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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并发表题为《构

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开启金砖合作新征程》的重要讲话。6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

上发表题为《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连续提出“高质量

伙伴关系”，旨在通过提高伙伴关系的质量，将“新型伙伴关系”和“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发展提

升至新层次，以适应目前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迫切的需求。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完善外交总体布局，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

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
[1]
由此来看，推进高质量伙伴

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一步，体现中国国际战略持续创新发展，有助于完善解决世界问题的

中国模式。

翟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研

究方向为世界政治、国际战略、东南亚、一带一路、全球数字治理。主要著作有《“一带一路”案例实

践与风险防范 政治安全篇》（合著）、《“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思考》（论文）、《突破中国崛起的周

边制约》（论文）、《数字全球化的战略博弈态势及中国应对》（论文）等。

以高质量伙伴关系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翟  崑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伙伴关系得以系统性发展，包括伙伴关系政策

体系的完善、伙伴关系内涵的丰富、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形成等。中国对于伙伴关系的最

新定位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高质量伙伴关系”，即更加“全面、紧密、务实、包容”的伙

伴关系。从系统性国际战略创新的角度分析，以下四个问题意义重大 ：一是高质量伙伴关

系发展演进的历程，二是高质量伙伴关系系统演进的主要动力，三是高质量伙伴关系推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四是以高质量伙伴关系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道之行。总之，

我们要通过提高伙伴关系质量这个关键局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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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伙伴关系发展进入“提质”阶段

优化国家间关系是国际社会不断演变的主要

特征。二战结束以后，伙伴关系成为世界各国发

展国家间关系的新潮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

国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独立自主和平外

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与

相关国家的伙伴关系。构建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

的特色，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政策。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的伙伴关系实现系统性发展，主要表现

为建立伙伴关系政策体系，丰富完善伙伴关系的

内涵，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以及高质量伙伴

关系建设的新发展。

完善伙伴关系政策体系。我国根据自身实

力的增长、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家利益的需

求，不断完善伙伴关系的政策体系。2012年，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我国推动并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

大国关系，加强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

以及国际组织的伙伴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

步提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

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

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

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

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

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党的二十大

报告对伙伴关系作了最新表述：“促进大国协调

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

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

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

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

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

中国家共同利益。中国共产党愿在独立自主、完

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基础

上，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交流合作，积极

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各方面对

外交往。”
[2]

丰富伙伴关系空间层次。中国伙伴关系的

政策体系框架有三大层次。分别是全球层次、地

区层次和双边层次。在全球层面，如全球发展伙

伴关系。全球发展倡议已经得到100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响应，60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全球

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再如共建“一带一路”构

建的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截至2022年1月，

中国已与147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3]
在地区层面如

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欧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2022年，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正式生效，中国将进一步

加深与东盟十国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等成员国的贸易合作关系。在双边层面，如

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时代中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中哈永久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截

至2022年10月，中国已同181个国家建立外交关

系，同113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不同形式的伙伴

关系。
[4]
目前来看，我国双边层次的伙伴关系最

多，全球和地区层次的较少。

丰富伙伴关系理念内涵。在新时代，我国

的伙伴关系战略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

球治理、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其他各种国际

事务。伙伴关系的实质是“对话不对抗，结伴不

结盟”，
[5]
致力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

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及“和平、发展、公

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伙

伴关系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目标，不设假想

敌，不针对第三方，通过对话加深了解，通过合

作培育互信，以增进双方共同利益为基础开展

国际交往，进而有效扩大和维护世界各国共同

利益，减少国际对抗。
[6]
关于中国构建的伙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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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曾总结出三个基本

特征：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
[7]
伙伴关系主

张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

的平等一员，各国都享有权利，也都承担义务和

责任，共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伙伴关系中，

没有主次之分，没有高低之别，只有平等合作。

伙伴关系蕴含的这种平等性，意味着不搞强权政

治，不搞零和博弈、你失我得、赢者通吃，不能

为了单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推行单边主义、破

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应尊重各个国

家选择各自发展道路的权利，真诚相对、平等相

待，促使各国在友好交流中实现合作共赢。

形成全球伙伴关系网络。2014年11月2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要

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

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8]
随后，同年12月24

日，外交部长王毅在“2014年国际形势与中国

外交研讨会”上发表题为《盘点2014：中国外

交丰收之年》的演讲表示，中国外交整体布局

已经全面展开，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基本成形。
[9]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时提出：“我们完善外交总体布局，积极建设覆

