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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关系多元发展，国际格局深度调整，“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

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敏锐洞察全

球化进程新常态，科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锐意进取，深化改革。在国内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

略布局，在国际作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三年多来，习近平主席秉持正确义利观，

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外交耀眼亮丽，精

彩纷呈。对话解决分歧开启范例，新型大国关系创新推进，一带一路蓝图扬帆起航。中国外交的新思

维、新理念、新举措，在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影响日益扩大。

2016年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迅疾、大胆、出人意料地踏上了复杂敏感的中东大地。于1月19日
至23日，成功访问了沙特、埃及、伊朗，并在访问阿盟总部时发表了重要演讲。习近平主席为和平而

协商，为发展而奔波。其新年首场重大外交行动，受到访问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习近平主席的中东之行，再次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的外交原则，消解了利己主义的偏

见，排除了阴谋论的雾霾。再一次显示了中国外交的高度、境界和远见，再一次展示了习式外交从容

淡定、坦荡大度的独特风采。

习近平主席秉持正确义利观外交实践研究

——以 2016 年首访中东三国为例

柳 宏

内容提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积极运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和力量，秉持正确义利观，不

断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2016年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了中东三国，创新回答了中东之问，清晰昭

示了中国义利观，有效扩大了“一带一路”朋友圈。习近平主席的中东之行，为中东和平与发展注入正能量，

为国际社会奉献中国智慧，对国际关系多元发展、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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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宏，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225009

[1]《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新华网，2011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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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习近平主席秉持正确义利观，自觉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活化创新于当前全球治理和外交实践。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或政治家，思考设计民族未来时，常常在“告诸往而知来”的视域中系统思考，

整合调融，从而绘制民族发展的蓝图。因为传统无法绕开，也不可简单抛弃。传统是连接未来的一个

点，由此能够获得开向未来的启示。传统与现实，既体现承前启后的联系，又体现新陈纠葛的张力。

理解传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实，开创未来。

正确义利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中。如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

行，多怨。”“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孔子无论是直接言利还是间接言利，均体现出孔子

重义轻利之倾向。且孔子言利“求富”自有尺度和原则。如“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见利思义，见危

授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反对将“利”与“义”割裂开来，强调一切之利皆欲“义之与

比”，皆要符合道义。孔子明确区分出生活中存在义与不义两种利益，人对义有“可求”与“不可求”两

种态度，人获利有正当与不正当两种手段。孔子提出以正确的态度和方式认识利益和获取利益，强调

以正当合义的行为来获得富贵、摆脱贫贱。

习近平主席善于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活化创新于当代社会发展，深深认识到要解决当代人类面

临的许多突出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

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

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1]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国际关系中积极运用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倡导合作共赢的

义利观，强调各国要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抛弃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思维。习近平访问

韩国时说：“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发展开放型经济体系，全方

位加强和拓展同亚洲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2]在博鳌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将毫

不动摇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秉持正确义

利观，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始终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

量。”[3]习近平主席坚持正确义利观的外交理念贯穿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如在中美大国关系中，中国

一直强调“太平洋足够大，足以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4]，始终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在周边合作

中,中国坚持“亲、诚、惠、容”[5]的外交政策，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

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提出“真、实、亲、诚”[6]的合作原则，致力于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发展中国家人

民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真诚希望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更快一些”，“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1]《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9月24日。

[2]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重要演讲》，〔北京〕《人民日报》

2014年7月5日。

[3]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北京〕《人民日

报》2015年3月29日。

[4]《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强调从六个重点方向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

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到实处》，〔北京〕《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3日。

[5]《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

边国家》，〔北京〕《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6]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中非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北京〕《人民日报》2013
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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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1]。习近平主席的“三不政策”，掷

地有声，铿锵有力，寓意丰富。既警示国际社会，在中东寻找代理人，谋求势力范围，只能加剧中东地

区的动荡。也告知域外大国，中国无意在中东埋暗桩，建后院，无意争夺地盘。

习近平主席中东之行，充分展示了国际社会必须秉持正确义利观，中东之问才有中东之解，中东

地区才能实现和平与繁荣，中东人民才能享受安宁与尊严。

二

习近平主席秉持正确义利观，不仅仅是一种外交思维或外交之道，还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

