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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多边主义的机理及优势 
钮维敢  杜浩如 

（北京建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616） 

摘要：中国长期奉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多边主义。中国特色多边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是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对外交往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交所遵循的价值选择、基本原则及根本理念等要素所规制的总体导向和运
行理路。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的重要内容和实践遵循，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交理论的创新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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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

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

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1 彰显出多

边主义的中国特色。多边主义主要是相对于单边主义而言的，

有着悠久的历史。不同国际行为体秉持的多边主义在内涵及外

延上，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中国坚持的多边主义是真正

的多边主义，富含大国外交的当代中国气韵、展现出中国外交

的价值选择和实践方向，是中国特色多边主义。 

中国特色多边主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对外交往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交所

遵循的价值选择、基本原则及根本理念等要素所规制的总体导

向和运行理路。它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重要内容和实践

遵循，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交理论的创新性成果。 

一、中国特色多边主义演进的主要历程 
一是，在酝酿和准备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由

于新中国自身贫穷落后的实际状况与冷战国际关系大环境的限

制，决定了中国外交的多边主义实践具有不完全性，大多局限

于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世界国家中。但其中已经酝酿着当代中

国多边主义理念，特别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实践，为当今多

边主义理念与实践铺垫了基础。 

二是，在产生、探索与丰富内容阶段（从改革开放到党的

十八大），由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和国际关系出现冷战缓和

期，我国外交逐渐走向全面的多边主义实践，确立和平发展是

时代主题和世界大势，强调在联合国框架和其他国际法原则下，

建设和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的多边磋商、解决全球问题的

诸多外交机制；既与社会主义国家也与资本主义国家、既与不

发达国家也与发达国家，发展官方外交关系，开展多边经贸与

多边文化合作。 

三是，在实践发展、理论提炼与再创新阶段（党的十八大

以来），随着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针对全球化与逆

全球化对冲所造成的全球治理格局动荡加剧，我国提出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关系等一系列多边主

义外交倡议，并推进实践。在此基础上围绕全人类共同价值加

以论述，创新出大变局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多边主义外交理论。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精髓。 

二、中国特色多边主义的导控核心与运行机制 
（一）中国特色多边主义的中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领导力量，以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领导中国特色多边主义建

构与实践。 

1.秉持求同存异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总结出适合中国

国情、切合世情时势的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始终坚持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发展路

径，奉行互利互惠、开放共赢的开放战略。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

和平共处，就是按照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不同

国际行为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及其中产生的分歧、矛盾，进行客

观公正的对待，彼此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让各方生存性安全

问题得以保证的前提下，寻找各方的利益汇合点进行合作，搁

置其他争议的部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独立性、

公平正义性的国际民主法治观，是中国特色多边主义的重要内

容。这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在外交思想上

的具体体现。 

2.反对单边主义的霸权外交 

中国始终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霸权外交，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冷战结束以来，在全球治理格局转

型过程中，资本主义阵营的大国和大国集团，一边在口头上高

喊“多边主义”，一边炮制“中国威胁论”，3 实际上强推冷战思

维的“伪多边主义”外交战略。4 美西方为了护持和扩大霸权，

操控全球治理格局向自身国际利益最大化方法衍化，按西方中

心论的逻辑，打着民主、法制、人权的幌子，自我解释地把多

边主义裁量、粉饰为实际推行单边主义的遮羞布，干着“伪多

边主义”的勾当，严重挑战真正多边主义的观念、机制及其具

体实践。将坚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相结合，是化解伪多边主义，维护真正多边主义载体的联合国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重要路径选择。  

（二）兼顾国别利益和全球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包容性机制 

1.彼此取长补短和共同发展相互促进 

中国始终是真正多边主义的积极践行者、坚定维护者和勇

于创新的发展者，以此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伟大工程

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其中的关键使动路径就是中国与国际社

会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和民族一道。中国历来主张取长补短，

乐于和善于促成参与合作的多边行为体间彼此借力和相互促进

的共同发展，在实利共享的不断驱动下，客观上能持续激发相

关行为体参与真正多边主义外交合作的积极性。在实践上保证

中国特色多边主义体系清晰、内涵丰富，而且还包括责任担当

的角色观、问题导向的行动观、公平正义的规则观和守正出新

的价值观。 

2.自身革新和合力反霸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民主化彼此助力

同向而行 

中国特色多边主义在价值选择上践行兼顾个别与全体、协

调个性与共性的方法论，在总体战略目标上推进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将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实践，与推进国际秩序民主化

