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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治领袖认为中国正处于当今世界体系发生历史性转型的焦点ꎬ 他

们正努力抓住这一历史性时刻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伟大复兴带来的机遇

(Ｈｕａｎｇꎬ ２０１３)ꎮ 在他们看来ꎬ 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带来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

民族耻辱使中国丧失了历史性的伟大复兴机会 (Ｗａｎｇꎬ ２０１２ꎻ Ｚｈｕꎬ ２０１５)ꎮ
他们致力于捍卫国家主权、 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ꎬ 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可操作

的国际环境ꎬ 以有利于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的和平发展ꎬ
有利于建立一个基于和平与国际合作的新的多极世界秩序ꎬ 而非基于霸权、
极端不平等和战争的旧秩序ꎮ 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政策正是基于

这一认识而制定的ꎮ

一　 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政策

中国领导人对中拉关系的认识充分体现在中国外交部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发

布的 «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中ꎮ 这份重要文件阐明了中拉关

系的战略框架和政策目标ꎬ 揭示了中国政治领袖们如何看待全球化、 当今世

界秩序、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ꎬ 更精确地说ꎬ 即在当前全球化不断深化

的历史性关头的中拉关系ꎮ 这份文件还提出了中国对拉美地区的外交政策目

标ꎬ 明确了五大领域 (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和平与安全) 的具体政策

目标ꎬ 阐释了中国与拉美地区组织之间的关系ꎮ 这些政策目标力图 “增强中

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全面合作关系” (ＰＲＣꎬ ２０１２)ꎮ 这份官方文件开篇

揭示了中国对外关系所依据的基本主张: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ꎬ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ꎮ 世界多极

化不可逆转ꎬ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ꎬ 世界和平与发展既面临新的机遇ꎬ 也面

临诸多挑战ꎮ 共同分享发展机遇ꎬ 共同应对各种挑战ꎬ 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

的崇高事业ꎬ 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ꎬ 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ꎮ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始

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ꎬ 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ꎬ 同

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ꎬ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ꎮ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当今国际舞台

上的一支重要力量ꎮ 新形势下ꎬ 中拉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ꎮ 中国政府

制定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ꎬ 旨在进一步明确中国对该地区政策

目标ꎬ 提出今后一段时期中拉各领域合作的指导原则ꎬ 推动中拉关系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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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健康稳定全面发展ꎮ
这些段落清楚地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如何描述当前国际事务及其所称的人

类共同愿望ꎬ 也表明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被视作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ꎬ 始终不渝走 “和平发展道路”ꎬ 始终不渝奉行面向国际社会的 “互利共

赢的开放战略”ꎬ 以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秩序)”ꎮ
该政策文件前言也表明中国领导人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看作 “发展中国

家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ꎮ” (ＰＲＣꎬ ２０１２)
这份政策文件旨在明确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中旬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哥斯达

黎加、 古巴和秘鲁三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目标ꎮ 这份政策声明展示了中国对拉

美关系的目标ꎬ 具体如下 (ＰＲＣꎬ ２０１２):
互尊互信、 扩大共识ꎮ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ꎬ 同拉美各国平等相待、

相互尊重ꎮ 不断加强同拉美国家的对话和沟通ꎬ 扩大政治互信和战略共识ꎬ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及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ꎮ

互利共赢、 深化合作ꎮ 充分发挥各自优势ꎬ 不断挖掘合作潜力ꎬ 同

拉美国家成为互利互惠的经贸合作伙伴ꎬ 促进双方共同发展ꎮ
互鉴共进、 密切交流ꎮ 积极开展人文交流ꎬ 相互学习有益经验ꎬ 共

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ꎮ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同拉美国家及地区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政治

基础ꎮ 中国政府赞赏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恪守一个中国政策ꎬ 不同台湾

发展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ꎬ 支持中国统一大业ꎮ 中国愿在一个中国

原则基础上同拉美各国建立和发展国家关系ꎮ
目前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 “外交” 关系的国家中有一半位于中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ꎮ 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说服这些国家承认中国政府是中国人民唯