等顶层设计和宏观布局，将正确义利观化作具体措施和行动步骤，有效扩大了合作共赢朋友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敏锐洞察全球化进程格局，主动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中国安全

与世界安全、中国人民的幸福梦想与世界人民的幸福梦想对接融合。强调“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摒

弃过时的零和思维，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

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2]在国际关系中必须倡导合作发展理念，践行正确义利

观。主张“君子义以为质”，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做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才

能立足全局、放眼长远，真正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信任。

习近平主席积极探索将正确义利观化作具体的外交行动和可行的推进措施。2013年9月，习近

平访问中亚四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3]。2013年10月，习近平访问印尼和马来西亚，提出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4]。为将这一宏伟蓝图付诸实施，化作行动，习近平主席出访20次，累

计138天，行程近40万公里，足迹遍布各大洲。“一带一路”进展显著，成果丰硕。

中俄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中蒙商定对接“丝绸

之路”与“草原之路”，中俄蒙就建设三国经济走廊达成重要共识，并签署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

中韩决定推进四项发展战略对接，中越加紧磋商“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中新探讨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开拓第三方市场。中巴经济走廊项目陆续开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四方联合工作组工作初

见成效。中英开创“黄金十年”，探讨“一带一路”和“英格兰北部经济中心”对接。中国同欧盟决定对

接“一带一路”和欧洲“容克投资计划”。“一带一路”的孪生兄弟“亚投行”出人意外地吸纳了57个创始

成员国，于2016年1月16日顺利开业，为一带一路的务实推进提供庞大资金和物质基础。习近平正

确义利观的外交实践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接受和信赖，中国步伐锐不可当，中国方案广泛认同，中

国朋友圈越来越广。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5]。习近平访问中东，

就是要进一步昭示中国正确义利观，扩大中东朋友圈，共同奏响“一带一路”新乐章。中东是一带一路

朋友圈的天然伙伴。两千多年前，古丝绸之路穿越广袤大陆，把中国和中东人民联结成血脉相连的命

运共同体。两千多年后，双方都肩负着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共同使命，更需众志成城，精诚合

[1]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1月22日。

[2]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重要演讲》，〔北京〕《人民日报》

2014年7月5日。

[3]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弘扬人民友谊，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北京〕

《人民日报》2013年9月8日。

[4]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北京〕《人民日报》2013年10月4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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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习近平主席所访3国处于“一带一路”西端交汇地带，且是通向非洲和欧洲的支点，历史、地理渊

源和现实发展图景决定了3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关系。习近平主席此访的一个“重头戏”，

便是与地区领导人共话“一带一路”大业，对接各自发展战略，实现协同发展和联动增长。3国分别表

示，全力支持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愿成为“一带一路”通往非洲和欧洲的支点。访问期间中

方与3国分别签署了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中沙还签署了加强“网上丝绸之路”建设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中沙共签署14项合作文件，中埃共签署21项合作文件，中伊共签署17项合

作文件。其合作领域上天入海，连接东西，涵盖经贸、能源、金融、通信、航天、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创

新推进了务实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习近平主席秉持正确义利观的中东之行，有利于促进地区稳定发展。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的

交往，要先义后利，以义为重，不能利益至上，更不能暗藏谋求霸权的打算。要相互尊重，心平气和，包

容开明，不能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任性跋扈。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

的行动理念，矢志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

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中国倡导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彼此要多

拆墙、少筑墙。习近平主席表示，面对煽动文明冲突的各种杂音，我们有必要通过中华文明和伊斯兰

文明这两大传统文明的交流对话，传播重和平、尚和谐、去极端、求真知的理念，特别是要共同抵制宗

教极端思想，反对把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宗教、教派挂钩[1]。倡导包容互鉴，共同挖掘民族文化传统

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契合点。为此，习近平主席建议：组织100名宗教界知名人士互访，加

强中阿网络安全合作，切断暴力恐怖音视频网络传播渠道，共同参与制定网络空间国际反恐公约。

习近平主席中东之行高度展示秉持正确义利观的诚意和决心。秉持正确义利观不能纸上谈兵，

空口白说，尤其是在当前的中东地区，尤其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必须承担大国责任义