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
[10]

从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多种形态的伙伴关

系，到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

伙伴关系网络，该演变过程表明中国对伙伴关系

的认知与实践又迈上新层次。中国将自己嵌入全

球伙伴关系网络，与全球利益更加休戚相关，荣

辱与共。可以说，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推进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本架构。

提升伙伴关系质量。从“更加全面、紧密、

务实、包容的高质量伙伴关系”扩展到“团结、

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11]

体

现出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规模迅速扩展的

基础上，将更加突出提高伙伴关系的质量。“高

质量伙伴关系”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

冠肺炎疫情叠加的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提出的，这

说明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在伙伴关系的政策

体系、理念内涵和基本架构成型之后，继续提高

伙伴关系质量，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问题。由

此，中国伙伴关系的发展进入“提质升级”的

新阶段。

高质量伙伴关系的成长逻辑

建立伙伴关系，提高伙伴关系的质量，是当

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的基本外交行为。主要国

家的伙伴关系体系都是多方合力而成，具有鲜明

的时代性和独特性。我国伙伴关系的发展是应内

外环境、时代需求、国家实力的变化而动。

在求同中提高伙伴关系质量。世界虽然很

大，差异性很强，但总有一些共同的追求，如超

越旧国际秩序、落实可持续发展、建设更美好世

界等。联合国提出的和平发展、全球治理、可持

续发展等目标，均需通过全球性伙伴关系实现。

然而，全球性挑战复杂严峻，任何国际关系行为

体都不能单独应对，只能通过伙伴关系的合作方

式实现。如果伙伴关系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伙伴

关系质量持续提升，则有利于应对全球问题。中

国发展伙伴关系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

则，给伙伴关系注入原动力，有助于扩大伙伴规

模，提高合作质量。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

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

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中国愿同东盟把握大势、

排除干扰、同享机遇、共创繁荣，把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落到实处，朝着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

盟命运共同体迈出新的步伐。”
[12]

在该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将中国

东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确立了双方

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2022年6月24日，习近平

主席主持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

出：“我们要共同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合作

才能办成大事，办成好事，办成长久之事。发达

国家要履行义务，发展中国家要深化合作，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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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要相向而行，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

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

一个人掉队。要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发展合作中发

挥统筹协调作用，鼓励工商界、社会团体、媒体

智库参与全球发展合作。”
[13]

在存异中提高伙伴关系质量。由于各国的世

界观、历史观和战略观不同，其伙伴关系的理念

内涵、战略规划、政策体系、基本框架、发展动

力和成长路径也各异。大国的伙伴关系体系并不

相同，甚至有巨大差异。目前，全球范围内同时存

在多个伙伴关系体系，各种伙伴关系体系均有范

围和边界，之间难免存在交叉重叠和竞合博弈。

以协和万邦、平等互利为特点的中国伙伴关系，

与以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为基础的美国盟伴体系有

质的不同。美国与其盟伴关系并不平等，即使在

拜登执政时期对盟友的态度有所改善，但其盟伴

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很难根本改变。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的大战略，强调志同

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
[14]
2018年8月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

周年座谈会上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

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

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

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

戏，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都欢迎。”
[15]

在竞合中提高伙伴关系质量。党的十八大

后，中国伙伴关系发展的动力主要在于身体力行

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

美国、欧盟、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以及

日本和印度，也提出了类似“世界怎么了”的

“诊断书”，以及本国应该怎么办的“药方”，

并将伙伴关系作为实施主体。但是，主要大国对

“世界怎么了”的认识并不相同，对于如何通过

伙伴关系回应“怎么办”的做法也大相径庭。美

国认为中国崛起并赶超美国是“世界怎么了”所

指向的主要问题，将拉拢伙伴对中国加以遏制作

为自身“怎么办”的主要战略手段。比如，美国

总统拜登在全球加强民主同盟、科技同盟、产

业链同盟关系，推动北约全球化和印太战略，并

在各大地区召开峰会建立排华机制。进而言之，

不同体系的伙伴关系发展和竞争，也是国际秩序

的竞争。中美伙伴关系体系之间的竞争和较量，

伙伴关系体系的孰优孰劣，是一个日久见人心的

问题。这需要中国不断提高自身伙伴关系的质

量，体现真正多边主义的力量和优势。比如，在

世界经济复苏和地区经济合作方面，美国先后提

出具有歧视性和排他性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和

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而中国则支持东盟推进更开放的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结果是，奥巴马

