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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
IMPORTANT ISSUES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联系

日益密切，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同时，世界经济深刻调

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

易体制受到冲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风险挑战加剧。

国际格局的演变，是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而特定格局的形成，既有偶

然性，也是必然性。纵观历史，国际格局演变的背后是一些基本逻辑在发挥

重大作用。在偶然和必然之间，这些逻辑隐藏其中，各自发展演化，在特定

时间和空间叠合形成某种趋势，共同推动国际格局的演变。

就当前的国际安全格局而言，和平仍然是主流。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

训让各国人民痛定思痛，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的全球治理框架。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框架

正处于其建立以来的最脆弱时期。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国际机制不能

扩大其影响力表达不满，主导者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国际机制损害了发达国

家的利益，因此要求对其进行重大改革，甚至不惜以退出机制相威胁。不过，

各国都是希望通过改革促使国际机制变得更为适应形势的发展，而不是以抽

身而出或者推倒重来的方式摧毁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机制。国际机制确实面临

着严峻的挑战，但仍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成为确保和平的支撑性

因素。

全球化的进退是国际经济格局的重大变量。在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

理赤字交织的当今世界，一直作为经济全球化推动者的西方大国，出现了民

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少人担心，世界正从携手做大蛋

糕的合作时代进入竞相争夺蛋糕的冲突时代。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在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今天，全球

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各国都是全球合作链条中的一环，日益

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是经济规律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当前国际格局演变的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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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把握时代大势，客观认识世界发展变化，以负责任、合规矩的方式

应对新情况新挑战。如果人为设置壁垒，切断各国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不仅

违背经济规律和历史潮流，也不符合各国人民普遍愿望，既是短视的，也是

不会成功的。

大国一直是塑造国际格局的重要行为体。大国应该相互合作，担当国际

难题的解决者、全球治理的推动力，不能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成为麻烦制

造者、冲突策动者。对此，习近平主席曾作过深刻阐述：“世界上本无‘修昔

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

德陷阱’。”事实上，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弱肉强食、大国争霸的强权政治，

与国际协调、和衷共济的文明法则始终进行着博弈，但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

表明，合作中产生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合作才能以共赢的方式得到

解决。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

的赢家。国与国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不了的问题。

“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场大变局中，中国

不是旁观者，而是时不我待的建构者。近年来，中国在内政、外交上展现了

“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与“任尔东西南北风”的积极进取态度。中国

顺应自身比较优势变化，以扩大开放塑造外部环境，抓住国际经济格局调整

带来的机遇，应对外部挑战，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分工地位，为我国

顺利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旗，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广交天

下朋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成

为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当今时代，对立和斗争紧张激烈，各

种矛盾和冲突错综复杂，此时更需要认清形势、把握方向，拨开表面的繁复

杂芜，细致冷静地分析、追溯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渊源、时代情境。本期特

别策划，我们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人，探求这个世界发展的基本逻辑和

基本规律，理性研判中国未来发展的国际环境大势，敬请垂注 !

——《学术前沿》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