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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和七国集团峰会：比较视野下的中国负责任

大国担当1

摘要：上合组织和七国集团两场几乎同时召开的峰会，呈现了完全不同的画面，

凸显出中美两个主导性大国责任担当的差别。据此，本文提出作为负责任大国的

五个标准，即守信、道义、奉献、平等和平衡。继而从这几个标准出发，比较中

美两国在两场峰会以及会前会后的表现，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中国是名副其实的

负责任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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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初，两场举世瞩目的峰会几乎同时召开。6 月 8—9日，西方七

1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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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集团（G7）峰会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9—10 日，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第

18 次会议在中国青岛召开。两个会议的过程和结果大相径庭，出现“冰火两重

天”的景象，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G7 峰会气氛紧张，与会国唇枪舌剑，最

后不欢而散，被称为“史上最分裂”的 G7 峰会；反观上合青岛峰会，气氛融洽，

与会国精诚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作为上合组织扩员后的首次峰会，上合青岛峰

会开启了区域合作的新篇章。

两场峰会之所以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其根源在于主导性大国对全球化发展

大势和世界格局演变的认识和把握不同，以及全球治理理念的差异。两场峰会就

像两面镜子，折射出中美两个大国两种不同的态度、理念、政策和风范，从中更

可以感受到两个主导性大国责任担当的天壤之别。

负责任大国的五个标准

关于谁才是“负责任大国”以及何为评价标准的问题，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尚

未有系统而明确的说法。笔者认为，要真正做好一个“负责任大国”，起码要达

到以下五个标准。

一、守信

恪守契约精神是对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最基本要求。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

的主流精神和赖以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守信则是契约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自觉

遵守契约精神的传统观念，在西方国家源远流长。基督教文明是契约精神的最初

根源。《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前者指耶稣降世之前，上帝与犹太民族所立之

约；后者指耶稣降世之后，上帝与人类重新所立之约。神圣化的契约精神是西方

传统文化的根基，也是促成西方商业文明发展的基本保障。时至今日，现代经济

社会的发展把这种契约精神普及到了全世界，并被各国政府和人民普遍接纳，成

为构建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基石之一。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一个国家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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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契约精神，则难以在国际社会立足。国际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无政府状态，国

家政府的自律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国特别是占据领导

地位的超级大国的诚信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道义

道义，即道德和正义。道义主张促成和限制人们的行为，占据道义制高点，

就是坚守公认的国际道义和国际关系准则。道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随着人类社

会文明的进步而越来越大，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对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对外交往

和国际影响力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也是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基本要求。

三、奉献

具有奉献精神，就是指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承担全球治理的相应义

务。一个负责任大国必须根据国家的实力和国际社会的需要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

产品，并在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大的义务，这是全球化时代

维系国际社会正常运转所需，也是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历史使命。美国国际政治经

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指出，20 世纪 30 年代的灾难缘于美国取代英国

成为全球最大强权国家后，未能像英国一样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结

果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由此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人间惨剧。美国

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也曾告诫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

强”，而是“示弱”，即不会承担目前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

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姑且不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中

的不同表现，约瑟夫·奈在提醒国际社会，谁来提供未来的国际公共产品，对今

后世界的发展至关重要。

四、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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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指坚持合作共赢、平等协商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和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建立国

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中国主张的国

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其基本精神是反对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霸

权主义，由世界各国通过平等协商共同解决国际问题，共同治理全球事务。在当

前全球性问题凸显、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一个大国能否本着合作共赢的

理念、坚持用平等协商的方式来处理国际事务，是衡量其能否作为负责任大国的

重要标尺。

五、平衡

平衡指妥善处理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达成两者的有机统一。国家自

诞生以来，始终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各种全球性问

题的出现，维护全球利益或者说全人类利益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作为

一个负责任大国，既要为自己谋求利益，更应该维护和增进全球共同利益，而如

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所有大国必须面对的难题。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时

代，有必要反思与超越“国家利益最大化”观念，国家利益应该从最大化走向合

理化，在传统的国家利益领域可以实现妥协与双赢，在全球公共问题上实现合作

与共赢。虽然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具备现实的挑战性，但若一个大国只顾自己，

罔顾其他国家利益和全球整体利益，那就无法称之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美对比凸显中国负责任大国风范

在明确了负责任大国的五个标准后，我们可以由此比较中美两国在两场峰会

以及会前会后的表现，并对何为负责任大国做出判断。

一、特朗普“退群”成瘾，中国则恪守国际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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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总统，严重违背西方赖以发展的契约精神。自其上任以

来，美国已接连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伊朗核问题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等。在

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不久，6月 19 日，美国又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此外，

特朗普政府还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频频发起贸易战。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主导

者，美国在国际合作中的“退出政策”，导致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新一轮混乱，

招致国际社会甚至是美国盟友的不满和抨击。而中国则一直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

旨和原则，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

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历来谨慎做出承诺，但一旦做出，就会严格恪守自己的承

诺，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与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美国优先”的口号最早是由美国第八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以捍

