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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  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多边主义 
 

外交部政策规划司 
 

 

    一段时期以来，国际上单边主义抬头，冲击多边机制和国际规则，给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带

来挑战，对全球稳定与发展造成威胁。面对这一形势，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阐明中国坚定

奉行多边主义的重大主张，发出中国支持多边主义、践行多边主义的明确信号。我们要以习近平

外交思想为指引，把握世界潮流正确方向，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多边主义，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一 

    多边主义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体现，是多边机制运作和发展的基础，是推进

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多边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国

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商量着办，要按大家同意的规则办，兼顾各国正当利益和合理关切。 

    中国古代就有葵丘会盟、张掖会盟等盛举，体现了中国求同存异、尊约守誓、协商共襄的传

统政治文化。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始终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和积极践行者。中国是第

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新中国虽一度被挡在联合国大门外长达 22 年之久，但从未放

弃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坚守。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历时 15 年，“黑发人都谈成了白

发人”，尽管付出艰巨代价，但履行了所有承诺，恪守了世贸组织规则。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

发后，二十国集团这一最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应运而生，中国同各成员国同舟共济、协调合

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作出了宝贵贡献。中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为达成《巴

黎协定》发挥了引领作用，无论其他国家立场如何变化，中国都将一如既往认真履行《巴黎协定》。 

    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 70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2017年又在瑞士达沃斯和日

内瓦发表重要演讲，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发展多边主义提出一系列重大主张，开启了我国多

边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篇章。中国推进多边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不断丰富完善，呈现出鲜明的中国

特色，为多边主义发展注入强劲活力，有力支持了国际上反对单边主义、坚持多边主义的主流声

音，为促进全球治理、维护国际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中国特色多边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协和万邦”“四海一家”理念，继承发展了新中国优

良外交传统，顺应了时代潮流，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多边领域的生动体现，为世界多边主义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特色多边主义的特色主要体现在：道义为先，讲信重义；平等协商，以理服人；和而不

同，开放包容；循序渐进，广聚共识。 

    推进中国特色多边主义，我们主张：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中国特色多边主义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我们主张，多边主义不能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不能走维护集团狭隘

利益的老路，不能再犯预设假想敌、针对第三方的错误。要朝着世界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

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由各国共同分享的方向迈进。在构建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道路上，一个国家都不能少，都

有共商共建共享的权利。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国际事务要由各国商量着办，衡量商量得好与不好，取决于能否真正做

到合作共赢。没有合作，不能称其为多边主义；没有共赢，多边主义难以走远。要旗帜鲜明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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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零和博弈，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赢方向发展。对于分歧摩擦，要坐下来平等坦诚沟通，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协商取代胁迫，相互

照顾彼此关切，实现多赢、共赢。 

    以国际法规为基础。践行多边主义，最根本的是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信守共同商定的国际协议。“言无二贵，法无两适”，适用法律不能搞双

重标准、不能亲疏有别。国际法不能被肆意歪曲，反对以各种借口干涉他国内政、侵害他国正当

权益。达成的国际协议不能动辄退出，坚决反对“合则用不合则弃”的霸权逻辑。 

    以公平正义为要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多边主义的道德准则，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

标识和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既体现为相互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

不纵容、不保护危害其他国家安全的活动，更体现在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发展中

国家追求美好生活和发展空间的权利；既体现为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更体现在大国有义务帮助小

国。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世贸组织改革问

题上，应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要适应国际经济格局的新变化，扩大发展中国

家在国际机构和多边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以多边机制为依托。尽管现有国际秩序存在缺陷，但应该在各国共识和协商一致基础上进行

改革完善。肆意践踏或另起炉灶，只能使世界陷入混乱，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联合国是

当今国际体系与多边机制的核心，是践行多边主义最主要的平台，其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世

界贸易组织代表了以世贸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其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必须予以遵守。二

十国集团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平等对话、沟通协调的重要平台，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顶层设计

的重要作用，其伙伴精神必须得到传承发扬。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等多边机制，是现有国际机制的新生力量，要继续丰富完善，为多边主义发展持续注入正能量。 

    以有效行动为导向。一步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多边主义不仅是理念，更要付诸行动；不

能满足于清谈，而要知行合一。各国要聚焦症结，拿出切实举措，解决实际问题，取得可视成果。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丰富了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和多边主义实

践。我们愿同有关国家一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多边主义和多边合作注入新活力。 

    三 

    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不仅是中国的坚定立场，也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实践证

明，在各国利益交汇融合、命运休戚与共的今天，多边主义是人间正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大势所趋。我们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

深入推进和完善中国特色多边主义，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营造有利外部环境，为促进

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勇于斗争，唱响多边主义的时代强音。在国际交往中旗帜鲜明地支持多边主义，同形形色色

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行径和强权政治作坚决斗争，增进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

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 

    全面参与，引导全球和地区多边机制发展方向。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强化联合国作为多边

主义最主要平台的地位。在维护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基础上，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和完善。

参与和支持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投行等机制发展，推动相关机制发挥更大

作用。 

    弘义融利，深度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进程。努力推进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支持《巴黎

协定》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果尽早落实。大力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支持在全球和地区构

建开放透明、互利共赢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各方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

全等全球性挑战。 

    聚同化异，推进多边主义国际共识和行动。通过平等、相互尊重的经贸磋商，同美方达成双

方都能接受的、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与欧洲国家扩大多边主义共识，加强全球治理、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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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对话合作。加强同俄罗斯战略协作，共同捍卫国际秩序稳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应对国

际地区热点问题。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凝聚维护多边主义的

雄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