务，拿出真金白银的实际行动。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决定向巴方提供5000万元人民币

无偿援助，并将为巴勒斯坦太阳能电站建设项目提供支持。”“中方今年将再向叙利亚、约旦、黎巴嫩、

利比亚、也门人民提供2.3亿元人民币人道主义援助。”“提供3亿美元援助用于执法合作、警察培训等

项目，帮助地区国家加强维护稳定能力建设。”为促进中东工业化进程，联合阿拉伯国家，共同实施产

能对接行动，中国“设立150亿美元的中东工业化专项贷款，用于同地区国家开展的产能合作、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同时向中东国家提供100亿美元商业性贷款，支持开展产能合作；提供100亿美元优惠性

质贷款，并提高优惠贷款优惠度；同阿联酋、卡塔尔设立共计200亿美元共同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中东

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高端制造业等。”[2]习近平以真诚的情感、坚定的信念、实在的举措，亲自践行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结合起来，增进了彼此互信

和互利合作，一带一路朋友圈网络越编越密，愈织愈广。

习近平主席中东之行，生动地告诉人们：只有秉持正确义利观，才能将朋友圈做大，才能将朋友圈

做久，才能使朋友圈之间达到“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的境界。

三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命运共同体”新概念，首见于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

[1]《共叙友好共话合作共谋发展——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埃及、伊朗和阿盟总部成果丰硕意义重大》，〔北京〕《人

民日报》2016年1月25日。

[2]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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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强调[1]。迄今为止，习近平在不同场合谈“命运共同体”，已不下百次。这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

形态的“全球观”，为国际社会提交了一份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结合当前世界形势设计人类进程的中国智慧。习近平主席秉持正确义利观的外交实践正

是命运共同体中国方略的推进举措和行动安排。中国方略和中国行动正不断深入人心，国际社会的

影响日益广泛。2015年 3月 28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各国体量有大

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涉

及大家的事情要由各国共同商量来办。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

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2]

正是在“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指导下，中国外交遵循“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正确义利观，才能够跨越与埃及、伊朗和沙特巨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鸿沟，才能够使古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间奏响双边合作的新乐章，才能够受到中东人民的广泛赞扬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评

价。彭博社报道称，“在世界最动荡地区之一的中东，习近平完成了一次旨在提振中国在该地区外交

影响力的行程”[3]。《南华早报》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中东之行由于该地域目前的紧张局势而具

有历史意义。伊朗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叙利亚未来、对抗恐怖主义等一系列议题都会受到此次出访的

影响”[4]。法新社则刊文称，“习近平发出了推动政治解决中东危机的明确信号”[5]。

习近平主席从中国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国的视域下，站在全球化进程大势中审视中东现实，从中

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活化创新于当代外交实践和全球治理，回答了中东之问，这是闪耀着中国哲

学智慧的新颖答案，也是历史经验与现实教训的深刻总结。习近平主席在阿盟总部演讲时指出：“中

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和平的根源性问题。”强调“只有

让青年人在发展中获得生活的尊严，在他们的心中，希望才能跑赢失望，才会自觉拒绝暴力，远离极端

思潮和恐怖主义”。呼吁“恐怖主义不分国界，也没有好坏之分，反恐不能搞双重标准”[6]。这些精辟阐

述依然在中东大地回荡，在国际社会飘扬，值得国际社会反复咀嚼、认真思考。

习近平主席的中东之行，充分说明了在国际关系多极化、国际格局深度调整的时代，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力量不断壮大的今天，国际秩序正在朝着更加有序、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国际事务必须大家

商量着办才更加可行和更加有效。国际社会只有秉持正确义利观，倡导真诚惠容、平等互利，对话协

商、合作共赢，世界才更加美好、安宁。习近平主席的中东之行，充分诠释了一种没有制度模式的强行

推销，没有唯我独尊的颐指气使，只有平等交流、互利合作、心灵契合的中国声音、中国方案、中国故事

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习近平主席的中东之行是一次为中东和平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正能量的访问，必将是一次对国

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的访问。习近平主席秉持正确义利观的外交实践，必将为建设合作

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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