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中国 70年的外交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既服务于
国内建设与发展，又向国际社会贡献了中国智慧，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

◆ 中国在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 有力维护了广
大发展中国家权益，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
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 西方现代化用了 500年， 殖民化和两次世界大战代
价惨痛，中国仅用 70 年推动 14 亿人口现代化，中国效率远
高于西方

◆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在 2030 年发生， 中国通过努力
或能成为领航者， 届时将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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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金灿荣著作 《大国来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

中国外交与第四次工业革命重大机遇
采访： 本报记者 李念 摄影： 周文强

如何评价新中国 70 年外
交？ 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
来”的过程中有何贡献？ 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怎样把
握变动本质推进外交？ 如何抓
住机遇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领航者，并践行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外交理念？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
金灿荣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
独家采访时，对上述问题作了
系统回顾和前瞻阐释。

▲金灿荣

荨金灿荣的办公室

堆积着如山的资料。

新中国外交既服务于国内
建设 ， 又向国际社会贡献
了中国智慧

文汇报 ： 您是怎样理解 “站起来 、 富

起来 、 强起来 ” 这一重要论断的 ？ 外交往

往是内政的延伸 ， 您如何评价 70 年新中国

的外交 ？

金灿荣 ： 我认为新中国这 70 年的外交

取得了不俗的成果， 既服务于国内建设与发

展， 又向国际社会贡献了中国智慧。 这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 。 第一方面 ， 是一以贯之

的， 即外交尽管经历了挑战和曲折， 但没有

犯大错误。 什么是大错误？ 比如， 苏联侵略

阿富汗， 把自己拖垮了； 美国干涉越南损失

巨大， 导致其内部分裂， 并在与苏联的战略

竞争中非常被动 ； 2003 年 ， 美国进攻伊拉

克， 73%的美国民众反对， 现在许多美国人

反思 ， 这是美国历史上重大的战略失误之

一： 消耗了 60000 亿美元， 但在战略上却毫

无收获 。 中国至少在过去 70 年没有犯这样

的错误， 尽管我们也有一些边境战争， 但都

是防卫性质的， 并未侵略别国。

第二方面， 外交很好地服务了国内的建设

与发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解决安全问

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解决发展问题， 现

在则主要解决国际地位问题。 一个富强的国家

的崛起， 基本都要经历这三部曲。 在这个历史

进程中， 中国的外交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现

在， 我们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在这 70 年间 ， 中国外交在维护国家独

立、 帮助实现工业化、 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中，

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一五” 计划期

间， 中国与苏联合作引进 156 个大项目， 为

奠定工业化的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中美

乒乓球队破冰互访， 开启了中美两国交往的

大门， 从而结束了两个世界大国、 10 多亿人

口之间近 30 年相互隔绝、 敌视乃至冲突对抗

的局面， 国际大势与历史进程为之一变。 可

以说， 70 年的中国外交在寻求国家安全、 建

立工业化基础、 推动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关键

时刻， 都作出了非常正确的抉择。

第三方面， 中国为许多国际问题的解决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中国与印度、 缅甸顺应历史潮流， 共同

倡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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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 这是周恩来从普遍认同的国际准则中提

炼出来， 超越了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社会

制度的对立， 能为各国接受， 又具有 “己所

不欲， 勿施于人” 的中国特色， 体现中国外

交强调共识、 自律与互相约束的价值取向和

道德观念。 正是这些特点， 使之成为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有力维护了

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 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

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带一路” 重大倡议的提出， 有利于

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 加

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

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在加

强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 全球维和、 解决贫

困问题等方面中国都有许多贡献， 对于维护

亚洲地区的安全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亚洲地区潜在的热点非常多， 包括朝鲜

半岛、 东海、 南海、 台海， 以及印巴之间的

冲突。 拥有欧盟和北约这些运行良好机制

的欧洲 ， 从科索沃战争到乌克兰冲突 ， 战

事不断 ， 而中国在实践中 ， 努力控制周边

热点 ， 维系了地区的安全稳定状态 。 亚洲

地区经济发展前景是全球之首 ， 离不开中

国的外交贡献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外交
要把握新格局 、 新模式 、

新工业革命 、 新全球问题
特质

文汇报： 要强起来的中国进入了新时代，

同时也面临了世界局势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 目前这样的状态下， 对中国外交实践会

有哪些挑战？

金灿荣： 百年未有之变局， 说明国际形

势非常不确定， 始终处在变化之中， 且这个

变化是大变化， 大到百年未有之大变。 把握

好了大变局的基本含义才能自如地应对外交

挑战。 我个人理解， 基本含义体现在新格局、

新模式、 新工业革命和新全球问题四个重要

方面。

首先， 国际关系从西方主导走向东西方

平衡的新格局。

国际格局是指一段时间内 ， 比较稳定

的国家间力量对比 。 过去几百年， 西方在力

量对比中占据优势， 因此， 西方国家主导了

近代国际格局。 在近代史上的很多方面， 西

方都比我们进步： 地理大发现、 殖民体系建

立 ， 促使西方走在前端 ； 文艺复兴 、 启蒙

运动等思想革命为西方奠定工业化基础 ，

科学革命推动工业革命发展进程等 。

而现代科学产生后， 出现了现代社会运

动 （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 然

后又出现了工业革命， 这是现代生产力进步

的关键环节。 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 具体包

括军事革命、 城市生活革命、 现代信息革命。

这些都是进步的主要脉络 ， 它们交叉影响 ，

形成合力。

为何这一格局现在变了？ 第一， 因为西

方老了， 功能开始退化， 这是生物学决定的。

日本平均中位数是 49 岁， 德国 48 岁， 中国

只有 36 岁。 第二， 因为我们一百年来认真学

习西方的四位先生———德先生 (democracy）、

赛先生 (science)、 马先生 （market economy）

和罗先生 （rule of law）。 马先生指的是市场

经济 ， 中国学得尤其出色 。 中国市场经济

的基因非常好 ， 给点阳光就灿烂 ， 坚持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成为中国不断走

