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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安全视角 下的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外交战略
＊

杨 扬

【提 要 】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外交战略具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 ,
是 中 国 为应对西方

的和平演变 、 维护 国 家安全 、 并谋求 自 身发展的 外交战略 ；
随着安全概念的 多 元化 ,

传统

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和我 国安全形势的复杂化 , 中 国仍 然需要奉行
“

韬光养晦 , 有

所作为
”

战略 。 现阶段我 国安全领域面 临三个层次的 安全威胁 , 即 美 国 对我国 的现实威胁

以及由此带来的安全 困境
； 周 边国 家存在诸 多 不稳定因 素 , 直接威胁我 国安全发展 ； 非传

统安全的复杂 多 变 , 造成我 国 安全环境的恶化 。 因 此 , 中 国仍 然要采取
“

韬光养晦 , 有所

作为
”

外交战略积极应对 , 解除我 国 的安全 困境 。

【关键词 】 国 家安全 传统安全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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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世纪 8 0 年代末 9 0 年代初 , 苏东剧变 , 韬晦 , 群居游处 , 未尝有言 。

”① 清代郑观应于

西方和平演变对我国构成严重威胁之际 , 邓小 1 8 9 3 年出版的 《盛世危言 ？ 自序 》 ,

“

自顾年老

平提出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外交战略 。 虽才庸 , 粗知 《易 》 理 , 亦急拟独善潜修 , 韬光

然当前安全形势有所变化 , 我 国仍需要坚持并养晦
”

。 其义类同
“

晦迹韬光
”

, 亦即主张隐藏

发展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外交战略 。才华 , 不使外露 。 用于积极入世一面 , 是
“

晦迹

—
＂琏华羌临 右砣休乇

”韬光德 自长
”

,

“

如同美玉 , 藏于泥土之中 ’
一旦

—

、

7＾
°■“？ ？ “ｍｗ

＇

＇ 用于——

面 , 是为了
概念的建构及其研分“

避祸、
‘‘

避仇
”

、

＂

隐居
, ,

、

“

绝名利
, ,

。 因此 ,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战略思想具有深
韬光养晦本质上反映的是中 国人在做人 、 做事 、

厚的思想渊源与文化底蕴 。

“

韬光养晦
”

, 又作
“

韬光用晦
”

、

“

韬光隐晦
”

。 唐朝黄滔在 《知 白守

黑赋 》 记载 ：

“

圣人所以立言于彼 , 垂训于后 ,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重庆市社科规划项 目 《邓小平
“

锸光养

、办 八风土？挪 、丨／丁油士．士 …ａ社晦 , 有所作为
”

战略思想研究 》 ( 2 0 1 1ＱＮＭＫ 0 6 ) 、 教育部
讀

1
人—
巧■辦細 目 《細細働产党政党外

华之丑。 《 旧唐书 记 》 记载道 ： 光王李交研究》 (而 0 8 1 0 0 2 1 ) 、 中国博士后第 5 3 批面上资助

忱
“

常梦乘龙升天 , 目之于郑后 。 乃 日 ：

‘

此不《 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研究 》 ( 2 0 1 3 Ｍ 5 3 1 9 1 8 ) 的研究成果 。

宜人知者 , 幸勿复言 。

’

历大和 、 会昌朝 , 愈事？ 《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 9 8 0 年版 , 第 1 2 3 5 页 。

1 3 2



杨 扬 ： 论安全视角下的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外交战略


做学问方面的价值取向 , 告诫人们 即便再有声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的方针 , 是小平同志为

名 、 有才华 , 在待人接物 的行为举止上 , 仍应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遗产 , 这一方针是完全正

收敛 、 低调 , 不要锋芒毕露 , 动辄张扬 。

① “

有确的 , 背离这个方针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

④
曲

所作为
”

源自于先秦孟轲 《孟子 ？ 离娄下ｈ
“

人星在 《坚持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的外交战

有不为也 , 而后可以有为 。

”

我国古代史上也不乏略 》 中分析了韬光养晦的涵义 , 并指 出 在当今

有类似于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的事例 , 诸如 ｆｌ寸代 , 中 国在处理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

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 , 刘备对曹操的韬晦之略等 。 处理大国关系 问题 、 处理与发展中 国家的关系

1 9 8 9 年 9 月 , 基于复杂动荡的 国 际国 内形问题时 , 仍应坚持
“

韬光养晦
”

的外交战略 。

⑤

势 , 邓小平在同 中 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指 出 ,
Ｂ寸殷弘在接受采访时指 出 , 中 国外交是很复杂

中国应该
“

冷静观察 , 稳住阵脚 , 沉着应付
”

, 的 , 在哪些方面韬光养晦 , 哪些方面有所作为 ,

不久又提出
“

善于守拙 , 决不当 头 , 韬光养晦 ,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韬光养晦更多是
一种谨

