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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国关系的复杂与嬗变 



1. 国际格局演变呈现多极化 

2. 当今大国关系的变化趋势 



国际格局演变呈现多极化 

主要指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同时也包括彼此间的关系组合 国际格局 



“一超六强”，中国已被外界视为“世界第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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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六强”，中国已被外界视为“世界第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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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大国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博弈成为国际关系复杂化的主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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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国关系的变化趋势 

“零和”博弈 合作共赢 
新型
大国
关系 

难以逆转的经济与科技全球化导致
各国相互依存加深，共同利益增大，
各国利益交融，彼此命运休戚与共 

全球性挑战 

共同利益 

“竞合交织” 
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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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挑战促使各国“同舟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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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合博弈 

G7：指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分别为
美、日、德、英、法、意、加七国 

金砖五国：新兴市场投资代表，即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 



当今大国关系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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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逆转的经济与科技全球化导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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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代价过高，各方难以承受 大国对抗  两败俱伤 



二    当前大国关系新看点 



1. 美欧与俄持续较量，双方濒临“新冷战” 

2. 中俄助推国际格局多极化，成为新兴大国合作的典范 

3. 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新型大国关系”好事多磨 

4. 战后70年之际的中日关系，依然复杂敏感 



战后国际秩序 

战胜国有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特殊权力 

惩罚战败国的罪行 

联合国安理会 
“五常”拥有否决权 

从法律制度上限制
其政治与军事野心 



美欧与俄持续较量，双方濒临“新冷战” 

美国利用乌克兰危机
分化俄欧关系 

凸显欧洲对美国安全依赖 
控制欧盟战略走向 

表示将新增40枚洲际
导弹，并对欧盟实施
反制裁 冷战重启？ 

宣布预先在东欧部署
重武器，延长对俄经
济制裁 

把俄罗斯列为“具侵
略性和危害美国国家
安全利益的国家” 



美欧与俄持续较量，双方濒临“新冷战” 

欧盟“东扩”
与俄罗斯
“反东扩” 

美俄干涉与反
干涉、渗透与
反渗透、颠覆
与反颠覆的长
期复杂较量 

围绕东欧
地缘利益
角逐 



美欧与俄持续较量，双方濒临“新冷战” 

大国关系的对抗性增大 

制裁与反制裁成为大国竞争较量的新常态 

舆论战与宣传战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重点 



美欧与俄持续较量，双方濒临“新冷战” 

2016年 
大选临近 

中东乱局
影响 

“亚太再
平衡”战
略实施 

欧债危机 
欧洲多国对
俄能源依赖 

英、法、德
“同床异梦” 

民族性格坚韧 军力强大 

“能源牌” 
“核武牌” 
“军售牌” 

“地缘政治牌” 

外交成熟 

双方暂时 不会 演变成真的“冷战” 



中俄助推国际格局多极化 

成为新兴大国合作的典范 

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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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 

2015年5月8日至10日，习近平主席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在 
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 



在历史问题上深度对话， 
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真相与定性达成高度共识 1 

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 

——《中俄两国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 

抗击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 主要力量 

为重建世界和平建立了伟大的 历史功勋 
中俄作为主要战胜国 
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捍卫二
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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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歪
曲、篡
改历史 

阻止世界
大战悲剧

重演 



在战略问题上及时对表， 
共同优化、净化和升华当代国际关系 2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已成为促进两国发展、确保国家安全、
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可靠保障。 

——《中俄两国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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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问题上精准对接 3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 

俄方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愿与中方密切合作，推
动落实该倡议 

中方支持俄方积极推进“欧亚
经济联盟”框架内一体化进程，
并将启动与该联盟经贸合作的
协议谈判 



在安全问题上互信合作 4 

中俄联合军演 

建立“ 和平、安全、开放、合作 ”的信息空间 



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 

“新型大国关系”好事多磨 

“亚太再平衡” 
介入亚太
海洋争端
与区域经
济一体化 

强化同盟
体系之间
的合作 

遏制中
国发展 

维护亚
太主导
权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双方战略竞争更趋激烈 1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双方战略竞争更趋激烈 1 

不是争端当事国却格外“热心” 

喊着维护规则却不是《海洋法公约》参与国 

图谋海洋霸权与亚太主导权,蓄意挑战中国主权 

有理 有力 有节 

南海话语权 
战略主动权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双方战略竞争更趋激烈 1 

未来美国
加大介入
南海 

在盟友与中国之间
失衡 

在亚太、中东乃至
东欧诸多地缘重点
间失衡 



虽然中美之间的分歧总在干扰合作 
但并未改变两国全方位交往与合作的大局 2 

2014 年贸易额 

5550 多亿美元 

2014年两国旅客

613万人次 

2014年底起两国签

证延至10年 

竞争 

围堵 

接触 

合作 

共同利益 
分歧 



战后70年之际的中日关系，依然复杂敏感 

倒行逆施 



战后70年之际的中日关系，依然复杂敏感 

为控制钓鱼岛
一再增加军费 

拼凑围堵中国
的“联盟圈” 

强行通过 
“战争法案” 

428亿美元 

强化日美军事同盟 

参加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 

极力插手南海问题 



战后70年之际的中日关系，依然复杂敏感 

中日四个
政治文件 

• 是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前提 

历史问题 • 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
础的重大原则问题 

正视历史 

《中日联合
声明》 

《中日和平
友好条约》 

《中日联
合宣言》 

《中日关于全面
推进战略互惠关
系的联合声明》 

战后70周年首相谈话时， 
安倍晋三仍“拒不认错” 



“单行线”→“双行线” 

战后70年之际的中日关系，依然复杂敏感 

亚太再平衡 

战略中心东移亚太 

美日同盟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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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1. 大国关系新变化蕴含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2. 稳中求进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大国关系新变化蕴含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1 

中国的综合国力稳步增强，尤其是对外
经济影响力大幅跃升 

中国在大国关系格局中逐渐走向积极
主动的有利方向 

西方传统大国与其他新兴大国之间的
矛盾激化 



大国关系新变化蕴含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2 

综合实力位居“世界第二” 

• 容易招致前后国家的“合计” 

• 招致“老大”的“特殊关照” 

中国与个别新兴大国的竞争逐渐显现 

• 中印历史遗留问题 

• 围绕印度洋与东南亚市场竞争问题 

西方大国利用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 

• “唱衰”中俄关系、挑唆中印关系等 

• 阻止中俄印“抱团”及“金砖国家”走强 



稳中求进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三个坚持 
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方针 

国际关系 
民主化 

一个理念 
“ ”，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

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一个观 
“ ”，做到“义利兼顾”，要“讲

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 



稳中求进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均衡稳健推进大国外交 

拓展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大国合作 

创新大国协调机制 

推进“金
砖国家”
等新兴大
国战略协

调 增强全
球治理
话语权 

以“周边
外交”为
我国大国
外交重点 

力争中
美在亚
洲良性
互动 



稳中求进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扩大战略回旋空间 

加快推进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双边自贸协定 

加快推进中国与欧盟及中美投资协定谈判 

中国与东盟“10+1” 

加快与新兴大国的金融合作 

积极拓展多边外交 

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 



傅莹，《探索中美之间的相处之道》 

《决策与信息》2015年第7期 

姜毅，《动荡中的博弈与沉思》 

《时事报告》2015年第2期 

俞邃，《大国角力的2014》 

《时事报告》2015年第1期 



大国关系的调整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你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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