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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和平发展战略的逻辑探析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祁由强 

（海军勤务学院  天津  300450） 

摘要：习近平关于和平发展战略的逻辑内涵丰富、意义深远。要深刻领会“修昔底德陷阱”的重大抉择，剖析顺应时代发展大
势的战略举措，准确理解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要义，坚持底线思维原则，打破国强必霸历史魔咒，提高各国利益汇合基点。在目标
上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体指向，在理念上以建设“世界大同”为文化基础，在方法上以坚持“合作共赢”为主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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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势所趋：深刻领会和平发展道路的重大抉择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的战略举措。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
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国际局势风起云涌，复杂多变，但多变
中有不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仍然没有改变。处于深刻变
化中的国际局势为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时代机遇。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作为我们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作出的重大
抉择，对于维护我国根本利益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契合我国历史国情的内在要求。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和平发展道路一直是一以贯之坚持的长远道路。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大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具体国情，使当代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如今，我国正处于十九大到二十大
这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实现我们的奋斗
目标，需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更需要有和平的发展战略。作
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国家战略，和平发展道路对我国和世界而言，
都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雄伟谋略。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选择。“修
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关于雅典和斯巴达
之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论述，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
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
争变得不可避免。但事实上，中国不是雅典，美国也不是斯巴
达。正如习主席所言，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
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
在战略互信的基础上，宽阔的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和平
共处。 

二、顺势而为：准确理解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要义 
立足和平发展共识，打破国强必霸历史魔咒。正如习主席

所言，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
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国强必霸
追求的是容不下别人的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奉行的是“彼之
所得，必为我之所失”的狭隘利益观。中国追求的是共存共荣、
合作共赢的“常和博弈”模式，奉行的是“彼之所得，亦为我
之所得”的长远利益观，不只立足于把利益的“蛋糕”分好，
更着眼于把利益的“蛋糕”做大，以谋得各国的长远和平发展。 

着眼互利合作理念，提高各国利益汇合基点。中国走和平
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惠及各国的
实际举措。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着眼和平，立足发展，着
力点之一就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互利合作格局，承担国
际责任义务，扩大同各国利益汇合，寻求各国共同发展的“最
大公约数”。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亚投行的设立，中

巴经济走廊的建设，积极推动 G20 峰会等凝聚共识共识，着力
将富有感召力的目标框架转变为现实生动的战略举措，为更多
国家和地区谋划共享红利、共享太平的现实保障。 

坚持底线思维原则，绝不拿核心利益做交换。习主席指出：
“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
绝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1]热爱和平不是惧怕战争，保持克
制不是没有原则，和平发展需要坚守底线。邓小平同志曾说过：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 [2]中国坚
持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人民有热爱和平的历史传统，但中国坚
决不会为谋得和平局面，利用核心利益做交易。 

三、乘势而上：着力把握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部署 
在目标上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体指向。2017 年

3 月 17 日，联合国安理会表决通过的 2344 号决议，首次载入习
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共识上吹响了构
建和平发展模式的号角。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平发展
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体
构建，不是用“中国中心论”代替“西方中心论”的称霸思维，
而是国与国之间逐步达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高度，人
与人之间逐渐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目标。 

在理念上以建设“世界大同”为文化基础。和平发展道路
的文化基础不是侵略性的文化输出，而是反映全人类心声的“世
界大同”理念。大同思想，中西贯通，源远流长。在中国，《礼
记·礼运》倡导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熏陶了无数文人
墨客，近代有康有为孙中山对大同思想的不懈探索，当代有共
产党人对全球永世太平的努力追求，孕育出了“各美其美，美
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思想。在西方，从柏拉图的“理
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到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马克思的
“共产主义”都有对“大同”状态的设想。万众一心的文化共
识一旦汇集在一起，造就的将会是多边主义的共同响应。 

在方法上以坚持“合作共赢”为主要抓手。“合则两利，斗
则俱伤。”零和思维已经过时，合作共赢才有出路。面对冲突，
要有“化干戈为玉帛”之心；面对分歧，要有“在竞争中讲合
作”之意。“合作共赢”的关键是“合作”，目标是“共赢”。只
有合作才能发展，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在环境资源紧张、竞争
惨烈、风起云涌的国际格局中，“合作共赢”符合各方的价值基
础和利益诉求，携手共赢，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方能达到 1+1>2
的效果。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中国将坚持
和平发展道路不动摇，顺世界和平大势而为，乘历史和平大势
而上，将继续做推动世界和平的承诺者和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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