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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国际关系的解放

苏长和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变革，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

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选择。世界怎么了？中国怎么办？这都是世人关注的问题。

报告第十四部分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题，对这

个问题给出了中国的回答。再联系二十大报告其他十四个部分，二十大报告给国际关

系学者提出很多重要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学术命题，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我想把

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结合起来，谈谈二十大报告对我国国

际关系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意义。

一个大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总是在回答世界应该是什么、本国乃至同其他国家一

起共同能为这样的世界做什么的过程中形成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主标题是——“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二十大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关键内容之一。中国希

望的世界是什么？二十大报告指出，是“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

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

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

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① 那么，怎么实现这样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中国的答案是

以中国式现代化来推动建设五个美好世界。

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重要的特色，也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一般认为这五个特色中最后一个

特色，也就是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知识有关。其实这样理解还不是完整

的，其他几个特色也都有国际关系理论意义。再仔细思索，这五个特色确实是中国特色，

但是放到人类现代化历程和方向上，这五个特色难道不就是好的现代化道路的一般标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6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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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吗？也就是说，中国特色和世界一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为什么这么说？过去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现代化

道路经验基础上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巧妙地将西方特色现代化道路转化为一般现代

化模式，也就是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这样的叙事，这种理论对世界上一些地区现代化道

路产生了较大影响，有时有很多误导。从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

进步一般规律的学术标准来审视，西方现代化道路有很多弊端。换句话说，按照这条

道路，到达不了中国以及全体人类所期待的“五个世界”。在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

济理论中，这条现代化道路本质属性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体系只能容纳并固化

少数国家少数民族的现代化，维持一个两极分化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条道路

对外扩张、侵略、掠夺、殖民，给其他国家和民族生存状态造成系统性的危害，几乎

每一个复制这个现代化模式的国家，特别是大国，最终都走向对外侵略扩张道路；这

条道路及其生活方式对人类自然环境造成莫大的损害，有人测算，全世界如果按照美

国人的生活方式，需要消耗四个地球的资源才能维持人类的需求；这条道路个人主义

至上、西方中心主义至上，而真正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是人民至上、社会至上、全人类

均衡发展至上。今年世界人口达到八十亿，实现五六十亿人口的现代化，再走西方现

代化道路模式，显然走不通。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够看清楚建立在西方现代化道路经验基础上的西方主流哲

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无非在用各种概念和理由来掩饰其弊端，对其缺陷采取回避的

态度。以国际关系理论为例子，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用霸权稳定论来为西方统治世

界辩护，所谓“自由世界秩序观”为其任性、自由地干涉世界其他国家独立提供说辞，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理论本质上是巩固

和维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平衡、不平等状态的理论依据，现实主义理论将国际关系

庸俗化为追求权力的工具，等等。这套理论一度在世界上影响很大，但是随着各个地

区广泛的世界政治自觉运动，人们愈来愈看清了其本质。当人们不再相信所谓“软实 

力”背后的西方政治理论时，软实力就不再是软实力了。

概而言之，当旧的现代化道路及其塑造的世界体系不能容纳新生生产力和进步力

量，尤其是当更多国家探索适合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在平等的规则框架下

竞争的时候，这个旧的体系呈现竞争弱势和劣势，甚至采取极端手段封锁、排挤、打

压遏制新兴力量，成为世界发展和进步的阻碍力量。这就是当今时代国际关系出现的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之所在。

站在这个理论坐标上，就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及其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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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色包含人类现代化的共同特点，具有世界一般意义。由此，中国人民才有文化自信、

理论自信去创造自己的理论体系，去思考世界的前途命运，给世界以新的启蒙。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种好的现代化模式，本质上还是因为这是一条社会主义现

代化道路。人类发展只要还停留在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侵略扩张、世界性不平等的体

系之内，社会主义作为纠正力量，永远会为历史进步提供动力。这也是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必将产生新的更大历史作用之处。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体系下，将中国国

际关系理论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全新的思考空间。

如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关怀，就落在追求全人类发

展和解放上，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元气和精神气质所在。我个人读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印象最深的是其历史和逻辑是从生产开始，到解放结束。中国式

现代化提供了一种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通过自身勤奋和智慧解决发展进程中的问题，

实现现代化指标的累积和迭代进步，在此过程中没有向外殖民掠夺，努力与外部世界

实现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模式。这个伟大进程的巨大力量及其蕴含的价值之

一是“解放”二字。它对全人类的普遍意义在于，一个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

迫奴役体系获得整个民族独立的自由和解放，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结构性、制度性重

压下获得发展的自由和解放，世界更多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人类更大群体的自由和

解放。在知识创造上从以往西方现代化叙事下挣脱和解放出来，创造新的现代化道路

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推动国际关系的解放，正是国际关系理论守正创新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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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复

杂的国际环境为国际问题研究者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为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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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oroughly	Understand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inese	Way	to	Responding	to	the	World’s	Changes

 by Yu Hongjun, Dai Changzheng, Wu Zhicheng, Zhu Feng, Jin Canrong & Su Changhe

【Abstract】Right now, changes of the world, of our times and of history are unfolding 

in ways like never before. The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s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and posing challenges to researchers studying international issues. 

On October 19, 2022, the Editorial Board of International Forum hosted an online 

academic seminar theme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and China’s development with the purpose of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aking a deep dive into the 

progress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nd adapting academic research to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The seminar 

brought together a number of renowned experts on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China.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se 

experts discussed in depth the peace and development which are the themes of the times 

and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for China’s development, changes in the world 

order and China’s response, China’s diplomatic response to the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countries, the ex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ffecting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environment for China after the outbreak 

of Russia-Ukraine conflict among other topics. After the seminar, the Editorial Board 

invited six experts—Yu Hongjun, Dai Changzheng, Wu Zhicheng, Zhu Feng, Jin 

Canrong, and Su Changhe—to make a review of the speeches on this seminar,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n the academia and upgrade the literature on international issues.

【Key Words】global governance, peace and development, great power relations, 

common human value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momentous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China’s diplomacy, China-US 

relation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