一合法的外交代表ꎮ
这份长达 １０ 页的政策文件提供了一个战略框架ꎬ 它包含指导中国同拉美

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及其地区组织的官方关系的具体目标ꎮ 因此ꎬ 就政治关系

而言ꎬ 具体目标是推动中拉领导人高层交往ꎬ 促进立法机构、 政党和地方机

构之间的交流ꎬ 建立政治和商业磋商机制ꎬ 加强合作和协调ꎬ 增强联合国的

作用以推动国际秩序变得更加公正和公平ꎬ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利和利

益ꎬ 并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后几项目标事

关中国的战略目标ꎬ 即争取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合作ꎬ 以改革由美国和 Ｇ７ 集

团其他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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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的当前国际秩序———这一秩序的特征是霸权主义、 缺乏代表性和不公平ꎮ
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ꎬ 中国政府在其外交政策声明、 海外媒体通报

及大多数国际政治场合中都曾予以明示 (Ｚｈｕꎬ ２０１５)ꎮ
维护和平及坚持和平发展这一经常提出的主张ꎬ 并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

宣传口号ꎬ 而是中国外交关系的一项战略和基本目标ꎮ 中国领导人相信ꎬ 国

家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有赖于和平的国际关系ꎬ 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ꎬ 这是中

国实现伟大复兴的最佳战略 (Ｚｈｕꎬ ２０１５)ꎮ 中国人民和政治领导人都深以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荣ꎬ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中国举行了五项原则发表 ６０ 周年庆祝活

动ꎬ 重申将不遗余力地继续信守这一承诺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源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中国和印度就各自与西藏关系进行谈判之时ꎮ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当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并开始谈判时ꎬ 他第一次提出了这些

原则ꎬ 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

和平共处ꎮ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 中国历任政治领导人都接受了这五

项原则ꎬ 因其具有巨大的道德影响力和战略灵活性ꎮ １９８２ 年ꎬ 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被载入宪法ꎬ 中国继续援引它们作为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的依据ꎬ 尤其

是在谴责和反对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干涉主义行径时 (Ｃｈｅｎꎬ ２０１４)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互不干涉和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ꎬ 这

在今天尤其重要ꎬ 因为中国不仅要面对西藏和新疆的分裂主义ꎬ 还要面对外

国势力对中国处理这些威胁其领土完整的方式所提出的批评ꎮ 中国领导人和

媒体利用其长期信奉的互不干涉和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原则驳斥外国对中国

内政的批评ꎬ 同时也反对外国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ꎮ 在当前同菲律宾、
越南、 缅甸和马来西亚的岛屿纷争以及南海海洋边界纠纷中ꎬ 中国也援引这

些原则ꎬ 并明确宣示中国不会动用武力占领这些岛屿 (Ｙｕｊｕｉｃｏꎬ ２０１５)ꎮ
中国对拉美政策文件表明ꎬ 中国政治领导人和官员在制定和执行中国对拉

美政策时将继续奉行这一指导性框架ꎮ 对于这一点ꎬ 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ꎮ
这份政策文件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宣传文件 (尽管它有宣传价值)ꎬ 而更多的是一

份相对全面地阐释中国对拉美关系的政策目标和指导路线的政府公告ꎮ 这份重

要的政策文件表明ꎬ 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被视作一个发展中国家ꎬ 还希望它与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被视作南南合作和双赢合作ꎬ 而不是被中国多次明确拒

绝的一种霸权主义的南北关系和掠夺关系的中国版本ꎮ 就此而言ꎬ 中国在金砖

国家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 中发挥着领导作用ꎬ 目的是推进其

旨在改变现存国际秩序ꎬ 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战略 (Ｍｉｓｈｒａꎬ ２０１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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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治意识形态和中国的对外关系

中共领导人仍然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世界ꎮ 罗兰博尔 (Ｒｏｌａｎｄ Ｂｏｅｒꎬ
２０１４) 争辩说ꎬ “要理解现代中国ꎬ 就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ꎮ 他认为ꎬ 大多数

外国观察家并不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ꎬ 结果往往无视或者不承认它是中国对

外关系的首要因素ꎮ 当然ꎬ 一些进步的外国评论家和学者也曾努力了解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 (Ｗａｒｅꎬ ２０１３)ꎬ 但这需要认真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ꎬ 同

时还要认识到ꎬ “在中国ꎬ 马克思主义企业家并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语ꎮ”
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中国领导层对社会主义的信奉和坚守ꎮ 中国的最高