抓住时机 , 有所作为
”

的战略方针 ,
其核心是慎意识 , 从全局来看 , 有所作为的成分必须增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

“

韬光养晦
”

是冷静 、 加 , 这是个趋 向 , 跟韬光养晦并不矛盾 。 王贵

谨慎 、 谦虚 , 长期埋头苦干 , 集中精力 干 中 国平在 《邓小平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国 际战

自 己的事情 , 在国际社会不当
“

头
”

；

“

有所作略思想的内涵及深远意义 》 中分析指 出 ,

“

韬光

为
”

则指不应妄 自菲薄 , 在 国际舞台上必须发养晦 , 有所作为
”

国 际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基于

挥应有的作用 。 随着新世纪 中 国 的发展 , 人们冷战结束后 国际 国 内形势的正确分析而作出 的

对这一外交 战略的争论也在增多 , 主要 围绕战略决断 ；
要坚持二者的辩证统

一

； 其 目 的是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战略思想的内涵与适用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 , 加快发展 自 己 ； 实现 中

性问题展开 , 即如何理解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华民族在新世纪 的伟大复兴 , 仍然需要长期坚

为
”

以及它是否适用于今天乃至未来的 中国外交 。 持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
⑥ 余丽分析了

“

韬

在我 国 ,

一些学者和诸多 民众对
“

韬光养光养晦
”

外交战略的思想 内涵 , 同时认为 中 国

晦 , 有所作为
”

持
一

种质疑和否定态度 , 认为应长期坚持这
一外交战略 , 因 为一方面我们面

它巳不符合我 国外交发展的现实 。 学者叶 自成对着西方敌对势力 的
“

西化
”

和
“

分化
”

, 另一

在 《关于销光养晦和有所作为 》 中指出 ,

“

韬光方面我们仍然是个发展中 国家 , 国力有限 , 我

养晦 、 有所作为
”

是邓小平针对特定历史环境们的中心仍是
一心一意搞建设 。

⑦ 王在邦认为要

提出来的 , 不能作为长期指导 中 国外交政策的根据国 际形势 的最新发展变化 , 创造性地坚持

战略思想 。 韬光养晦容易引起误解 , 最好不再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的根本国策 ,
必须针对

使用 。

② 邢悦等在 《

“

韬光养晦
”

战略再思考》业已出现的新情况 , 新矛盾与新问题 , 在思想

中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阐释了进入 2 1 世纪后 ,


以
“

韬光养晦
”

的外交战略作为构建国家形象① 朱威烈 ： 《关于
“

销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外交方略的思考》 ,

的战略基础有其局 限性 , 很可能对 中 国的 国 际《 国际观察 》 2 ｏｉｏ 年第 3 期 。

形象招致更多误解 , 因此必须超越
“

韬光养晦
” ② 《关于韬光养晦和有所作 为 》 , 《太平洋学报 》 2 0 0 2

才行 。

( 2 ) 在普通民众中 , 对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 ③ 脆、 张冀兵 ： 《

“

韬光养晦
”

战略再思考 》 , 《 国际观察 》

为
”

战略思想持反对和批评意见的人似乎居多 。2 0 0 6 年第 6 期 。

他们认为 , 中国外交过于
“

懦弱
”

, 缺乏大国风
④ ｍ

2 0 0 5 年第 5 期 。

范 , 与 目前中国的 国际地位很不相称 , 更应该 ⑤ 曲星 ： 《坚持
“

银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的外交战略 》 , 《 中国

强调有所作为 。人民大学学报》 2 0 0 1 年第 5 期 。

我国更多学者对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⑥ 王贵平 ： 《邓小平

“

■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国际战 略思想的

从＋从＋出 丨 丨 卞 八 ？ 山泣 立内涵及深远意义》 ’
《红旗文稿》 2 0 0 4 年第 1 4 期 。

持支持态度 , 从不 同角度分析 了 匕的 内涵 、 意
⑦ 余丽 ： 《试析邓小平

“

韬光养晦
”

的外交战略思想 》 , 《 郑州

义 、 创造性坚持并发展等问题 。 吴建 民认为 ,大学学报 》 1 9 9 7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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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2 0 1 5 年第 2 期

观念 、 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加大反思、 英国学者布赞认为 , 它是
“

对免于威胁 的追

调整与创新的力度 , 更加坚定地增强战略 自觉 , 求
”

, 显示
“

保卫国家和领土完整 , 反对敌对势

最大限度地保持政策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力的能力
”

,

“

安全的底线是生存
”

。
④ 新现实主

－

ｏ

？ 王辑思在 《 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与
“

韬光义认为 , 国家最终关心 的是安全 。 安全是各国

养晦 、 有所作为
”

的战 略思想 》 中分析论及 , 的
“

首要 目标
”

