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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统观念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和平发展之路

达 巍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对外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大会对中

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作出新判断，指出了这一环境面临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在战略和政策上，

中国共产党则保持了高度的延续性。未来，中国需要按照大会的部署，坚持斗争精神，运用好

系统观念、历史思维、战略思维，真正统筹好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

大局，处理其间的张力与矛盾，走好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系统观念；两个大局；二十大

一、大变局中的定力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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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的“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部分，开宗明义就指出了国际环境

的重大变化。

从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冷战后国

际秩序开始发生深刻变动，这一进程在过去

五六年明显加速。从 2016 年开始，几乎每两

年国际秩序就会发生一次“强震”。2016 年 6

月，英国全民公决“脱欧”；当年 11 月，美

国选民在总统选举中选出了奉行“美国优先”

的特朗普。英美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

主义崛起的思想中枢。英国脱欧和“美国优

先”向全世界发出了再清晰不过的信号：英美

这两个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要重新强化国

家边界，不再接受资本、技术、信息乃至人员

2022 年 10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

大会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

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大会也明确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六大内涵，

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中国式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把握

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系统观念”是大会报

告中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之一。坚持系统观念，推进和平发展

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党的二十大提出

的宏伟战略目标和路径方法，是我们在新时

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

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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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限制自由流动。2018 年 3 月 23 日，特

朗普政府宣布对部分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

税，对中国打响了贸易战的“第一枪”。中美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

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引擎，曾经由于紧

密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而被美国学者称为“中

美国”。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意味着经济全球

化背后的两大“发动机”开始逐步脱钩，这

是对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又一次打击。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这是疫情在人类历

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流行”。在

疫情面前，各国不得不暂时关闭国门，以开

放、自由流动为核心特征的冷战后国际秩序遭

到第三次沉重打击。到目前为止，全球人员流

动仍然未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2022 年 2

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矛

盾进一步加剧，并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阵营

化”趋势。西方国家将中国与俄罗斯捆绑，并

试图以所谓“民主”对“专制”的两分法割

裂世界，“新冷战”的阴影越发浓重。经过这

4 次重大变化，冷战后以经济自由化以及开

放联通为主要特征，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推

动力，以联合国为中心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即便没有完全瓦解，也受到了巨大

的打击。在这场国际秩序的变动中，美国等

发达国家调整了对华政策，意识形态污名化、

相互依存武器化、双边关系安全化，导致中

国的外部环境出现了过去五十年未见的复杂、

严峻局面。

正是基于这样的国际环境，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了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

重要判断。国际舆论也高度关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对国际环境的严峻评估，尤其是围绕“和

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战略机遇期”等

表述的调整问题。②实际上，对国际环境作出

更加严峻评估的，并非只是中国。美国拜登政

府在 2022 年 10 月 12 日公布的《国家安全战

略》报告中也明确表示，“冷战后的时代无疑

已经结束了。”③拜登政府在这份报告中还反

复宣称，未来十年是“关键十年”。④结合中

国共产党在二十大报告中宣示的到 2035 年要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可

以更加清楚地理解美国政府这“关键十年”的

含义。与此类似，俄罗斯总统普京 2022 年 10

月 22 日在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上发表讲话宣称，

“我们处于历史性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正处

于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最不可预测、同时也

是最重要的十年。”⑤中、美、俄三个大国虽

然在价值观念、国家利益层面都存在相当差

异，但是在前后 10 天之内，分别以执政党的

政治文件、国家的最高对外战略文件以及国

家领导人重要讲话的形式，对国际环境作出

了相当严峻的评估，这恐怕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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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抉择。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

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虽然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而深刻

的变化，但是更关键的还是各国自己的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面对国际环境空前

的巨变，仍然选择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大方向，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的新型国际关系，对外开

放的基本国策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及以

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

建设。这些战略主张，都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乃至新中国成立以

来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基本战略选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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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尽管面对空前的变局，中国共产党二十大