领导人和党的理论家认为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中国掀起经济改革的正确依据是

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与相对发达的文化、 社会主义体制之间及与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之间的矛盾 (Ｓｕｎꎬ １９９５)ꎮ 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认为ꎬ 经济改革对于实现

生产力现代化ꎬ 快速提高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ꎬ 建设同中国的具体历史

条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社会ꎬ 是非常必要的ꎮ １９８７ 年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召开ꎬ 通过了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来建设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战略方针 (Ｃｈａｎꎬ ２００３: １８７ – １８８)ꎮ 自 ２０１２ 年成为中

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后ꎬ 习近平就主张党的领导层和政府高级官员应

当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 (Ｂｏｅｒꎬ ２０１４ꎻ Ｈｕａｎｇꎬ ２０１５)ꎮ 此外ꎬ 他还在多个重

要场合公开重申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ꎮ
«中国日报» 曾报道ꎬ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ꎬ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闭幕式上ꎬ 习近平主持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ꎬ “要求倍加努力

坚持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ꎬ 呼吁 “全党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道路”ꎮ 他继续表示:
中外人士正密切关注着十八大之后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初步举措ꎬ 这

次学习和执行十八大精神的会议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十八大报告勾画

了中国的发展蓝图ꎬ 即在新的条件下ꎬ 完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ꎬ 推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ꎬ 赢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胜利十八大报告

既是政治宣言书ꎬ 又是我党的行动指南ꎬ 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定

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ꎮ
在这次党的最高领导层会议上ꎬ 习近平还强调指出: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通过长期实践获得的根本成就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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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团结党和人民、 努力奋发、 夺取胜利的旗帜应当高举这面旗帜ꎬ
坚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ꎬ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ꎬ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当被视作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理论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融合共产党员应当充分认

识到这样一个基本现实ꎬ 即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ꎮ
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国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既需要生产资料的私人所

有制ꎬ 又需要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ꎻ 既需要市场关系ꎬ 又需要中央集权的

国家计划来调节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ꎮ 这就是中国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本质ꎮ 中共领导人并不认为ꎬ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别在于中央计

划和自由市场ꎮ 在党的领导下ꎬ 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鼓励 “市场力量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ꎬ 但同时要保持 “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并继续增强国有

企业的经济活力” ( «中国日报»ꎬ ２０１３ 年)ꎮ
习近平一再号召全党 “要深刻领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

要求”ꎬ 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ꎬ 保持党的肌体健

康ꎬ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ꎬ 使

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 «中国日报»ꎬ ２０１２ 年)ꎮ 习近平主席和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发起了一场广泛的反

腐败运动ꎬ 已经逮捕了一批在中央政府、 国有企业、 省政府和军队任职的高级

领导干部ꎮ 习近平认为ꎬ 腐败、 党性原则的弱化、 缺乏党纪政纪ꎬ 构成了对中

国共产党连续执政的最大威胁 (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ｉꎬ ２０１４)ꎮ
对习近平公开言论的粗略回顾也能发现ꎬ 他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对立的历

史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ꎬ 但这不再是按照陈旧的冷战世界

观的划分ꎮ 习近平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相信ꎬ 两个阵营除了共存之外没有其他

理性选择ꎮ 因此ꎬ 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和平道路ꎬ 汲取资本

主义的长处ꎬ 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ｉꎬ ２０１４)ꎮ
虽然中国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了其世界观和政治战略ꎬ

但中国政府在发展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时并没有严格以意识形态划线ꎮ 中

国的官方立场是 “各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当在世界上和谐共处”ꎬ 因此

“中国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在真诚、 友好、 平等、 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

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Ａｈｏꎬ ２０１１)ꎮ
然而ꎬ 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及世界其他地方)ꎬ 有一点是清楚无疑的:

中国同阿根廷、 玻利维亚、 巴西、 智利、 古巴、 厄瓜多尔、 委内瑞拉等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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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国家有着更加友好互助的关系ꎬ 因为左翼政治理想更接近中国领导人的

思想 (Ａｌｖａｒｏ ａｎｄ Ｍｉｎａｙꎬ ２０１５)ꎬ 而同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由亲美保守政权领

导的国家仍然保持着相互尊重的关系ꎮ 当然ꎬ 中国同大多数继续与台湾地区

保持 “外交” 关系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ꎮ
目前有数量相当多的、 内容不断演变的有关当代中国的批判性左派文献

