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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必然性+

顾瑞涩
(扬州大学法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摘要：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的理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

中国国情、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的

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坚定不移地走对内和谐和对外和平有机统一的发展道路，充分体现了

我们党和国家把握人类发展未来的自觉精神，是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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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

一条全新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郑重选

择和庄严承诺。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中国人民的

根本利益，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和平发

展理念强调“以和为贵，和睦相处；和而不同，和

谐共进；和衷共济，科学发展；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这是对人类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深刻反思，

是对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的理性探求，体现了党

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

对三大规律的科学认识。胡锦涛提出了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科学命题，深刻阐述了和谐社

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强调要加强“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建设。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

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

界》的重要讲话，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

的重要理论，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走和平

发展之路的必然性和坚定决心，以及为实现这一

目标而采取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胡锦涛提出

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理论是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

体和平发展理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充分体现

了我们党和国家把握人类发展未来的自觉精神、

主动精神，是我们党和国家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

的又一重大理论贡献。

一、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是基于中国

国情的必然选择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明确指出，社会发展

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自然历史过程

与人的自觉创造过程的统一，这一过程具体表现

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和选择性，统一性和多样性

的辩证统一。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

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

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

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作出这种或那种选择，

有其特定的原因。第一，取决于民族利益。民族

的利益是一个民族进行历史选择的直接动机，规

定着这个民族进行历史选择的方向。第二，取决

于交往。任何一个民族总是直接或问接地处于交

往之中，当国际上有多种社会形态并存时，先进的

社会形态对处于转折点上的民族具有较强的吸引

力，并为它提供了历史的启示。第三，取决于对历

史必然性以及本国国情、民族特点把握的程度。

这直接制约其历史选择活动的内容和方向。中国

走和平发展之路首先要求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

为依据，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特定的时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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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条件出发，以规律为对象，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就必须正确分析、科学认识

和准确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

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国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

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很大进步，据中

国社科院发布国际形势黄皮书对世界主要大国的

综合国力进行了比较，中国排名第六。“经济力、

军事力与外交力是一国综合国力最显著的体现，

获得或维持这些力量需要一定的国力资源，具体

包括科技力、人力资本、资本力、信息力和自然资

源等。一国的政府调控力非常重要，其主要功能

在于提供国力资源成长环境，包括制度、激励机制

和法律环境等，综合国力是所有这些力量的有机

组合。”“中国国力资源的发展优势在于有丰富的

劳动力资源、充裕的资本资源、长期稳定的国内环

境、稳中求进的政府政策方针等等。劣势在于落

后的技术水平，劳动力质量低、信息力落后支持创

新体系的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不配合，整体上国

力资源处于落后的位置。”【21总的说来，人口多、

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资源紧缺，环境脆弱，地区

差异大，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社会

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法制还不健全，封建

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

会上还有广泛影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

间的矛盾。党的十六大所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奋斗目标就是针对我国目前所达到的低水

平、不全面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状态而言的。

所谓低水平是指我国目前达到的小康还刚刚迈进

小康社会的门槛，也就是说刚刚“达标”。据测

算，虽然截至2001年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已超过11590亿美元，但人均GDP只有912美

元，而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仅为436美元；所谓不

全面是指我国目前达到的小康基本上还处于生存

性消费阶段，以教育、体育、文化、卫生为核心的发

展性消费还没有得到有效满足，社会保障还不健

全，环境质量还有待提高。比如，我国城乡居民总

的消费支出中用于吃喝的比重仍偏高，(2001年

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7．9％，刚刚越过

小康标准的底线向富裕型迈进，农村居民的恩格

尔系数为47．7％，基本上属于刚刚“人围”小康标

准。)所谓发展很不平衡是指地区之间、工农之

间、收入和生活水平之问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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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诸多方面以及小康

利：会建设的各个领域进展状况和达到的水平也是

不平衡的。

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国情就是最大的．实际。

只有从中国国情出发，求真务实，才能深刻领悟

“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是硬道理”“要把发展作为

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思想的精神内涵。要深

刻领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

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内涵，聚精会神搞建设，一

心一意谋发展。要贯彻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发展观，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奋斗目标，不仅对内要坚持和谐发展，建设民主

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且对

外坚持和平发展，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有利的、稳定的外部环境。正如胡

锦涛同志强调指出的“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

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这两个方面是一个密切联系、

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有利于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

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3
J

二、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是基于中国

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

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指

出，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任何一个民

族的传统文化都是这个民族世世代代劳动、智慧

的结晶，是构成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

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伟大民族在漫长的历

史过程中历经磨难而绵延不衰屡处劣境而聚集不

散，就是因为我们祖先为我们创造了独具特色的

传统文化。和的思想，和为贵的思想源远流长，世

代相传，潜移默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4
J

“和”的思想积淀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精神，不

仅闪烁着东方式的哲学智慧，显示出独特的理论

价值，而且极富当代意义和价值。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随处可见对于“和谐”

的描述。“和实生物”，“和”是社会存在的基础；

“相成相济”，“和”是多样性的存在，是多元统一

的整体，是社会运行的秩序；“以和为贵”，“和”是

社会协调的保障；“无过无不及”，“和”是社会发

展的尺度”J。《礼记·礼运》中描绘了一个令人

为之神往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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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