所指示的对外战略方向，又具有高度延续性。

通读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第十一、十二、十三和

十四部分，也就是对下一个五年的国家安全、

军队建设、“一国两制”和外交作出部署的章

节，相关具体内容的延续性都极强。尽管和平

与发展并未像党的十三大以来历届党代会那

样，作为一个给定的“时代主题”出现，但是

报告的第十四部分的标题就是“促进世界和平

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报告

全文中，“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

努力目标共出现了 6 次。也就是说，“和平与

发展”或许并不是作为时代的“常量”存在，

但仍然是中国党和政府要追求的目标。同样，

尽管“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并未像党的十六大

以来历届党代会那样，作为一个给定的历史时

期出现，但是报告仍然强调“我国发展面临着

新的战略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

11 月 14日会见美国总统拜登时指出的，“世界

正处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各国既需要面对前

所未有的挑战，也应该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⑥

也就是说，时代条件与国际环境是充满挑战的，

但是世界和平的大势如何，中国发展的外部条件

如何，关键还在于中国自己的选择。面对罕见的

历史变局，保持战略和政策的延续性，显示了中

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战略定力和历史自信。

二、两个大局的张力与统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胸怀两个大

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

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

作的基本出发点。”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

十九大以来的五年，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过

了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需要注意的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与矛盾。也

正因为此，党中央要求全党统筹两个大局才显

得尤为必要。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 70 多年的奋斗，特

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 40 多年的和平发展以

及党的十八大以来 10 年的伟大变革，今天的

中国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行百里者半九十”，能否实现党的

二十大规划的到 2035 年和本世纪中叶的宏伟

目标，未来十年至关重要。经济学的长期增长

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取得长期经济增长，

唯一的途径就是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

动生产率则有两个途经，一是细化生产分工，

二是通过科技创新。一个经济体规模越大，越

有可能发挥其中各部分的比较优势，通过更

细化的分工提高经济效率。这就是为何当代

国际经济交往越来越便利、壁垒越来越低的原

因。国际经济实现一体化，相当于扩大了经济

体的规模，可以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实现分

工细化，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说明了与世界联通

的重要性。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之后实现了高速增长，很好地证明了扩大经济

循环规模、细化产业分工的作用。在科技创新

方面，当代科技创新必须依赖于国际合作。显

而易见，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有可能取

得国际最领先的科技突破。从产业角度看，现

代产业技术往往都是高度复杂的多环节创新。

以当前产业科技创新的代表半导体芯片为例，

先进制程的芯片涉及 300 多种不同的材料，

由分布于全球的上百家企业把控，没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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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能实现全环节领先。也就是说，在

以芯片为代表的产业技术中，只有嵌入全球

科技创新链条中才能获得先进技术并提升劳

动生产率。

建国后的头三十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

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以“两弹一

星”为代表的重大发展成就，建立了完整的国

民经济体系，为民族复兴战略全局打下坚实

基础。实践证明，在封闭的国际环境中，中

国这样的大国可以解决国家的生存与基本安

全问题，但要解决高水平发展问题就难得多

了。在封闭的环境中，一国或许可以生产出

半导体芯片，但几乎不可能生产出最先进、

适合商业化的芯片。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中国的国际环境逐步改善，与外部世界的联

通程度逐步提升。在开放环境中，中国实现

了更高水平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与过去一些

老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相比，中国式现

代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中国是通

过和平发展的方式与世界融合，并且实现共

同发展。正因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将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作为未来前进道路上必

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从经济长期增

长理论的视角看，要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

2035 年和本世纪中叶的目标，以中国式现代

化实现民族复兴，就需要继续保持与世界的

联通，通过联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

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的需要。

与此同时，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大变局的核心驱动力量之一，就是中国作

为社会主义东方大国的快速发展。面对这一百

年来未有之大变化，美国从奥巴马政府开始逐

渐调整其对华战略，到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式实

施对华战略竞争战略。美国对华战略的丕变与

中美矛盾的快速上升，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产物之一。

拜登政府上任已接近两年。一方面，拜

登政府继承了前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总体框

架，认定中国是“唯一有潜力从意识形态、地

缘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全方位挑战美

国的国家”；⑦另一方面调整战略竞争的手法，

2022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美对华战

略的核心目标是“竞赢”（outcompete）中

国，⑧即通过同时运用提升自身发展水平、挤

压中国发展空间的两手，达到赢得长期对华战

略竞争的目标。这一目标不同于冷战时期美国

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不同于冷战结束以来

的对华“接触”战略，也不同于此份国家安全

战略报告中提出的对俄罗斯的“限制”战略。

拜登政府深知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之所以能够取

得快速的经济发展，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充分

利用了与世界的联通性。因此，美国对华战略

的重点就是利用其经济、科技和盟友优势，强

化和打造排挤中国的各种机制安排，拉拢甚至

逼迫其他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对华实施封锁，推

动国际产业链离开中国。简言之，美国对华战

略竞争的基本手法就是切断中国与主要发达国

家之间的联通性，阻断中国通过联通获得高科

技，通过将中国排挤出国际产业分工来逐渐抽

干中国产业发展的活力，从而让中国复兴之路

逐渐减速乃至终止。2022 年 10 月 7 日，拜登

政府颁布对先进计算芯片和半导体制造物项的

最新出口管制条例就是美国“筑墙设垒”“脱

钩断链”的最新例证。

未来几十年，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战略全局

需要确保与世界的联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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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美国正试图通过切断中国与世界的联通让