提出并主导的TPP被特朗普放弃，IPEF还前途未

卜，而RCEP已于2022年1月落地生效。

在应对全球问题中提高伙伴关系质量。人

类总是在克服各种全球问题的挑战过程中前进。

当今全球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远非一两个大

国能应对，这也是伙伴关系兴起、伙伴关系质量

不断提升的主要动能。但是，在协作应对全球问

题时，伙伴关系存在能力困境。比如在联合国框

架内，面对和平发展、绿色生态、气候变化等问

题，各方很难达成共识和集体行动。为此，中国

积极探索各种办法，提升伙伴关系的质量，其中

就包括与合作伙伴形成试点和示范机制。比如，

中国通过一系列国际论坛探讨全球发展倡议的理

念，并在国际减贫、绿色低碳、青年发展等领

域，率先与伙伴合作，推行合作落实机制，以形

成试点和示范。

以高质量伙伴关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

高质量伙伴关系有助于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系统性发展。高质量伙伴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推动力量。经过近10年



18   学学术前沿术前沿   2022 . 11  上

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二十四个重大问题研究
IMPORTANT ISSUESIMPORTANT ISSUES

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框架体系日趋完整

清晰。从系统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三个

要素。第一个是认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

作伙伴。第二个是这些合作伙伴构成推进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尤其是中国参与

和创建的各种多边合作机制。第三个是这个全球

伙伴关系网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发挥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功能。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系统

动态演进的整体，通过关键局部的优化可以提升

整体效能。高质量伙伴关系本质上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对伙伴关系提出的具体要求。通过伙伴关系

的优化，可以改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

为体的动能，带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总会遇到各种突发事件、重

大灾难等挑战，需要通过不断提升伙伴关系的质

量，带动系统的整体优化。局部的解决方案一旦

通过创造性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就会成为精彩的

系统性创新。

高质量伙伴关系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

底层动力。高质量伙伴关系为广大中小国家参与

全球治理提供了机会。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为广大中小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平台。世界

上大多数国家是中小国家，受全球性问题的影响

较大，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较强。但是，它们在

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不高，参与感较低，并且受制

于霸权国。通过中国推进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中小国家可以平等地进入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

革，发挥独特作用，形成相互助益、共同发展的

局面。习近平主席指出：“同时，各国人民求和

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愿望更加强烈，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的意志更加坚定，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各国带来的机遇更加

广阔。”
[16]

全球发展倡议面向所有国家，“一带

一路”朋友圈扩展到全球，上合组织已经吸纳印

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等新成员加入，金

砖国家合作机制也在积极酝酿扩员。中小国家进

入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后，将会得到中国的大力支

持并开展相互协作，致力于共同提高本国发展水

平和伙伴关系协作水平。中国提供多种提高合作

伙伴质量的条件，如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

基金”、加大对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的

投入、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

报告》、建立中国－东盟发展知识网络等。最

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并非政治口号或空头倡

议，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抓手和具体项目。这样，

就能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际效能，增强

中小国家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

治理的目标感、意义感和获得感。

高质量伙伴关系有助于突破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的集体行动困境。应对全球问题必然存