, 而且这也是国际体系
“

鼓励
”

坚持
“

韬光养晦
”

的战略思想 , 并不意味着墨各国去实现的 目标 , 因为只有在 自 身生存有保

守成规 。 只有准确把握中 国 在国 际事务中 的地障的基础上 , 各 国才会去追求安定 、 利润或实

位与
“

韬光养晦
”

战略思想 的关系 , 重新思考力等其他 目 标 。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 , 国家是最

其概念和提法 ,
与时俱进地发展

‘‘

韬光养晦
”

,
重要的安全涉指对象 , 国家安全为整个安全研

使其精神实质得以延续 , 才能实现中 国从人 口究范畴确定了
一

个关键性的概念。 在无政府状

大国 、 经济大国 、 政治大 国演进到 和谐大国 、 态的 国际体系中 ,
如何有效维护 国家安全则是

教育大国 、 科技大国 、 文化大国 的梦想 。

② 朱锋主权国家的核心命题 。 国家的存在而免受外来

认为应在
“

韬光养晦
”

与
“

有所作为
”

之间寻威胁是国 际社会主权国家面临的至关重要的规

求平衡。 蔡拓指 出 中 国在国际秩序转型过程 中范议题 。 国家要实现 自我生存 ,
必须维护 国家

要有所作为 。 除上述外 , 我 国 国际关系学者从主权而消除威胁 。 这种威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

多个角度 、 层面阐释了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一方面 , 政治单元的 内部合法性 , 主要是指意

战略思想的新发展 。识形态与其他定义 国家的基本观点的合法性 ；

西方政界与学界对我国
“

韬光养晦 , 有所另一方面 , 国家的外部
“

承认
”

, 即外部合法

作为
”

战略思想的诠释存在着误解 。

“

韬光养性 。 对于 国家来说 , 必然对其主权高度关注 ,

晦 , 有所作为
”
一直被西方 国家视为 中 国战略

一

般来说 , 对于一个国 家造成
“

存在性威胁
”

的
“

核心
, ,

, 这从美国 国防部发布的 《中 国军力的是那些最终触及主权的威胁 , 因为正是主权

报告 》 直接得以体现 。 2 0 0 2 年 《 中 国军力报告》定义了 国家之所以成为 国家 , 因此威胁国家存

中 , 将
“

韬光养晦
”

说成是 中 国
“

在 国 际上进在就是威胁主权存在 。

⑤ 所以 ’ 国家必须高度重

行战略欺骗的手段 。 近 1 0 年的美国 《中 国军力视国家主权 , 有效维护 国家安全 。 在 国家安全

报告 》 收录了邓小平有关
“

冷静观察 、 稳住阵 遭受一定威胁之时 , 必须采取措施坚定捍卫 。

脚 、 沉着应付 、 韬光养晦与善于守拙 、 决不当为捍卫国家安全 , 邓小平根据国 内 国际形

头
”

外交战略的完整表述 ；

“

韬光养晦
”

的表达 势提出了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的外交战略 。

方式；是
＂
ｈ

ｉ
ｄｅ ｏｕｒ ｃａｐａｃｉ

ｔ
ｉｅｓａｎｄ ｂ ｉｄｅｏｕｒｔ ｉｍｅ

＂

,如何理解 、 继承并发展这一外交战略思想对我

即
“

隐藏能力 , 等待时机
”

。 曾任叙利亚驻华大 国外交将产生深刻影响 。 韬光养晦是集中 自 身

使暨阿拉伯 国家使团团长的穆罕默德 ？ 海尔 ？力量 , 谋求 自 我发展 , 将 自 己的事情办好 , 其

瓦迪 , 在他的 《 中 国外交政策探视 》
一书 中 ,

实质是指中 国外交应奉行低调 、 谦虚和谨慎的

把
“

韬光养晦
”

译成
“

拖延 、 规避 、 以等待合


适的时机反扑
”

。

③
国外对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① 王在邦 ： 《论创造性坚持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 《现代国际

为 外交战略的误解兀全
Ｊ
曲 了我国和平外交

② 王辑思 ： 《 中国的 国际定位问题与
“

销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政策和战略方针的内涵和实质 , 给中 国外交造的战略思想 》 , 《 国际问题研究》 2 0 1 1 年第 2 期 。

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Ｂ向 。③ 转引 自朱威烈 ： 《关于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外交方略的

思考 》 , 《 国际展望》 2 0 1 0 年第 3 期 。

—

角
＂

Ｆ的④ 设＂ 7 Ｂｕｚａｎ , Ｎｅ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ｏｆＧｌ
ｏｂａｌＳｅｃｕ ｒｉｔ