是由中国境内外批评者发表的ꎮ 这些批判性文献的内容包括中国的外交政策

及其同外界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关系ꎮ
左派之间批评中国的焦点和力度存在明显的差异ꎬ 这主要源于批评者的

具体意识形态ꎬ 如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之间的批评性观点存在显著的差异ꎮ
这些批评意见有些基本上是建设性的ꎬ 甚至充满乐观态度ꎬ 但大多数是负面

或敌对的ꎮ 安德烈弗尔特切克 (Ａｎｄｒｅ Ｖｌｔｃｈｅｋꎬ ２０１４: ３ － ４) 指责西方左派

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比如委内瑞拉和古巴) 怀有偏见和敌意ꎮ
弗尔特切克认为ꎬ “从他们的观点来看ꎬ 只有西方设计和实施的东西值得信

任”ꎬ “西方左派的傲慢和自以为是令人愤怒ꎬ 结果目前在欧洲、 北美的左翼运

动和中国之间的建设性工作关系非常少ꎮ” 弗尔特切克表示ꎬ “欧洲人会说ꎬ 这

是因为中国并不够左ꎬ 但这是胡扯———问问菲德尔卡斯特罗中国是否社会主义ꎬ
问问委内瑞拉或南非政府吧ꎮ 其实当前的主要问题是ꎬ 西方左派的国际主义

并不充分ꎬ 或者根本没有国际主义ꎬ 而国际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本质!”
大卫科恩 (Ｄａｖｉｄ Ｃｏｈｅｎꎬ ２０１４ａ) 是中国 “新左派” 的一位颇为博学

的观察家ꎬ 他认为 “新左派和自由派 (新自由派) 之间的学术辩论已经成为

中国政治进程的一部分ꎬ 这些辩论看来扩展了中国最高决策者的思路和政策

选择”ꎮ 一些观察家认为ꎬ 习近平主席最近的讲话及党报党刊和媒体对其讲话

的官方解读表明ꎬ 中共领导人对中国未来的看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新左

派知识分子的影响 (Ｃｏｈｅｎꎬ ２０１４ａ)ꎬ 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推动的轰轰烈烈并日益

扩大的党内和国有经济部门的反腐败运动 (Ｃｏｈｅｎꎬ ２０１４ꎻ Ｈｕａｎｇꎬ ２０１３)ꎮ

三　 中国、 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

尽管中国政治领导人承认全球化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结果ꎬ 但

他们相信它本质上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过程ꎮ 他们认为ꎬ 和市场关系一样ꎬ
全球化并不必然只有一种阶级属性ꎮ 虽然全球化过程当前是由新自由主义和

跨国企业的资本主义主导的ꎬ 但他们相信中国可以通过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

全球化过程ꎬ 利用这一过程最有益的成分 (比如发达技术的传播、 外国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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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和世界贸易的扩张等) 来发展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ＣＰＣꎬ
２０１２ꎻ Ｈｕꎬ ２０１２ꎻ Ｈｕａｎｇ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０１５)ꎮ

中国政治领导人认为ꎬ 在当前国际事务的历史性关头ꎬ 中国的对内对外

政策是成功和有效的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讲话

中对此予以明确阐述ꎮ 这次重要的高级别工作会议的目标是明确中国对外政

策的指导方针、 基本原则、 战略目标和主要使命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４ 年)ꎮ 在这

次会议上ꎬ 习近平告诫参会的党政高级官员ꎬ 中国已经进入实现中国梦 (即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的关键阶段ꎮ 不过他强调ꎬ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

扩大ꎬ 中国对外政策的压倒性目标仍然是 “促进和平发展ꎬ 实现民族复兴”ꎮ
习近平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认为成功地奉行这些外交政策目标将创造有利

的国际环境ꎬ 以使中国能够实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 “两个百年目标”:
(１) 到２０２０ 年ꎬ 即在全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年时ꎬ 国内生产总值和城

乡居民人均收入在 ２０１０ 年的基础上翻一番ꎬ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ꎻ (２) 到

本世纪中叶ꎬ 即在全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１００ 周年时ꎬ 建成富强、 民

主、 文明和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４ 年)ꎮ
在这次重要的外事工作会议上ꎬ 习近平强调了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时奉

行双赢合作战略的重要性: “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ꎬ 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