中国发展减速。这两股力量之间产生了尖锐的

矛盾，且将长期存在。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前景的关键，也是决定中美战略博弈终局的关

键，就在于到底是中国顶住西方压力，成功维

护与全球的联通，并进而实现高水平发展，还

是美国将中国排挤出全球先进产业科技网络，

并导致中国发展的后劲逐渐丧失。

两个大局在中国与世界的联通和阻断上

形成了某种矛盾，也给统筹两个大局带来了挑

战。面对美国的无理打压和霸权政策，中国必

须加强应对防范，必要时要坚决反制，这是维

护国家利益的需要。但与此同时，当我们提升

安全防范水平以应对外部压力时，就给处理

好发展与安全关系带来了挑战。既不能只顾经

济发展忽视了安全，也不能因为安全而阻碍了

自身的发展和创新，要把握好度并不容易。与

此相似，当美国对中国实施“筑墙设垒”“断

链脱钩”时，中国需要采取必要的反制报复措

施，但相关行动则有可能从反向加速中美的进

一步脱钩。例如，当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推动

经贸脱钩时，中国采取报复与反制不仅正义，

而且必须。但与此同时，报复与反制措施在客

观上将从另一个方面带来脱钩。这就是统筹两

个方面的难度所在。当前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危

险之处不仅在于其各种反华动作本身，也在于

通过外部压力，诱导、刺激我国走向反向脱钩

或者降低内部活力。统筹两个大局，就意味着

既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国内政治优先，妥善应

对并且反制美国对华施加的战略压力，又要防

止反向脱钩，维护民族复兴战略全局所需要的

开放连接和内部活力。这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

考验，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上必须迈过

去的一道坎。

三、坚持系统观念、发扬斗争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这

一过程中，必须提高科学思维能力，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来指导具体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

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

规律。……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

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

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

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

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

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

只有从系统观念出发，才能真正做到统筹

两个大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工程是一

个复杂巨系统，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美国

对华战略调整带来的挑战，则是这个复杂巨系

统当中的组成部分，是系统中的一个要素。系

统观念强调思维的整体性，也就是说，系统是

由多个要素组成的，但整体不是局部的简单相

加。思考和处理类似于美国对华战略调整这样

的系统要素时，需要将其放在整体背景下去考

虑。当然不能听任某个要素影响整体，但是在

处理具体要素问题时，需要注意处理这个要素

问题对整体以及其他要素的影响。处理中美关

系，首先要考虑其与整体也就是民族复兴战略

全局的关系，也要考虑其与其他要素例如中欧

关系、中国与周边关系的相互影响。

从系统观念出发，其实质是建立和运用

战略思维和历史思维。习近平总书记 2022 年

1 月 11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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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强调，“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

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要善于进行战略思

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⑨他也

多次指出，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

立的思维方式”。战略思维的实质就是系统观

念中“整体”与“要素”的关系。战略思维的

核心是以终为始，以最高、最大、最远的目标

为谋划的起点，倒推近期、眼下和局部的目标

与工作方法。与此同时，系统观念强调思维

的动态性。系统的稳定是相对的，我们需要追

求的是整个系统的动态均衡，而不是某个或者

某些局部问题的彻底解决。运用战略思维和历

史思维，就要处理好“整体目标”与“局部目

标”、 “长期斗争”与“短期斗争”、“大时空”

与“小时空”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战略全局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最高和整体目

标，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使命，因此，这是真正的“国之大者”。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下的美国对华战略调整是局部问