在集体行动的困境，即各国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

原因，导致集体行动难以达成一致目标，难以协

调行动，甚至互相拆台和掣肘。另外，应对全球

问题劳时耗力，需要各国付出巨大成本，但也不

一定有相应的收益。再者，一些新兴国际机制往

往在初始时期因为适应了重大而紧迫的国际需求

而很成功。但是在经过初期快速发展阶段后，这

些新兴国际机制则通常会陷入动力消退、矛盾增

加、边际效益递减的发展瓶颈。上合组织、金

砖国家机制和G20等都面临类似问题。因此，多

边合作机制的集体行动需要高质量伙伴关系管

理，需要适应新环境，可持续赋能伙伴关系。以

金砖国家合作为例，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

和南非虽然都是新兴经济体，有巨大合作空间，

但各方差异也极大，需要高度的伙伴关系管理智

慧。中国提高伙伴关系质量的关键在于不断赋能

伙伴关系，弥合冲突，提出具有远见、符合近利

并得到各方认可的合作方向和具体项目。多年

来，中国在维护金砖国家机制成长，为金砖国家

伙伴关系赋能方面付出大量努力，比如与时俱

进地拥抱数字经济，加强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

合作，以及增容扩员等。高质量伙伴关系对于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正

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赋能，另一方面，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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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缓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集体行动困境。

任何一个公共目标都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高质

量伙伴关系强调主体的目的性、发展性、能动性

和创造性，以主体之变带动客体和环境之变，优

化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与适应关系。提升伙伴关系

质量，就意味着加强伙伴间的认同度和利益契合

度，进而降低沟通成本，提高合作效率，扩大

合作范围，解决实际问题，最大程度地克服集体

行动困境。因此，高质量伙伴关系有助于提高全

球治理水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质量。

以高质量伙伴关系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大道之行

世界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没有矛盾

就没有世界。纵观历史，人类正是在战胜一次次

考验中成长，在克服一场场危机中发展。我们要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

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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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未来五年的

全球思想、战略方针、基本政策定了，关键是坚

持战略定力与高质量的伙伴关系，推进高质量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然而，正如党的二十大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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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恃强凌弱、巧取豪夺、

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

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

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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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给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带来巨大挑战。但这也反向证明了推进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正当性和重要性，以及通过高质量

伙伴关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性与合理

性。一方面，高质量伙伴关系要顺势而为，顺世

界各国在世界失序中希望和平与发展之势头；另

一方面，高质量伙伴关系要转危为机，探索如何

应对各种赤字、危机和战乱。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主要面临两大类危机：

一类是传统安全型危机。自进入21世纪以来，

从叙利亚战争、朝核问题、伊核问题、中美战略

博弈，到当下的乌克兰危机，都属此范畴。另一

类是非传统安全型危机，比如全球恐怖主义、国

际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带

来的系统性危机。两类危机往往相互交织转化，

叠加联动，形成超大规模的危机群。较之21世

纪第一个10年，最近10年的危机群规模更大、

更频繁、更容易卷入、更具破坏性、影响更系

统长远，也更难应对管理。在新冠肺炎疫情背

景下，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三重困境”，即疫

情防控、国家发展、对外关系三者之间相互冲突

制约，难以同时达成目标。新冠肺炎疫情被称为

“世纪疫情”，导致多国进入危机状态，但这也

没阻止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同时也导致全球性的

能源、粮食、生态、社会等方面的危机。如何加

强全球性的危机管理并实现“化危为机”，是各

国和世界普遍面临的挑战，更是对中国倡导的高

质量伙伴关系的挑战。

如何应对以上挑战，可以从知行互促的角

度理解。中国已经解决了“知”的问题，即在高

质量伙伴关系背后已经形成一整套关于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哲学思想和战略理念，包括坚持和平发

展、共商共建共享、新型伙伴关系、全球共同发

展、真正的多边主义等。在“行”的方面，则是

一个不断探索、尝试、成长和演进的过程。总的

来看，从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成型到高质量伙伴

关系的进阶说明，中国伙伴关系战略总体上适合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很大发展空间，有助于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国际战略的守正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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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rough High-Quality Partnerships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rough High-Quality Partnerships
Zhai Kun

Abstract:Abstract: Since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China has systematically developed partnerships in its foreign strategy, includ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olicy framework for partnerships, the enrichment of the content of partnership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global 
partnership network. China's latest vision of partnership is the "high-quality partnership" propos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hat 
is, a more "comprehensive, close, practical and inclusive" partne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systematic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innovatio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irst,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high-quality 
partnership, second,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the evolution of high-quality partnership as a system; third, the primary path for high-
quality partnership to advance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fourth, the way to guarantee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ith high-quality partnership. In summary, we should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artne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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