卫他在一战期间所持的中立立场，但不久之后他就抛弃了这一立场。而如今的特

朗普政府则把所谓的“美国优先”发挥到了极致，不仅对中国大打贸易战，甚至

连盟友也不放过，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盟国也举起了加征关税的大

棒。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显示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高度自信，但根据

“囚徒困境”理论，任何结果都取决于参与者是否合作。各方如果拒绝合作，最

终将共同承担损失，形成两败俱伤的结局。美国政府过去一年来的国际行为有可

能滑向各方皆输的“囚徒困境”。西方主流舆论认为，特朗普已“不再是他的国

家或世界的道德领袖”，同时也“不能为自由世界代言”。

反观中国，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不断与时俱进，中国逐渐占据国际道义制

高点。2013 年 3 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命

运共同体理念。此后，中方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述在各个层面逐步延伸、不断

完善，这一理念也逐渐成为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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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出中国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大国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

国决议、十九大报告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后，在 2018 年中国两会上又被写入了宪

法，进一步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确立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意志和奋斗目

标。上合青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正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上合组织的具体化，为开展上合组织成员国间新的合作

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三、特朗普执拗于“公平”原则与中国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奉行“美国优先”理念的特朗普对全球治理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不感兴趣，

也不重视国际援助，更不愿承担国际发展义务。事实上，美国新政府提交的首个

预算案中，国际援助预算已被大幅削减。但特朗普并非像媒体炒作的那样“反全

球化”，实际上，特朗普想继续推进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只不过他想要的是有利

于美国的全球化，有利于美国的自由贸易。因此，他试图改变贸易规则，使美国

能继续保持绝对的经济竞争优势。

而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

改革和建设，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丰富了全球治理的内容和机制。此外，中国还利用主办北

京 APEC会议、杭州 G20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

人厦门会晤、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等主场外交的机会，积极推动上述全球治理

方案机制化。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将在上海合作组织

银行联合体框架内设立 300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贷款。未来三年，中方将为各成

员国提供 3000 个人力资源开发培训名额，增强民众对上海合作组织大家庭的了

解和认同。中方愿利用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为各方提供气象服务。可以说，中国一

直在力所能及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努力践行大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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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朗普重拾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则奉行多边主义并提出共商、共建、

共享的理念

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单边主义行径由来已久。特朗普上台后，

美国国内政治生态趋于保守和极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也从之前的遮

遮掩掩转变为肆无忌惮。特朗普经常抱怨前任总统们的政策失误导致世界各国占

尽美国便宜，不惜退出诸多多边机制，更是企图以挑动贸易战的方式迫使别国接

受美国的不合理诉求。法国总统马克龙提醒美国，“是美国发明了多边主义，因

此美国也有责任捍卫它，甚至是赋予它新的时代意义”。但特朗普政府不仅仍坚

持单边主义，而且以实力为后盾对他国进行威胁，表现出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本

色。美国对中国开打贸易战自不必说，即使盟友也难逃特朗普的威胁。此次七国

集团峰会正值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对从欧盟和加拿大等国进口的钢

铝产品加征关税后不久，引发特朗普与法、德、加等国领导人的激烈交锋，使传

统的 G7 变成了“G6+1”，导致七国集团峰会以一场闹剧收场。

而近年来，中国的外交方针始终如一。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

利共赢开放战略，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多

边事务，奉行多边主义，推动国际体系和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

全球性议题面前，中国反对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倾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

化。”目前，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项

重要共识。

五、特朗普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则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在如何协调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上，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重心始终放在

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上，尤其是在经贸问题上寸土不让，对全球利益鲜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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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没有任何实质性贡献。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贸易问题上四面出击，对几乎

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高举关税的大棒。不过，一旦贸易战真正开打，美国自身的

利益也难免受损，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比如，美国惩罚中国的贸易措施也会伤

及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盟友以及美国公司。因为在美国对华进口的 5000 亿美元

商品中，约 60%的产值来自跨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

而中国则始终注意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有机统一。“一带一路”倡议自提

出以来，受到多数国家的热烈欢迎。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多领域广泛和深入的合

作，尤其通过国际产能合作，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彰

显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五年来，“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

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2018 年 6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哈萨克斯

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会谈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够取得积极成

果，关键在于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符合沿线国家发展与合作的现实需

求，“一带一路”倡议也为上合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当然，在平衡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问题上，仍然需要慎重。从发展阶段和

综合国力来看，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上，还需要结合历史和现实、世界局势和中国国家能力进行系统分析，既积极作

为，也有所不为，尤其要警惕某些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对中国进行“捧杀”。

综上所述，通过五个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承担国际责

任方面与其世界头号大国的实力和地位是不相符的，同时也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

了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负责任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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