题。局部问题应服从整体目标，中国的对美战

略应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

局，这是战略思维和历史思维的必然结果，也

是统筹两个大局的总体原则。

中美博弈是一场在国际关系和大国兴衰

的“大时空”中进行的“长期博弈”。在时间

纬度上，这场博弈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我们

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消极

因素，只能是在长期管理、长期博弈中寻求整

个系统也就是民族复兴战略全局的稳定和健

康。在空间纬度，中国的发展和复兴，是在与

全球联通的条件下实现的，并不是某一个霸权

国家或者某一组双边关系就能够决定的，需要

从中国与世界整体的视角去破局。坚持系统观

念，就是要从历史思维的长周期和战略思维的

大空间上思考问题，超越双边关系一时一事的

“小时空”，避免被博弈对手牵着鼻子走，陷入

“针尖对麦芒”的陷阱。2021 年 1 月，习近平

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

指出，“要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

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

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⑩2022 年 11 月

14 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巴厘岛会见美国总

统拜登时又强调，“任何时候世界都有竞争，

但竞争应该是相互借鉴、你追我赶，共同进

步，而不是你输我赢、你死我活。”⑪作为博

弈中仍然处于相对弱势一方的中国，尤其需要

防止被博弈另一方通过主动挑衅、塑造议程的

方式带入“角斗赛陷阱”。

从系统观念出发，需要坚持发扬斗争精

神。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开篇即提出全党的“三

个务必”，包括全党“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在阐述前进道路上必须坚持的五大原则

时，“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被作为中国共产党

的基本原则专门提出：“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

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

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

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

天地。”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以中国式

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共产

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传统。

需要注意的是，共产党人强调的斗争，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的概念，与唯物辩证法的

运动、矛盾等观念密不可分，必须将其与日

常生活中的斗争概念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认

为，矛盾是无所不在的。事物的发展之源就是

事物内部矛盾的不断出现与解决，让矛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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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一方矛盾因子击败另一方矛盾因子。这个

过程就是一种斗争。毛泽东同志在他的经典著

作《矛盾论》中非常清晰准确地论述了斗争的

概念。“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

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

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然而矛盾的斗争

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

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

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

著。”⑫从事物内部矛盾的对抗、转化与解决

层面理解斗争，是共产党人都应当具备的理论

素养。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当着我们研究矛盾

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

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⑬“对抗是矛盾斗争

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⑭

也就是说，面对不同的问题，斗争的形式是多

样的，既可能包括激烈的对抗，也可能包括迂

回、妥协、外线作战乃至合作等不同形式。面

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对华战略，针锋相对地顶

回去是斗争，谈判和对话也是斗争，暂不回

应、跳到外线开辟新的“战场”也是回应。与

此同时，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也告诫我

们，“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

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

要的区别。”⑮在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挑

战中，能否保持与世界的联通是关系到民族复

兴前景的主要矛盾，其他分歧、问题是次要矛

盾；从国别的角度看，美国对华的压制战略是

主要矛盾，与中国周边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之间

存在的矛盾则是次要矛盾。对待主要矛盾和次

要矛盾，方式方法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考虑

了斗争的多种形式，区别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

盾，才能做到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已经吹响了以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

尽管环境复杂、挑战艰巨，但是中国共产党人

在过去一百年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积累了足够的

智慧和经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中国一定能够走出

一条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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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

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发

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

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

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

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

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

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

（摘自党的二十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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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lomatic Thought and Major-Country Diplomacy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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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Chinese Frontier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History) p.4

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proposed following the 
Chinese path of  modernization featuring peaceful development. Chinese diplomacy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path of  modernization is major-country diplomacy guided by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is the enrichment of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in the field of  diplomacy.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the best solution to the “ques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goal of  
China’s diplomacy, whil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he practical platform and carrier of  China’s diplomacy 
to promote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ina pursues an independent and peaceful foreign 
policy, focuses on developing global partnerships, promotes a new type of  state-to-state relation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the reform and building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with the broad vision of  pursuing a 
peaceful development path.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major-country diplomacy;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elt and Road”

Adhering to a Systematic Approach and Taking a Chinese Path of  
Modernization Featuring Peaceful Development

By Da We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singhua University; Directo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Security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p.15

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made a comprehensive plan 
for China’s diplomacy, making a new statement o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acing China and pointing out 
the serious challenges in this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CPC has maintained a high degree of  continuity 
in its strategy and policies. In the future, China needs to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struggle, apply the systemic 
approach, historical thinking and strategic think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lan of  the Congress, implement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strategy within the wider context of  once-in-a-century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world, 
deal with the tensions a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m, and follow the Chinese path of  modernization featuring 
peaceful development.

Keywords: Chinese path of  modernization; systemic approach; two overall situations;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