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孔子提倡“礼之用，和为

贵”，“和而不同”；墨子提出了“兼相爱”、“爱无

差等”的理想社会方案；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状态；太平天

国运动领袖洪秀全提出要建立“务使天下共享”，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

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康有为在《大同书》

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

公”的理想社会。这些思想都表达了盼望社会和

谐的美好愿望∞。。总之，中华文化将“身心和

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作为最高的价值追

求，形成普遍和谐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要

求从我做起，即首先“正心”“修身”，做到身心和

谐；其次推己及人，讲求和谐、和睦、和气、和善、祥

和、谦和，提倡团结、互助、友爱，注重合群随众，和

衷共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围绕共同目

标来构筑充分发挥个人创新才能、协调一致、和睦

相处的社会，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问的和谐。

再次，由人延续到自然界，实现人与自然之问的和

谐，最终达到“保合太和”，“人与天参”的目的。

在处理不同文明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时候，提倡

“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最终达到协和万邦，

和平共处。中华文化讲求兼容并包，己所不欲勿

施与人，不以力假仁。这一独特传统文化对于寻

求解决目前围际矛盾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

义。胡锦涛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科

学理论，以世界眼光把握世界大局和发展趋势，是

基于中国历史传统的战略选择，是与时俱进的理

论创新。

文明多样性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基石。文化是

一个民族的灵魂与血脉，不同国家与民族独特的

文化和传统是其赖以生存、延续的条件。法国总

统希拉克认为，文化是与经济、环境和社会并列的

可持续发展的第四大支柱。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则

认为，文化是以调和性、立体性和创造性为骨干

的，是人的生产力的强韧产物。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曾说道：“文化

是当代围绕认同、社会凝聚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

的各种争论的核心。”L71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一

个和谐世界需要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与文明

多样性有着等号关系，强凋文化多样性旨在呼吁

文明多样性。近年来，国际上时有“文明的冲突”

论渊散布于世，其实质是用一种文化取代其他文

化，用一种文明代替其他文明。不难看出，这种论

调是在为某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和行动寻找理论依

据。事实也证明，当一种文明要强加于其他文明

之上的时候，国家与国家之问、民族与民族之间、

地区与地区之间便会爆发战争。尊重和保护文

化、文明多样性才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基石。

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

讲话中极力倡导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他指

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

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

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

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调一

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历史

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该成为各

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该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

“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

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

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

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

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

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

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

性。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

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旧’所以，要协和万邦就需

要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需要超越国界

“同桌面沟通”，从而在全球化时代真正协力构建

各种文明多样性并存，和睦相处的和谐世界。

三、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是基于当今

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

胡锦涛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联合国成立

60周年首脑会议上强调指出，在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既面临着难得机遇，

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他说，要和平、促发展、谋合

作是时代的主旋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

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生产力显

著提高，全球经济保持总量增长，各类全球性和区

域性合作生机勃勃，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断推进。

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进步。同时，世界

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

种种原因导致的局部战争和冲突时起时伏，地区

热点问题错综复杂，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许多国

家人民的基本生存、甚至基本生命安全得不到保

障，国际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

·15·

  万方数据



在一些地区还相当活跃，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

国犯罪、严重污染性疾病等跨国性问题日益突出。

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道远。

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是基于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

选择，是对人类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深刻反思，是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维护世界多样性，构

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性探求。

首先，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

协作的新安全观。要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

全。胡锦涛指出，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

的根本前提。没有和平，不仅新的建设无以推进，

而且以往的发展也会因战乱而毁灭。无论对于小

国、弱国，还是大国、强国，战争和冲突都是灾难。

因此，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

要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

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要加强联合国在保

障全球安全的国际合作中的作用。应鼓励和支持

以和平方式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

共同反对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径，反对干涉一国内

政，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应加强反

恐合作，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消除根源，坚决打击

恐怖主义；应按照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

参考文献：

实现有效裁军和军事控制，防止核扩散。积极推

进国际裁军进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其次，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胡锦涛

指出，发展事关各国的切身利益，也事关消除全球

安全威胁的根源。没有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世

界难享太平。经济全球化应该使各国特别是广大

发展中国家普遍受益，而不应造成贫富两极分化，

应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多边贸

易体制，进一步完善国际金融体制，为世界经济增

长营造健康有序的贸易环境和稳定高效的金融环

境；应加强全球能源对话和合作，共同维护能源安

全和能源市场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充足、安

全、经济、清洁的能源环境；应积极促进和保障人

权，努力普及全民教育，实现男女平等，加强公共

卫生能力建设，使人人享有平等追求全面发展的

机会和权利。胡锦涛说，中围的发展同世界的发

展紧密千H关。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努力，使21

世纪真正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中国的

庄严承诺充分彰显了泱泱大国的风范和对世界和

谐发展的杰出贡献，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

国家的高度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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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vitability of China§Adoption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GU Rui——qiang

(School of Law，Yangzhou University，Jiangsu Yangzhou 225009，China)

Abstract：Tile theory of constructing a world of harmony put forward by President Hn Jintao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at Chinag

adoption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based on Chinese particular situation，her historical and the world trend

of development，and on the strategic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dopted for the attainment of goal．Seeking unflinchingly the organic

unity of domestic harmony and peacefill coexistence thoroughly embodies the Chinese Communis Party spirit of consciousness in

holding the future for human development，which contributes to a lot of the global peace and develop．

Keywords：a world of harmony；choice of conscionsness；lfu Jin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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