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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与新时代中国外交1

《十九大报告》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 14 个方面内容，其中之一就是新时代

中国外交的基本方略。

《十九大报告》包括十三个组成部分，每个部分都或多或少涉及对外关系，

但较多涉及外交的是：第一部分的第 12 自然段“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开展”，

第三部分的第 10 点“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与第 13 点“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第五部分的第 6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而第十二部分“坚

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集中论述了中国的外交理念、

判断与主张。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十九大报告》对内政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明

确提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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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并强调党

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以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对于外部环境，《十九大报告》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发

展大势不可逆转，各国相互联依赖日益加强，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在这个背

景下，人类面临着一系列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合作应对。因此，报告再次呼吁

各国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全球事务，中国主张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治理世界，倡导国际关系民主

化，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扩大发展中国家代表权和发言权，以建设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就中国自身而言，到本世纪中期的总任务是：分两步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坚信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

通，因此，在过去几年全方位外交布局取得一系列成果的基础上，未来在对外关

系上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既为本国人民谋幸福，也为人类做贡献。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全

球伙伴外交，不损人利己也不会允许别人损害自己的正当利益，大国外交上谋求

总体稳定与协调发展，周边外交上奉行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对发展

中国家秉持正确义利观与真实亲诚理念。具体到不同外交领域，中国的主张是：

安全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

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为此，中国将致力于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的新安全观。

国防上，首次明确表述，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十八大报告》中的

表述为“贯彻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防御性的国防政策”的表述更

为具体、操作性更强。

经济上，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

增长。为此有必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两大市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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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创新对外投资，促进产能合作，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最终形成陆

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文化上，强调文化的作用与文明交流的必要性。《十八大报告》中提到了三

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四个自信”（增加了“文化自

信”）的提法首次出现于 2016 年 7 月习近平的一次讲话。《十九大报告》中重

申了“四个自信”，并用第七部分进行全面阐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事关民族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求对内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

文化软实力，对外强化国际传播能力，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总之，目前所处的世界形势是：欧美发达国家逆全球化勃兴、民粹主义兴起，

特朗普更是在美国大力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在此背景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与改

革开放、致力于推进全球化进程。《十九大报告》中与外交相关部分的论述，总

结了过去五年的外交理论探索与实践成果，并确定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基本方

略：以合作共赢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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