心的新型国际关系ꎬ 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ꎬ 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
经济、 安全、 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ꎮ” (新华网ꎬ ２０１４ 年) 就此而言ꎬ
需要承认的重要一点是ꎬ 推行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相对立的合作共赢ꎬ 是

中国外交政策的关键战略ꎬ 其目的是将中国的外交关系同奉行竞争的美国及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区别开来ꎮ 这也是以中共领导人关于国际劳动

分工和全球经济日益紧密联系的性质为依据的ꎮ 他们认为ꎬ 在日益相互依存

和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里ꎬ 互惠互利的合作是处理国际经济关系所需要的ꎮ
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此后的经济衰退期间良好的经济表现ꎬ 增强了中

共领导人对其战略的信心和他们关于全球化将导致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信念ꎮ
比如ꎬ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ꎬ 习近平主席公开声称他相信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ꎬ 并称

对中国 “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国家” 由于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严重经济衰退而

开始怀疑自己对资本主义的信心: “资本主义终极理论动摇了ꎬ 社会主义发展

出现奇迹ꎬ 西方国家遭遇挫折、 金融危机、 债务危机和信任危机ꎬ 自信心也

动摇了ꎮ 西方国家开始反省ꎬ 公开或暗自比较中国的政治、 经济和道路ꎮ”
不过ꎬ 中国政治领导人也认为中国必须避免同美国爆发严重冲突

(Ｋｎｉｇｈｔꎬ ２００８: １０２ － １０３)ꎬ 并且必须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ꎬ 以建立一个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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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里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们利益的多极世界秩序ꎮ
比如ꎬ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对欧洲进行国事访问时在讲话中表示: “今
天的世界上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模式ꎬ 即多极合作与和平对世界霸权和战

争ꎮ” (Ｚｈａｏꎬ ２０１４) 他向听众解释说ꎬ 中国从不称霸ꎬ “中国的崛起是和平

的ꎬ 追求和平植根于中国的民族性格ꎮ 中国从来没有对外殖民和侵略ꎬ 也没

有在海外拥有军事基地ꎮ 中国同所有国家ꎬ 无论大小强弱ꎬ 均奉行友好的外

交政策ꎮ” 他将中国的外交关系同美国的外交关系相比照ꎬ 直指美国在对外关

系上奉行 “掠夺性资本主义” 和 “追求超额利润”ꎮ 习近平提醒欧洲听众ꎬ
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国相反ꎬ 中国在外国既没有军事基地ꎬ 也不发动对外战争ꎬ
而 “华尔街给世界制造了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 (Ｚｈａｏꎬ ２０１４)ꎮ

习近平和中国领导人就世界政治的长期趋势大体得出了五点结论: “第
一ꎬ 多极化趋势ꎻ 第二ꎬ 全球化趋势ꎻ 第三ꎬ 和平与发展趋势ꎻ 第四ꎬ 国际

制度改革趋势ꎻ 第五ꎬ 亚太地区愈加繁荣趋势ꎮ” (Ｃｈｅｎꎬ ２０１４) 基于这种看

法ꎬ 他们认为当前的国际局势为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ꎬ 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

全面发展ꎬ 也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断上升的影响力ꎬ 中国和世界

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动的多极合作和世界和平模式ꎬ 终将战胜美国及其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盟友奉行的世界霸权和战争模式ꎮ 中国寻求从发展中国家争取尽

可能多的盟友来支持这种新的国际秩序模式ꎮ 如同中国 ２００８ 年对拉美政策文

件明确表明的那样ꎬ 这是它发展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目标ꎮ

四　 最后的思考

正如朱志群 (２０１５) 所指出的那样ꎬ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初以来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ꎬ 和平与发展则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首要战略目标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中国政府发起了新的战

略ꎬ 其基点就是西方技术和外国投资被 “引进来” 的政策和中国投资与贸易

走向全球的 “走出去” 政策ꎮ 从那个时期开始ꎬ 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基本上

没有发生变化ꎬ 包括捍卫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ꎬ 创造有利于中国改革开

放的国际环境ꎬ 维护世界和平ꎬ 以及促进同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 ( Ｚｈｕꎬ
２０１５)ꎮ 这些目标是中国寻求推动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ꎬ 特别是同中国拥有共

同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政权进行长期经济合作与政治团结的主要动因ꎮ

(翻译　 郭存海ꎻ 校对　 施辉业ꎻ 责任编辑　 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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