世界的關係問題。「和平發展」
的提出近10年，已取得廣泛影響
力。這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克難指標 凝聚共識
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歷「中美

撞機事件」、「非典型肺炎」、
「禽流感」、「汶川地震」、「中日
釣魚島主權爭議」、「中菲黃岩島
領土爭端」等國內外挑戰。和平
發展道路是中國積極處理危機事
件、安然渡過難關的方向性目

標，也是凝聚國內各方共識的核
心價值。

抵銷「威脅論」影響
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面對世界

的一個莊嚴承諾，表明中國未來
和平發展的巨大決心，並對中國
的內外行為起到一定的規範作
用。「和平發展」在一定程度上
抵銷「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促
使西方社會重新思考中國的角
色。部分國家儘管仍視中國為
「挑戰」、「重大問題」，但已較少
使用「威脅」的字眼，並且更多
地使用「中國機遇」、「中國責任」
等較中性話語。

利他益己 制核遏武

協調國際關係 促使西方反思

■有人認為中國需

進一步加強海軍建

設。圖為中央軍委

主 席 胡 錦 濤 出 席

「遼寧艦」入列儀

式。 資料圖片

■中國主導成立「上海合作組織」。

圖為成員國元首合照。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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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眾抗

議日本侵佔釣魚

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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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