ｙ
ｉｎｔｈｅ 2 1

ｓ ｔ

Ｃｅｎ ｔｕ ｒｙ , ｉｎＷ
ｉ
ｌ ｌ

ｉａｍ Ｏｌｓｏｎ ( ｅｄ．  ) ,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

有所作为 外交战略。ｆＩｎｔｅｒｎ 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 ａｔ ｉｏｎｓ , 1 9 9 4 , ｐ
．
 2 0 7 ．

⑤ 1 3 1 ］ 巴瑞
？

布赞 ： 《新安全论》 , 朱宁译 , 浙江人民出版社

安全是
一

个本质上存在众多争议的概念。 2 0 0 3 年版 , 第 2 0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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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扬 ： 论安全视角下的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外交战略


作风与原则 , 特别强调要抓住时机 , 发展 自 己 。 内问题 , 也揭示 了 中 国 领导人为什么形成 了

正如邓小平所说 ,

“

现在国 际舆论压我们 , 我们
“

保守的
”

外交政策 , 而不是挑衅它的邻居
——

泰然处之 , 不受他们挑动 。 但是 , 我们要好好他们是
“

向内 看的
”

。

④ 邓小平提出 的
“

韬光养

地把 自 己的事情办好
”

,

① “

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晦 , 有所作为
”

战略思想为 国家安全 、 尤其是

了 , 中 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
”

,

？“我们要利用机国家主权的有效维护提供了 思想指导和可靠保

遇 , 把 中 国发展起来 , 少管别人的事 , 也不怕证 。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的提出在 2 0 世纪

制裁
”

。

③ 韬光养晦更多是低调行事 , 发展 自 己 。 9 0 年代符合中 国外交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 中 国

有所作为是中国要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 际事务 , 在经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后逐渐认识到 ,

抓住有利时机 , 发挥建设性作用 。 有所作为是要确保国家安全 , 避免重蹈苏东剧变的覆辙 ,

根据 自 身能力大小有选择性地参与 国 际事务 , 必须低调行事 、 埋头苦干 、 集 中精力干好国 内

尤其是与我 国核心 利益相关的国 际事务 。 有所的事情 , 抓住和平与发展的大局 , 促进 自身的

作为也不是无所不为或大有作为 , 该不该为 , 发展。 韬光养晦并不意味着不加强 国 防建设 ,

完全取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能力 , 必须中国最终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 其中之一即是国

实事求是 , 量力而行 。 在国家安全方面 , 我们防现代化 , 韬光养晦有利于 国 防力量 的增强 ,

要提高 自身能力 , 保持威势 , 准备对付外敌的更有利于巩固国家安全 。 从这
一

意义上说 ,

“

韬
“

西化
”

与
“

分化
”

, 防患于未然 。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是为了 确保国家安全 , 而

韬光养晦是有所作为的前提和基础 , 有所作不是陷入西方国家所实施的和平演变之中 。 确

为是韬光养晦的 目标 。 只有坚持韬光养晦 , 不断保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的生存是第一位的战略

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 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在国际目标 , 也正是通过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战略

事务中的有所作为 ； 否则有所作为也只是
一句空的实施 ,

社会主义中国不仅确保了 自身的安全 ,

话而已 。 中国实行韬光养晦 , 其 目标是希望其 自而且 日益和平崛起 ,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 真正做

身在国际社会有所作为 。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到有所作为 , 也更进
一

步巩固了 国家安全 。 这一

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手段 , 国家安全是
“

韬光养晦 , 战略实施的直接后果是中国与主要大国建立了不

有所作为
”

外交战略的终极 目标 。 中国在国 际社同类型的伙伴关系 , 与周边国家的安全环境得以

会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更多地是确保其 自身改善 。 2 0 世纪 9 0 年代的中国外交在
“

韬光养晦 ,

的生存 、 安全 , 这是国家利益的核心所在 。 在这有所作为
”

战略思想的指导下 , 取得了丰硕的成

一过程中 , 韬光养晦是手段 ； 有所作为既是手果 , 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 , 提高了 自身国际地

段 , 即实现国家安全的手段 , 也是 目 的 , 是韬位和影响力 , 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 。

光养晦的 中级 目标 ； 国家安全是终极 目标 。 因后冷战时代以来 , 尤其是 2 1 世纪全球化的

此 ,
三者的关系可以用图表示为 ：深人发展和 国 际安全形势的逐渐变化 , 安全研

細与脚 ( 中费目标) (删标＞究领域被重新定义 。 安全概念的 内涵与外延明

ｍｍｍｍｍ—显增加 , 传统观点将国家作为安全问题的指涉

＿＾＿ｎ＜目辦
＿＿ｎ( 目的 ＞

＿对象 ,
而非传统观点则将安全问题的指涉对象

2 0 世纪 8 0 年代末 9 0 年代初 , 东欧发生剧扩展到了人类全体 (或是人民 ) 的范畴 。 诸如

变 , 苏联在动荡 中分崩离析 , 我 国在西方的和哥本哈根学派提出安全的指涉对象可 以是国家

平演变 中也出 现不稳定 因 素 , 基于这种纷繁复 ,

杂的国际国 内形势 , 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则是① 《邓小平文选 》 第 3 卷 , 人民出版社 1 9 9 3 年版 , 第 3 1 1
￣

