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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眼中的全球安全倡议

及对中国的启示

a李    岩 *

2022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引起国际

社会广泛关注，一些国家或知名智库就此发表看法，分析中国此时提出这一倡

议的意图和潜在影响。相关看法对于中国下一阶段推进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具有

一定启示意义。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地区冲突等多重冲击，国际社会进入新的动荡

变革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遭遇严峻挑战。而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恰逢其

时，对解决当前国际安全难题、引领全球治理走向正途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西班牙加利西亚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胡里奥·里奥斯认为，全球安全倡议涵盖

了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统筹了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安全议题；这是中

国向世界提供的又一个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方案，

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安全开辟了新的路径。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

翁诗杰表示，在这样一个关乎世界和平发展的关键时刻，全球安全倡议契合现

实需要，符合爱好和平发展的国家和人民的诉求。巴西联邦众议院巴中友好小

组主席丹尼尔·阿尔梅达称，如果全球安全倡议在全球治理中不断得以践行，

全人类共同价值就不会因地缘政治目的而被操纵或工具化，全球安全倡议是捍

卫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有力武器。

*         李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执行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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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媒体和学者关注中国对于推进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

高度重视，同时也在分析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的动机。有媒体关注到，全球

安全倡议提出之后，中国官方在对外交往活动中多次提及该倡议，包括外交部

长王毅在《人民日报》的文章阐释，驻外使馆也就此集中发声，“全球安全倡

议成为近期中国对外交往的关键词汇”。亦有学者关注中方在该倡议中提及的

一些具体性表述，例如“安全不可分割原则”，认为该原则“是第一次出现在

中国官方的外交表述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对中国抱持固有怀疑或敌视

态度的势力，对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的动机妄加揣测。美国一些反华势力将

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目标与全球发展倡议挂钩，声称该倡议“是中国借以实现百

年战略的最新宣传噱头”，将之污蔑为“中国寻求颠覆国际安全秩序的新工具”、

“表明中国意图取代美国主导地位的最新证据”。还有一些反华势力刻意回避

“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在冷战期间由欧洲首先提出并具体运用的基本历史，大

肆对华指责，声称中国在此时提出“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旨在“呼应俄罗斯在

乌克兰问题上的相关外交政策立场”。

国际舆论对全球安全倡议的上述看法，反映了以下基本问题：一方面，当

前国际形势动荡，全球安全治理赤字增加，国际社会更加希望中国发挥引领作

用来维护全球和平稳定。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历史上有着

难以捍卫自身安全的惨痛记忆，当前又面临着维护安全与发展的现实考验，希

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引领者，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提

出反映发展中国家诉求的安全治理方案。另一方面，西方反华势力对于中国提

出的倡议方案仍然具有根深蒂固的误解甚至是敌意。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

和作为新兴崛起大国的代表，现阶段难免被西方戴上“有色眼镜”加以审视。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认知的分化、对于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的不同看法，正是

新时期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变化的缩影，也是中国未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不得

不面对的基本国际环境和舆论态势。

面对上述国际环境和舆论态势，中国在下阶段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既

要充分以我为主、主动引领，也需要注意“他者”反应，将全球安全倡议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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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更好地与具体外交实践相结合，在妥善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过程中推动该

倡议行稳致远。首先，需要注重三大倡议的有机结合、并行推进。过去一段时

间，中国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三个重大政策主

张，这是新时期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举措。全人类共同价值反

映了中国外交的“价值追求”，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则是安全和发展

领域两大方案，安全与发展本就相互依存，在外交实践中尤应重视一体落实、

同步推进。

其次，在强化理论阐释的基础上，要以有效的国际传播工作为践行全球安

全倡议奠定基础。当前，中国在国际舆论场“挨骂”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在

推进全球安全倡议的过程中尤需强化国际传播和话语权的建设。目前，围绕全

球安全倡议的外交宣介取得了良好效果，下阶段可以注重宣传该倡议与其他国

家安全理念的共性特征；注重区分不同区域、国家、领域等受众的具体情况，

加大对全球安全倡议的细化阐释；注重结合不同的国际安全热点、不同的国际

治理议题，在全球安全倡议的框架下提出更加具体的解决问题方案和主张。

再次，可以充分借鉴“一带一路”的实践经验，以集约高效的方式尽快打

造全球安全倡议的政策“样板”。中国在维护国际安全的很多领域业已发挥着

重要作用并得到国际认可，例如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维护海上安全、禁毒、反

恐等领域。通过召开峰会、国际专业性论坛等方式，中国可以加强对现有维护

国际安全实践的国际宣介，并将之升级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的样板工程，带

动倡议实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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