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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逐步发展起来，一种以“国强必霸”为

代表的论调在国际上不断泛起。这种论调认为，当

一个国家强大之后，其各种诉求也必然随之增多，并

通过对外行使霸权来获取超额利益。这个逻辑可以

解释一些西方大国的行径，但发展起来的中国是否

会走这些西方国家“国强必霸”的老路？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宣

告：我们“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

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

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

一、中国不走西方国家“国强必霸”的老路

中国绝不走西方国家“国强必霸”的老路，可以

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历史经历及现实中的各种

主客观因素中去寻找答案。

从文化因素上看，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延续性、

包容性、开放性，中国自古以来就秉持“以和为贵”

“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中华民族

一直以来就在坚持对外交往通商，而不是侵略扩张。

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开通了丝绸之路，推动东西

方文明平等交流，互利合作；600多年前，郑和率领

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 7次远航太平洋和印度

洋，足迹远达非洲，但未伤一国民众、未占一寸土地，

却与沿途各国进行了友好交往并互赠礼物，留下了

许多和谐共处的佳话。

从历史上看，中国曾深受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

的伤害。从1840年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开始，中

国被迫与西方国家签署了多个不平等条约，割让了

大量土地，对外赔款动辄以亿两白银计算，还被迫割

让了超过 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二战中日本侵略

者铁蹄的蹂躏使中国遭受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员

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又被西方国家制裁封锁了 20多

年。这种历史经历在中国人的心里留下了无法磨灭

的深刻印记，使得中国人民历来同情受剥削受压迫

的国际民众，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自己的生活比较困

苦时期到发展起来以后，一直尽力支持援助其他贫

困落后地区，在国际社会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秩序。

天安门城楼上“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就反

映出中国政府和民众坚定反霸的心声。

从现实来看，当前的国际政治文化已经发生深

刻变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凭借实力肆无忌惮为

所欲为，像 19世纪、20世纪那样依靠实力肆意侵占

他国领土、攫取资源、敲诈赔款的事件已经无法重

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财富分配与科技

进步逐步变得扁平化，大量中等收入国家涌现，其参

与国际治理的热情也逐步高涨，这一现实使得强国

行使霸权的空间受到压缩。随着国际经贸体系的延

伸，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到国际体系中，每个国家都

逐步成为一张网状结构上的不同节点，与其他国家

产生的利益交织也愈发广泛。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快

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巨大提升，但是了解中国的人

都很清楚，中国的发展并不平衡，发展与环境保护的

矛盾还十分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切实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尽快化解国内

各层面积存的社会矛盾，是当前的要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持倡导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理念，坚持贯彻

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坚持亲诚惠

容周边外交理念，在国际市场上大力维护自由贸易

体制，争取建立更广泛的朋友圈。中国同绝大多数

陆上邻国和平解决了边界问题，本着平等互利、友

好协商的态度与海上邻国共同应对海上划界问题；

中国积极倡导与其他大国建立以“不冲突不对抗、

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已成

“国强必霸”不是中国的选择
◎ 刘卫东 范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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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

家，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中国从不干

涉其他国家内政，更没有夺取其他国家一寸土地。中

国还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在 1997 年亚洲金

融危机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

用，并始终欢迎其他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可以

说，咄咄逼人从来不是中国的传统，国强必霸从来不

是我们的选择。中国必将走向强大，当然要坚定维

权，但不会谋求霸权。中国崇尚独立自主，但不会独

断专行。中国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会根据事情本

身的是非曲直作出公正的判断，都将坚持在国际法框

架下依法行事。

二、称霸与否和国力并无必然联系

一些西方政治学者认为，一旦某些国家走在前面

并脱颖而出后，就会产生利用其政治、军事或经济实

力，向相对落后地区施加影响并从中牟利，或者与其

他强国争夺主导权的冲动，这一链条的延伸自然而

然，概莫能外。

从西方历史经验来看，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

义国家都曾通过殖民掠夺积累原始资本，走的都是

“国强必霸”的路子。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先

后依靠其实力增长和财富积累踏上了争夺霸权的道

路；随后英国用武力占领并统治了地球表面约 1/5的

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依靠史无前例、绝尘

于世的工业实力、金融实力和军事实力，将自己的触

角伸到了全球各个角落，组建同盟、渗透入侵、颠覆异

己、封锁遏制、干涉内政、扶植傀儡，不断以各类违背

国际公约和道义规范的单边主义行动来干涉他国内

政，扩张自己的势力。在少数西方国家尤其是奉行霸

权主义的国家眼里，这一切的发生是自然而然的，因

此他们也会想当然的认为，其他国家强大之后，必然

也会像其一样选择争霸。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试图阻

止其他国家的发展对其带来的冲击，甚至连正常的公

平竞争都难以接受。他们不断利用自己掌握的国际

话语权，制造各种以己度人、似是而非的论调，对这些

快速发展的国家发起舆论攻势，大肆渲染、描绘甚至

想象其可能带来的各种挑战及可怕后果，其根本目的

是试图激发起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的警觉和担心，从

而与之一道共同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进而维护自己

的霸主地位。

但是，从理论上说，称霸与否和国力并无必然联

系，而是取决于很多诸如文化传统、社会形态、政府追

求、民间思潮、国际格局之类的个性化因素。相对而

言，如果一个国家崇尚武力，热衷于通过对外征讨占

领土地；或激化的国内冲突难以通过内部改革而化

解，转而诉诸对外动武来转移矛盾；或某届政府“攘

外”信念坚定、执着于对外扩张；或国内狂热的民族主

义情绪失去制约从而转化为对外干涉的动力；或国际

体系松散缺乏约束力；或某些国家的邻国羸弱动荡从

而刺激这些国家出手取利等等，这些因素容易成为某

些国家选择对外称霸的促进力量。相反，如果一个国

家很强大，确实具备了称霸的硬件条件，但如上述的

软件条件不具备，这个国家也不一定会称霸。当然，

国家实力始终是称霸最基本的制约因素。

从一些国家的历史看，称霸与否和国力的强弱同

样没有相关性。例如，在中国历史上，明代以前，中国

长时间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中国历代王朝几

乎都未表现出对追求霸权的兴趣。但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时，当时国力水平只及美国 1/10的日本，却选择

去攻击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阵营，占领了半个中国

后，又偷袭珍珠港，进占东南亚，摧毁了英国的太平洋

舰队和法国的殖民地，一时间还几乎控制了整个西太

平洋，气焰极其嚣张，但最终难免覆灭的命运。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是复杂的、曲折的、多变的，

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发展道路模式，一个国家的选择

并不一定会为其他国家所沿袭，这已经为诸多事例所

证实。只有坚持学习历史经验、积极汲取历史教训，

才能不再重犯历史错误，也才能变得更为理性包容。

身为霸权主义的主要受害者，中国深知称霸将是一条

死路，将会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努力维护

公平正义的国际环境，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

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

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

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中国“国强必霸”论可以休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共北

京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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