．

当时中国面临的核心任务 。 西方世界对中 国的 3 1 2 页 。

威胁是要推翻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 ,
2 0 世纪 9 0 年② 《邓小平文选 》 第 3 卷 ’

人民出祖麗 年版 ’ 第 3 2 6 页
‘

。
．

、 山： ③ 《邓小平文选 》 第 3 卷 , 人民出版社 1 9 9 3 年版 , 第 3 5 8 页 。

代党和国家的生存是中 国安全忧虑的核心
、 内仓 。

④ Ｒｏｂｅｒｔ＆
Ｉ？。ｓｓ ,

＂

Ｂｅ ｉ
ｊ
ｉｎ
ｇ

ａ 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 ｔ ｉｖｅＰｏｗｅｒ ,

＇

＼Ｆｏｒｅ ｉ

ｇ
ｎ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支持 了 中国优先处理国Ａｆｆａ ｉｒｓ
, Ｖｏｌ

． 7 6
, Ｎｏ ． 2  (

Ｍａｒｃｈ ／Ａｐｒｉ
ｌ 1 9 9 7 ) , ｐ．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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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安全 ) 、 国家主权或者意识形态 ( 政治安和媒体报道对 国际形势和我国 国 际定位的判断

全 ) 、 国民经济 ( 经济安全 ) 、 集体共识 ( 社会也出现了过分乐观的偏 向 , 这是值得十分警惕

安全 ) 、 物种和栖息地 ( 环境安全 ) ,

？ 既包括了并须予以纠正的 。
③ 如果不坚持

“

韬光养晦 , 有

传统安全 , 也包含了 非传统安全。 安全概念的所作为
”

战略思想 , 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 只盲 目

扩展使国家之外的行为体都可 以参与到安全尤追求国际社会的权力扩张 , 就会丧失良好的发展

其是非传统安全事务当 中去 , 非政府组织 、 政机遇 , 将会影响到我国 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

党等都逐渐成为安全的主体 。 值得注意的是 , 因此 , 从安全的视角来看 , 今天的安全局势更困

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研究具有突出 的贡献 , 表扰我国外交的发展 , 要真正做到中 国外交的游刃

现在对安全研究议程的扩展 , 日 益关注非传统有余 , 更需要我们潜心发展 , 做好 自 己 的事情 ,

安全 ；
将注意力转移到把 国家视为指涉对象 , 继续奉行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的外交战略 。

以扩大对安全的理解 。 尤其是全球化 的今天 ,

＝

国际社会更关注人的安全 。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

1 9 9 4 年提出 的 《人类发展报告 》 指 出 , 人的安有所
ｆ
为 外交战略 旳

全被定义为七种不同安全类型的总和 , 即经济胃

安全 , 粮食安全 , 健康安全 , 环境安全 , 人身相对于 2 0 世纪 9 0 年代 , 现阶段我 国面临的
安全 ’ 共同体安全和■安全 。

② 总Ｚ , 安全ｍ 安全环境显得更为复杂 , 外交形势也显得更为严
念已经Ｍ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 1 ：交

峻。 当前 , 麵主要面临三个层次的安全问题 ：

织的发展态势 。

第
一

, 美国对我国的现实威胁以及由此带来的安
全球化的世界 ’ 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 、 传

全瞧 ；
第二 , 顺国家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 ,

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 、 国 内安全因 素 直接威胁我国安全发展 ； 第三 , 非传统安全的复
細际安

今
因素交错互动 , 中 国面临 的安全威

杂多变 , 造成我国安全环境的恶化 。 因此 ,
我 国

胁 日 益多元化 。 尤其是跨国性的非传统安全 Ｉ
句

仍需要在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外交战略指导
题给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带来巨大的冲击 ’Ｍ下不断发展 自身 , 谋求良好的安全发展环境 。

ｎ 我们＿着层中美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 中的核心问题与难
出不穷的安旬句题 , 其形势 日 益严峻 。 在传统 题 。 今天 , 我们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 , 仍然
安全方面 , 领土领海争端的尖锐化 、 海上军事 需要把握好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 如果不看中
冲突的威胁 、 周边国家的核武装和核扩散问题 。

美关系 , 中国已经抛弃韬光养晦了 , 但是看看对
在非传统安全方面 , 国 际恐怖主义 、 生态环境

類的态度 ,
恐怕不能这样说 , 中国对美国更多

安全 、 食品安全、 疾病的传播 、 海外公民与企
是态度强硬 , 行动较少 。 所以 , 崛起的 中国对美

业的安全等 。 今 天的安全形势变得更为复杂 ’

