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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安全倡议的创新性

a赵可金 *

2022 年 4 月 21 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发

表的主旨演讲中提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为

了促进世界安危与共，中方站在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

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推动构建全球安全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

议之后中方提出的又一重要倡议，本质是提供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改革建设的中

国方案，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的运用和发展，是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安全领域的实现形式，有着极大创新性和重大世界意义。

一、安全理念的创新

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解决一切国际安全问题、维护世界和平安

宁的首要任务是树立创新的安全理念。近代以来，随着主权国家成为当今世界

的主要行为体，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推动下，强调军事安全的传统安全观成为主

导安全理念。传统安全理念是一种以国家主义为核心的安全理念，认为安全成

为国家战略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主要通过军事和国防手段获得，更强调

国家之间的相对安全。这一安全理念的优点是找到了民族国家这一维护安全的

可靠载体，找到捍卫国家安全的军事和国防手段，但缺点是无法解决国家的绝

对安全，甚至会导致国家之间陷入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

基于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实践，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树立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各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为消弭和平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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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安全困境提供了思想指引，新安全观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核心理念。

2014 年 4 月 15 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首次

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同年 5 月，习近

平在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首次正式提出亚洲

安全观，强调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创

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

洲安全之路。事实上，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是一脉相

承的安全理念，是人类安全理念的创新。具体来说，这一安全理念的创新主要

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超越国家安全，确立共同安全。传统安全理念是服务于某一特定国家

的安全，很容易导致一国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新安全理念强调，必须平等

地尊重并照顾人类社会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强调所有参与方共同受益的共同

安全，反对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形形色色排外的安全集团、自私自利

的脱钩断链等行为。共同安全超越了片面的国家安全，强调尊重和保障各国的

国家安全，倡导不能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

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

二是超越传统安全，确立综合安全。传统安全理念仅仅关注军事、领土、

政治等传统领域的安全，对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能源等非传统领域的

安全重视不够。新安全理念既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安全问题，又统筹谋划应对

各类潜在安全威胁；既通盘考虑地区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又强调

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各个领域的综合安全，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

传统领域安全。

三是超越自身安全，确立合作安全。传统安全理念更关注自身的安全，普

遍忽视与其他行为体的共同安全。新安全理念则超越自身安全，追求通过对话

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的合作安全，不以某一国家为中心，而是致力于推

动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坦诚对话和协商合作，既强调求同存异、增进彼

此战略互信、减少相互战略猜疑，又重视聚同化异，针对形形色色的全球性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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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引领安全合作，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

作方式。

四是超越封闭安全，确立可持续安全。传统安全理念仅仅关注狭义的国家

安全，是一种封闭的安全理念。新安全理念则打破安全与发展二元对立的理解

框架，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围绕发展筑安全，维护安全促发展，追求高质量

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以可持续安全

巩固可持续发展。

二、安全规范的创新

安全的核心是客观上没有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无论是从客观上着眼，

还是从主观上努力，维护安全都需要确定明确的安全规范。近代以来，传统上

的国家安全规范受到权力极大的影响，强权即真理——只有强者拥有安全，弱

者没有安全，归根结底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安全规范，导致安全规范天然地

具有“强者的口音”。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解决朝鲜半岛核、伊（朗）核、南苏丹、阿富汗、

叙利亚、乌克兰等热点问题，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主要出兵国和出资国，并

逐步形成了以“和平性、正当性、建设性”三原则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热点问题

综合治理之道，即坚持政治解决，反对使用武力；坚持不干涉内政，反对强加

于人；坚持客观公道，反对谋取私利。这些行动为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做

出了重要贡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安全倡议

的提出，在安全规范上突破了权力中心的安全规范，引入了道义逻辑。习近平

指出，“只有基于道义、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正是

基于这一安全理念，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突破了把安全问题作为一个地

区热点问题治理的框架，确立了全球安全规范的基本框架，以中国方案回应了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安全规范上的创新。具体来说，这一安全规范主

