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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及其启示 

芍 

2009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外部安全形势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体现 

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大国的安全挑战更加复杂。大国之间的互动 日益密切 ，大国之间关 系包 

含的内容空前增多。大国之间的协调、磋商、合作与竞争、摩擦、斗争等因素非常复 

杂地纠合在一起，使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来自大国的安全挑战。 

第二，周边安全形势的挑战更加多样化。中国周边进入了新一轮的动荡期，其 

表现形式非常多样化。在东北亚，朝鲜半岛问题与传统的安全、地区安全架构等问 

题联系在一起 ，对中国构成一种安全挑战。在东南亚，既有海洋权益 的纠纷 ，也有 
一 些国家由于国内政治形态的变化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在南亚，既有像印巴之间 

传统安全领域的纷争，也有恐怖主义等问题；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内政出现一些 

新的态势；印度和中国的关系也在经历着新的变化。在中亚，三股势力，以及在地 

区安全架构中中亚所追寻的合作多元化也给中国周边安全带来了挑战。总体上 

讲，周边安全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稳定时期。 

第三，非传统安全挑战更加突出。例如 ，能源 、资源、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粮食 

安全等等，这些问题越来越凸显。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上所有的大事都围绕 

着两件事展开 ：一是稳定金融 、振兴经济 ；二是应对气候变化。现在，这些问题是大 

国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国与国之间会议的必谈内容，可以说主要国家力量之问的互 

动都是围绕这两方面展开的。 

第四，海外利益保护的安全挑战明显上升。随着我国海外利益的拓展，特别是 

广大的公民和企业走出去 ，这方面的安全挑战变得非常突出。最近 ，中国在索马里 

护航的问题突出地显示了边界安全或者是安全边界拓展所面I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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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软实力的安全挑战更加紧迫。软实力安全挑战既有来自围绕国际秩序、 

体制、机制这些方面的纷争，也有来 自中国自身实力的增长和能力的提高。这既包 

括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时中国也有自身需要，如提升负责任大国 

的形象等方面的要求。总体上讲，软实力的安全面临的挑战更加紧迫。 

总结过去 60年中国国家安全 战略发展的经验 ，结合上述外部安全形势的变 

化 ，可以得到如下四点启示 ： 

第一，由于中国实力地位大大的提升，中国安全回旋的空间和余地明显地扩 

大。总体上讲，中国的安全环境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虽然在周边、在非 

传统安全、在海外实力的保护安全 ，以及安全实力等等这些方面，中国都面临新的 

问题、新的挑战，但是由于整体实力的增长，总体而言，外部环境对中国是有利的。 

第二，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明显扩展。过去 60年的中国国家安全主要 

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反分裂、保主权；二是发展经济。现在 ，中国国家安全内涵 

外延大为拓展了。在非传统的安全、海~'I-N益保护，以及软实力构建等方面，中国 

面临一些新的挑战，这都是以前没有碰到过的。以前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定程度 

地推介 自己的一些观念 ，这主要是特殊年代的选择。现在 ，中国在国际上的安全的 

责任比以前更加丰富了，特别是中国的责任、形象、利益、能力等这些概念具有了越 

来越多新的内涵。 

第三，由于安全的内外联动性空前上升，国家安全问题对国内的机制、体制和 

能力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一方面，中国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第四，回顾过去中国国家安全战略60年的历史理论，以及观察中国国家安全 

战略的现实，中国需要制定一个综合的、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过去60年，虽然在 

不同的时期 ，中国有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 ，有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构想 ， 

但是总体上，中国缺乏一个综合的、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当然这也导致了中国在 

过去 6O年中，在不同的时期多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一些曲折。 

总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海外利益的拓展 、中国 自身在维护国家安全 

方面利益的需求，以及中国更加主动的、积极的、有所作为的意愿和能力的加强，中 

国到了尽快制定更为综合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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