ｇ更加重视 。
④
中国的安全政策是寻求保护 自身

我国面临更为紧迫的安全压力和 国际国 内安 4酬家核心利益 , 即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 ,

环境 。

一味地追求
“

有所作为
”

而放弃
“

韬光
＿

”

, 对我国应付各种安全挑战是极为不利
① Ｂ＿

, Ｒ ｔ
Ｗａｖｅｒ

ｉ 0 ？
,

ａｎｄ ｄｅ邊 , ： (細 ) ,
ｗ

的 。 真正理解我国 当前面临的安全挑战 , 才能 ｒｉｔｙ：ＡＮｅｗ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ＬｙｎｎｅＲｉ ｅｎｎｅｒ
,

真正懂得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战略思想对Ｂｏ ｕ
ｌ
ｄｅｒ

, ＣＯ．
；ａｎｄ Ｗａｖｅｒ

, Ｏ． ( 1 9 9 5 ) ,
＂

Ｓｅｃｕｒ ｉｔｉｚａｔ ｉｏｎ

当代中国外交的适用性与现实可行性 。 在 国 际
ａｎｄＤｅｓｅ ｃｕｒｉｔｉｚａ ｔ ｉｗＡｉｎ Ｒ．Ｄ

．Ｌｉ

ｐ
ｓｃｈｕｔｚ ( ｅｄ

．

) , ＯｎＳｅｃｕｒ－

ｉ
ｔｙ．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 ｉａ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 ｓ

, ｐｐ
．
 2 2
—

2 3 ．

挑战增力卩而不是减少的情况下 , 作为
一种战略 ② ＵＮＤＰ

,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ｔＲｅ

ｐ
ｏｒｔ ,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

思想 ,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仍然具有很强 的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 ｅｓｓ ,  1 9 9 4 , ｐ ．  2 3 ．

现实意义 , 必须坚持而不能放弃 , 并且需要在 ③ 王辑思 ？

？ 《中国 的国际定位问题与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収杜 士丈邮决儿 卞拉也 雄 Ｈ 甘眇 ＊ 山介科的战略思想 》 ’ 〈個际问题研究 》 2 0 1 1 年第 2 期 。

里持中不断伏；化 。 近年来 , 我 ＠某二人士在对 ④ 张默宁 ： 《对韬光养 晦要具体分析》 , 《南风窗 》 2 0 1 0 年第

外交往中流露出 一种虚骄之气 ,

一些研究成果 2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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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扬 ： 论安全视角下的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外交战略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
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同盟的军事义务来制衡中 国 。 中 韩关系 的结构

展。 在美国的安全议题 中 , 由于 中 国是华盛顿性问题 , 决定了中韩关系的发展不会
一帆风顺 ,

的首要对手和潜在的
“

战略竞争者
”

, 因而成为过去是天安舰事件 、 延坪岛炮击事件 、 渔业冲

美国的主要 目标 。 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突问题 , 现在是
“

脱北者
”

问题 、 苏岩礁争端 ,

国 的
“

西化
”

、

“

分化
”

和
“

弱化
”

战略
一

直没将来还会出 现新的 问题 。 中 国 与东南亚国家经

发生改变 , 日 益兴起的 中 国 面对美 国等西方国贸关系呈现相对良好的发展态势 , 但政治军事

家的外交压力 , 并不是企图改变以美国 为首的关系却癒磁碰碰 。 围绕南海争端 , 中 国 与菲律

西方中心地位 , 而是在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宾 、 越南 、 印尼等 国展开 了激烈的争夺 。 尤其

战略的指导下加强与它们的合作 。

“

今 日美国 的是 2 0 1 2 年以来 , 中菲围绕黄岩岛发生严重的相

超强权力在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 的 。 没有其互对峙状态 。 同时 , 随着印度 、 越南等国家实

他哪个国家以此能力享有如此强大优势 。 我们力地位的上升 , 中 印 、 中越之间的矛盾和竞争

生活在一个真正的单极世界里 , 在可预见的将日益凸显 。 中 国奉行
“

睦邻 、 安邻 、 富邻
”

的

来不会出现真正的对手
”

。

？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周边外交政策 , 是对我国周边外交政策的概括

手 , 中国无意与美国相互抗衡 , 并不是现行国际与总结 , 进一步丰 富了我 国 睦邻外交政策的 内

体系的
“

修正主义者
”

, 在某种程度上 , 中国 旨在涵 。 要有效缓解和消 除周边国家的对我 国 的不

实现与美国更多的安全合作关系 。 面对美国提出安全因素 , 我们需要继承和不断发展
“

韬光养

《 中国军力报告》 所阐释的
“

韬光养晦
”