要包括三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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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尊重主权平等。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的根本标志，主权独立是一个国

家捍卫自身安全的根本保障。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创建以来，维护各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逐渐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

基本前提。然而，仅仅强调维护主权独立和平等还不足以解决一个国家的安全

问题，近代以来的世界始终充斥着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等霸凌行为，一些大国

肆无忌惮地干涉他国内政，国家安全缺乏有力的保障。因此，维护主权平等原

则仅仅是维护安全的基础，更重要的是确立相互尊重的原则，尊重彼此的核心

利益和战略关切，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包容彼此的

历史经纬和文化差异，将主权原则和尊重原则结合起来，正是全球安全倡议在

安全规范上的重要创新。

二是恪守多边主义。多边主义是近代以来主权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

是国家之间围绕国际公共事务治理作出的合理选择。国家内部的事务由各国人

民自己说了算，国家之间的事务由国家之间商量着办，这是多边主义的一条重

要原则，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题中之义。近代以来，每逢国际社会面临严峻

的安全挑战，只有多边主义的旗帜被高高举起，人类才会找到应对挑战的方向。

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全球安全倡议总结历史经验，强调维护和坚持真正的多边

主义，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

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确立了止战维和的可靠保障机制，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宁

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是尊崇合作安全。合作安全是全球安全倡议的一个显著创新，它强调坚

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

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随着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国安全

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全球安全问题上置身其外。面

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各国除了合作应对，没有第二条道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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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治理的创新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当今世界的问题林林总总，归根到底是安全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安全倡议是全球治理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安全领域中的实现形式。近代

以来，传统的安全治理运行在制度主义和机制化的框架下，带有一定的封闭

性和排他性，不利于累积安全信任。当今世界乱变交织和危机叠加的形势引

发了安全概念内涵的扩大，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紧密交织、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大流行严重催化了世界政治思潮的分化和极化，从而使人类社会面临分裂

的威胁。面对人类安全挑战的新形势，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是一种共同

体主义的行动过程，是开放型、包容性的框架。它非安全治理之制，而是安

全治理之道，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治理之道。具体来说，这一安全治理之道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对话协商。安全问题重在内在调理，而非片面依赖外部强制。全

球安全倡议坚持中国古典治理智慧中的内在调理之道，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

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反对

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在中国式安全治理之道看来，

国家间有分歧是常态，关键是如何对待和处理。近代以来，西方安全治理依靠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不会创造真正的安全，反而会产生更多的不安全隐患。

由此，中国式安全治理之道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治本之策。

二是强调科学统筹。安全问题涉及面广，关系错综复杂，不能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中国式安全治理之道认为，包括地区争端、粮食危机、疫情威胁、恐

怖袭击、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在内的诸多挑战，绝非

某一局部原因造成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甚至生态根源。因此，

必须通盘考虑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坚持系统思维科学统筹构建全

球安全框架，才能从根子上消除深层的全球安全威胁，这是中国式安全治理的

重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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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崇尚开放包容。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安全问题背后有着复杂的文明

多样性根源，解决安全问题不能不考虑世界的多样性造成的差异。因此，中国

式安全治理之道不是要建设普遍主义的全球安全机制，而是要打造全球安全共

同体。全球安全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安全领域的具体实现形式，其创新

之处是除了维护和推动多边主义框架内的安全合作之外，还注重推进多层次的

安全合作、多中心的安全合作以及多文明对话的安全合作。全球安全共同体是

一个开放包容的“朋友圈”，不是只有少数国家合作的“少边主义”小圈子。

总之，全球安全倡议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治理

方案，这一方案与亚洲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安全理念上是内在契合的，

是一脉相承的安全理念、安全规范和安全治理之道。其中，总体国家安全观是

思想理论指引，亚洲安全观是在地区层面的安全理念，全球安全倡议则是全球

层面的安全理念，三者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人类安全文明新形态。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全球安全倡议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参与和

引领全球治理改革与建设的重要安全方案，具有巨大的创新性和历史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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