向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这四个领域， 中国学习到了许多东西，

增强了我们的力量， 促使世界格局从几百年

的西方主导走向了东西方平衡的新格局， 这

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含义。

其次， 中国开辟了现代化的新路径———

“中国模式”。

历史进程中曾出现一些与西方不同的模

式， 但就其原创性来说是有瑕疵的， 例如苏

联模式是德国模式的斯拉夫版， 日本模式是

德国模式的东亚版。 最近十几年， 中国现代

化的初步成果令西方学界承认， 确实存在与

西方不同的 “中国模式”。 它有几个不同于西

方的特点， 一是中国模式规模宏大， 二是中

国的现代化进程效率极高， 三是中国共产党

作用显著， 四是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影响深远。

就第二点而言 ， 西方耗费了 500 年进

行现代化 ， 其间 ， 牺牲了几千万的印第安

人 ， 一战导致 7000 万人死亡 ， 二战导致 2

亿人死亡 ； 反观中国 ， 仅耗费 70 年时间 ，

推动 14 亿人口现代化 、 工业化 ， 虽然过程

中也有曲折 ， 但整个过程中从未侵略伤害

其他国家 。 相比较 ， 中国的现代化效率远

高于西方 。

就传统文化这点而言， 大传统的儒释道

是非常科学的意识形态。 “儒” 调整人与人

的关系 ， 这是一切社会组织最核心的能力 ，

也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部分， 从生物学上看，

妇女因为两脚站立使得骨盆无法扩张， 这就

导致婴儿在出生时过于弱小， 需要整个家族

共同呵护， 这和其他动物都不同。 因此， 人

一出生就是社会化动物。 西方主导的意识形

态自由主义的本性是个人本位， 而非社会本

位 ， 这不符合人的生物学特点 。 相比之下 ，

传统中华文化中的社会本位才更合理， 中国

模式以高度依赖动员能力极强的中国共产党

为具体组织方式， 以人的理性管理自身与社

会， 具有代表性且意义重大。 所以， 中国实

践可以论证理论观点———现代化道路包括西

方和中国两种模式。

中国或将成为第四次工业
革命的领航者 ， 助推人类
命运共同体实践

文汇报 ： 您预言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在

2030 年到来， 届时中美格局会有变化并带动

世界格局的变化， 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

全球价值观之间有何关系？

金灿荣： 确实，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

来， 或将在根本上改变人类， 中国如果成为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航者， 将更有利于我们

推进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外交理

念的实施。

过去几百年， 由于西方创造了三次工业

革命———蒸汽机、 电气化、 计算机， 拉开了

与东方的差距， 但中国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

命的尾巴。 当下， 人类正进入计算机网络化

的最新阶段即 5G+物联网时代。 中国在 5G 技

术研究领域的飞跃， 让美国等西方国家惊愕

不已。

美国学界认为 ， 第四次工业革命主要包

括五个方面。 一是电子新材料石墨烯将替代

已达到物理极限的硅晶片材料； 第二是基因

工程 ； 第三是人工智能 ； 第四是量子科学 ；

第五是核聚变 。 目前 ， 由于技术积累较好 ，

美国在这五个领域全面领先 ， 属于第一梯

队 。 中国在五个领域均有参与且表现不俗 ，

中国与欧洲、 日本同属第二梯队。

第四次工业革命目前仍处于第一个十年

酝酿期 ， 第二个十年即 2030 年之后才会真

正发生。 我认为， 在未来十年， 中国会甩开

欧洲 、 日本而脱颖而出 。 这样 ， 中国将成

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航者， 生产力必定获

得极大提升 ， 有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全球价值观逐步获得国际共识 。

以此趋势观察中美关系， 两国各有优势。

例如， 美国出众的创新能力， 但从经济学角

度看， 美国国内 1/3 的产业永久消失 ， 使得

很多技术无法通过产业转化成产品， 更无法

进入市场。 而中国的优势在于： 中国是一个

拥有最全产业门类的国家； 中国的产业化能

力较强， 创新能力也在不断加强。 华为 18 万

员工中有 6 万多是外国人， 其中 4 万是科学

家， 最大的数学计算中心设在巴黎， 另一个

设在惠灵顿 。 华为从俄罗斯 、 伊朗 、 印度 、

土耳其挖掘了许多技术人才。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

大的历史机遇 ， 是当代中国人的使命 ， 再

努力 20 年 ， 中国定能率先在第四次工业革

命中取得突破 ， 到那时中美关系也会发生

相应的变化 。 因此 ， 短期看中美经贸摩擦

谈判会比较艰难 ； 长期看 ， 中美关系也会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重新进入竞合的

良性平衡生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