是
“

战略晦 , 有所作为
”

外交战略 , 加强战略互信而不

性欺骗
”

, 中国外交部门多次阐明 自身立场 , 中 国是欺骗 。 我们实施的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的战略意图就是 4 个字 ： 和平发展 , 即对内求和战略不是谋求地区霸权的领导地位 , 而是 以周

谐 、 求发展 , 对外求和平 、 求合作 , 表明 中 国的边安全环境作为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地缘战略

和平发展绝不会对世界构成任何威胁 , 也不会对依托 , 积极主动推进周边区域安全 、 稳定与发

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构成挑战 , 相反 , 却是展 。

一方面我们要不断遵循谦虚谨慎的外交风

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 目前有
一种舆论 , 过格 , 促进综合 国力 的增强 , 另一方面 , 随着 自

分强调
“

有所作为
”

, 甚至热衷于搞什么
＂

中美共身实力 的不断强大 , 我们也较以往更有能力 ｆｎ

治
”

(所谓⑵ ) 。 这完全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历史逻有条件在周边做更多投入 , 让中国的发展惠发

辑与战略意图 , 美国也不会真正让中国做它平等整个周边国家 , 争取有更大作为 。 中 国 的周边

的小伙伴 , 所以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实际 。 因此 ,
存在不安全因 素 , 唯有不断发展

“

韬光养晦 ,

中 国应明确 自 身的 国际定位和角色 , 在对美外交有所作为
”

外交战略 , 才能消除战略疑虑 , 加

中 , 继续奉行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的外交战强互信机制 的建设 , 促进地区安全合作 。 在发

略 , 谦虚谨慎 , 发展 自身 ,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
展周边外交的同 时 ,

也可以通过继续发展与美

加强与美国的国际合作 。国和欧洲的关系找到更多 的突破 , 带动与周边

中 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直接关系到我 国周关系的改善 , 经营一种大的战略关系 。 我们要推

边环境的安全与稳定 。 当前我国周边安全存在 进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 , 与大部分周边国家保

一

系列不稳定因 素 , 诸如领土领海争端 、 宗教 持良好关系 , 与一部分国家进行安全合作或者提

矛盾 、 核危机等 。 甚至 ,

一些别有用心者大肆供安ｉ保护 。
②

宣扬
“

中 国威胁论
”

,

“

韬光养晦
”

是
“

战略欺非传统安全是后冷战时代以来困扰我 国安

骗
”

, 加剧 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猜疑 。 中 日

结构性矛盾长期 以来难以获得解决 , 中 日历史①ＪｏｈｎＧ．Ｉｋｅｎｂｅ ｒｒｙ ,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Ｕｎｒｉｖａｌ ｅｄ ：Ｔｈ ｅＦｕｔｕ ｒｅｏｆＢａ
ｌ

－

遗留 问题 、 日 本首相参拜靖国 神社 、 中 日 领海
ａｎｃ ｅｏｆＰｇｗｃｔ , Ｉ

ｔ
ｈ ａｃａ ：Ｃｏ ｒｎｅｌ ｌＵｎｉ ｖｅ 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 2 0 0 2

,

争端等一直困扰中 日关系的发展 。 伴随着 日 本
② 杨春 ： 《推进周边外交 ： 不改销光养晦 , 加强有所作为 》 ,

曰益走 向
“

正常化国家
”

,
日本通过提高对美 日《南方 日报》 2 0 1 4 年 1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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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发展的重要因 素 。 全球化使得货物 、 服务 、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外交战略在现阶段强调谦

人员 、 资金和信息等跨越了 国界 , 各 国间的相虚谨慎 , 尤其是在对中小国家 , 中 国需要宽容与

互依存 日 益强化 , 整个世界形成了所谓的
“

地大度 ； 对待西方国家 , 中 国更需要坚定捍卫国家

球村
”

格局 ,

“

美国利益正在和菲律宾森林破核心利益 ,
以积极 自信的态度塑造良好的国际形

坏 、 中东水资源贫乏 、 萨尔瓦多土质退化 、 墨象 。 在销光养晦方面 , 中国需要寻求有更大作为 ,

西哥人口激增联系在
一

起
”

。

①全球化的发展催生在安全领域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

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 , 诸如 国 际恐怖主义 、 跨在疾病控制 、 生态治理 、 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上 ,

国犯罪 、 生态环境恶化 、 传染性疾病 、 非法移中国积极开展多层次的安全对话 、 交流与合作 ,

民等等 。 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使我 国面临着严重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 , 减少战略疑虑与误判 。 因

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相此 , 要应对我国非传统安全的挑战 , 必须继续奉

互交织促使我国安全环境恶化 ,
因此 , 中 国必须行

“

销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外交战略 , 坚持贯彻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 缓解
“