进程，在目标导向、问题意识及施动路径上高度同构。保证了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恰合当代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秩序结构演变、

权利结构整合、文明结构再塑的现实性状。这与以美西方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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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翻新、行色多变的诸多伪多边主义制导下强权政治的霸凌

外交，形成了强烈反差，体现出真正多边主义顺应历史，具有

强大吸引力和高度被认同性的比较优势。 

三、中国特色多边主义的三大特点 
（一）思想和理论来源 

在思想和理论来源上，中国特色多边主义最大特点就是它

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交思想和实践经

验。中国特色多边主义所坚持的人类共同价值选择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交思想的体现，即马克

思主义理论外交思想与中国历史上优秀外交理念的融合，表现

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人人平等、社会公平正义和民

主法制等思想，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求同存异、天下和合

思想及寰宇大同理念的结果。5 

（二）义利观的价值选择 

在义利观的价值选择上，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以事实为依据，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与公平正义，

不称霸、不扩张，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冷战思维、干涉别国内政、双重标准。6 中国特色多边主义兼顾

自利与他利，即坚持把人类共同价值选择与国别合理利益诉求

相互协调，而不是将两者相互对立和排斥，因而在外交实践上

强调公平公正、平等合理。这是将人类要发展要进步与国别要

存续要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思考和统合兼及，而不

是像霸权国家不顾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宁愿杀鸡取卵和

饮鸩止渴，从自身利益出发去设计和实践本国的外交战略。 

（三）外交实践的民主化导向 

在外交实践的民主化导向上，不同于美西方多边主义虚假

民主和真实霸权的单边主义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外交，中国特色

多边主义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以达到合作共赢的外交实践的国际

关系民主化新境界。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

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惠及

各国人民，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7 中西方两种不同多边主

义在民主真实性上的差别，相应地表现在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实

践验真得出不同结果的反应上。这是由两种价值观体系即资本

主义的普世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规制

的外交终极目标不同所决定。 

四、中国特色多边主义的三大优势 
（一）理论创新优势 

中国特色多边主义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是中国化的马克

思主义，汲取了中国传统外交文化的精髓，融进了马克思主义

世界史观和对资本主义本质批判的唯物辩证逻辑，而且直接源

于长期中国对外交往所涉的各种领域的外交实践，又不断被纳

入新实践，反馈和更新自身，具有自我革命的理论发展性。 

（二）实践创新优势 

中国特色多边主义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交实践，又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规制下规划和引领中国新的外交实

践，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格局转型和改革既有国际秩序弊端；

在实践的方法论上既从当今全球治理格局内部和现有国际秩序

内在机制上主张多边主义革新，又集结认同中国特色多边主义

的国际行为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新的合作平台，渐进从外

围革新全球治理体制，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扩大同各国利益

的汇合点，比如成立上海合作组织、谋划和优化金砖国家机制、

倡导“一带一路”等等。中国特色多边主义所引领的大国外交，

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国际认同，所取得的非凡外交业绩，呈现出

持续激增之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了深厚的根基。 

（三）持续发展优势 

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进步性，决定了相对于虚假民主外

衣掩盖下的西方多边主义实则霸权外交，中国特色多边主义更

加容易得到合作伙伴的青睐和认同，必将推动地区合作机制和

国际秩序走向良性变革，体现出双重发展，即自我理论上和实

践上的可持续发展，并以此助推全球治理格局新变革与新发展。 

五、结语 
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的历史观来看，中国特色多边主义

是国际关系史衍化与中国国别外交史变迁相互建构与相互体现

的产物。中国特色多边主义的实践具体性和理论抽象性相互应

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交理论内容的组成部分和外在实践

的体现；它的特点和优势，与单边主义或虚假多边主义，形成

客观的结构性竞争关系。这是在国际关系趋向文明的曲折历史

进程中两种主义的各自诉求不期而遇的必然。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特色多边主义，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观重要内容的组成部分，是“一带一路”及其他多边合

作平台良性运行的科学导引，是对冷战遗留的美西方多边主义

之虚和霸权主义之实的客观否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不竭的

生命力。中国特色多边主义不仅已经“赢得广泛国际赞誉”而

且将会可持续地促进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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