互信 、 互利 、 平等 、 协作
”

的新型安全观 , 在国

我国安全环境的困境 。 面对诸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际事务中积极作为 , 促进全球性问题的善治 。

题 , 中国只能在
“

韬光养晦 , 有所作为
”

外交战

略的指导下 ,
以 自身的发展和力量推进世界的和本文作者 ： 西 南 大学政治 与 公共管理 学 院

平与发展。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要不断发挥负责任政治 系讲师 , 博士 , 马 克 思主 义理论流

大国的作用 , 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 。动站博士后

在全球化过程中 , 我们一方面强调韬光养晦 , 牢责任编辑 ： 周 勤勤

牢抓住战略机遇期 , 不断发展 自身 ； 另一方面 ,



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地强调有所作为 , 在国际

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 做出积极贡献 , 以更加开①Ｎｏｒｍａｎ Ｍ
ｙｅ ｒ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Ｓｅ ｃｕｒｉｔ

ｙ
, Ｆｏｒｅ ｉ

ｇ
ｎＰｏｌｉ ｃ

ｙ
,

放的心态参与Ｍ治理 , 促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
Ｓ
ｐ
ｒ ｉｎ

ｇ 1 9 8 9
’Ｐ．  2 3 ．

Ａｎａｌ
ｙ
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

Ｋｅｅｐ ｉｎｇａＬｏｗＰｒｏｆｉｌｅ ,

ａｎｄＤｏｉｎｇ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

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ｄ ｉｐ ｌｏｍａｔ ｉｃｓ ｔｒａｔｅｇｙｏ
ｆ

＂

ｋｅｅｐｉｎｇａ ｌｏｗｐｒｏｆｉ ｌｅ
, ａｎｄｄｏ ｉ

ｎｇｓｏｍｅｔｈ ｉｎｇ

”
ｈａｓａ

ｄｅｅｐ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
ｂｙ

ｗｈ ｉｃｈＣｈ ｉｎａｄｅａｌ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ｅｓ ｔｅｒｎ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
, ｓａｆｅ

？

ｇｕａｒｄｓ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ｅｋｓｉｔｓｏｗｎ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 ｅｃｕｒ

ｉ
ｔｙ

＇

ｓ

ｃｏｎｃｅｐ ｔ
,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ｗｅａｖ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ａｄｉｔ 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ｏｎ
－

ｔｒａｄｉｔ 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ｍｐ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 ｉ
ｎａ

＇

ｓ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ｓ ｉｔｕａｔ ｉｏｎ
, Ｃｈ ｉ

ｎａｓｈｏｕｌｄｓ ｔ ｉｌ ｌａｄｈｅｒｅｔｏｔｈｅｓｔｒａ ｔｅｇｙｏ
ｆ

“

ｋｅｅｐ ｉｎｇａ ｌｏｗ
ｐ ｒｏｆｉｌ ｅ

,ａｎｄｄｏ ｉｎｇｓｏｍｅｔｈ ｉｎｇ
, ,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ｉｓｆａｃ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ｓｅｃｕｒ ｉ 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ｓ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ｆｉｅ ｌｄ． Ｆｉｒｓ ｔ ｌ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ｓ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ａｂｏｕ ｔｒｅａ ｌ ｔｈｒｅａｔｓａｎ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 ｔｉｎｇ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

ｌｅｍｍａ ｉｎ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
ｙ

．Ｓｅｃｏｎｄｌ
ｙ ,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

ｙ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ｏｕｒ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ｍａｙ ｌｅａｄｔｏｄｉｒｅｃｔｔｈｒｅａｔｓｔｏｏｕｒ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 ｉｒｄｌｙ ,ｔｈｅｄｅｅ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ｎｏｎ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ｍａｙｒｅｓｕ ｌｔｉｎ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
ｉ
ｏ 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ｏｒｄｅｒ ｔｏ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ｃｔ

ｉ
ｖｅ ｌｙ

ｔｏａ ｌｌ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ａｔｓ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ｅｔｈｅ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

ｄｉ
ｌｅｍｍａ

,
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ｔｏｋｅｅｐａｄｏｐ ｔｉｎｇｔｈｅｄ ｉｐ
？

ｌｏｍａｔ 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
ｋｅｅｐ ｉｎｇａｌｏｗｐｒｏ ｆｉ ｌｅ

,
ａｎｄｄｏｉｎｇ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ｒａｄｉｔ ｉｏｎａ ｌｓ ｅｃｕｒｉ
ｔ
ｙ ；ｎｏｎ

－

ｔｒａｄｉｔ ｉｏｎａｌｓ ｅｃｕｒ ｉ
ｔ
ｙ ；

“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ａｌｏｗ

ｐｒｏｆｉ ｌｅ , ａｎｄｄｏ
ｉｎｇ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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