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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于2003年发起创办，至今已是第六届。
年会的宗旨为：聚焦经典学术，展现学人风采，促进学科交流，提升城市文化品位，营造公正、开放
、活跃、民主的学术氛围，为上海市社会科学界构筑高层次、权威性、品牌化的学术文化公共平台。
学术年会秉承一贯宗旨，充分发挥大型学术论坛参与广泛、学术规范、形式多样的特色和优势，在繁
荣发展上海城市文化、促进社会科学界的交流融合以及服务专家学者的理论研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确定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道路·经验·前瞻”。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最鲜明的特征，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30年，风云际会、波澜壮阔，是一个融经济增长、政治发展、社会建设、文化繁荣、国家崛
起为一体的大国成长过程，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社会实践和思想变革，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史上
一幅浓墨重彩、气势恢宏的壮丽画卷。
30年的快速发展，展现了一条发展中大国快速转型、和平崛起的成功道路，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
化不同的自主性道路，积淀和包含了大量独特的宝贵探索和经验，是对人类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道
路的重要的建树和贡献。
本届学术年会采取“学术活动月”的形式，由大会学术活动、学科专场学术活动和学会学术活动三大
系列组成。
大会学术活动主要内容有主题学术报告、名家学术讲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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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国际责任的内涵方面，我们必须明确，目前我们所说的国际责任是一种政治话语，需要转
化才能成为国际法的语言。
我们说在国际法领域，中国的国际责任，不同于我们平时说说的法律责任，也不同于国际法上的国家
责任。
在国际法上国际责任的涵义偏重于国际义务，但又比国际义务的适用范围更广，在内容上具有道义上
的因素，是一种特殊的国际义务。
国家国际责任的范围与程度是随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变化中的国际环境>>

书籍目录

前言优秀论文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和谐世界理念的实践——以非传统安全问题为例全球环境治理的
两重性与“中国环境威胁论国际法与中国国际责任理论之构建中国人对美国的网络民族主义议程与框
架：西方舆论中的我国外交话语试析《里斯本条约》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兼谈欧盟对台政策未来的
走势新地缘政治与和谐亚太国际太空活动的地缘政治新兴大国与八国集团的未来美国国会对印度国家
形象的认知变迁及其动因美国的中亚经济战略与中国的政策选择中国在非洲的能源大战略东道国对国
际资本流动冲销干预的国际经验变化中的世界生产体系及其对中国的挑战外交保护中的公司国籍新论
入选论文摘要经验与理念——中国对外政策思想30年全球化背景下认同多元化问题研究初探当前我国
软力量研究中若干难点问题及其思考话语信息转换的案例分析和国家“软实力区域主义的新浪潮与理
论分析——兼析对国际体系转型的意义论中国国家形象及其构建——兼析“和谐世界”外交理念危机
情境下的国家形象塑造——以汶川大地震中的国家形象塑造为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与国际体
系转型——以行为体结构和权力结构为视角的分析东亚安全：模式的困境与出路中国在亚欧会议中的
战略选择1968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与美韩信任危机联合国与国际反恐合作——兼论联合国与美国的
关系阿富汗毒品问题及其相关国际合作——中国的角色分析欧盟地区一体化与冲突管理机制相关性研
究建立波斯湾次区域安全秩序的前景分析中日能源战略决策机制的比较研究中国、印度参与全球分工
路径比较——国际贸易与FDI的视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石油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热钱”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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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中国的国际责任概念的形成是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自然结果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
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分量增大。
就经济数据而言，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数据，2005年，中国的GDP达到22 350亿美元，占世界
经济的份额约5％，连续超过了八国集团中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总量
居世界第四。
2005年，中国的贸易额已攀升至第三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
因此，中国崛起于世界，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和事实。
这个时刻，面对“中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①这一问题，不能仅仅看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敌意，它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在2l世纪所发
挥作用方面正当的、合理的期待，希望中国在全球与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更为积极的作用，对国际
社会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社会常识告诉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承担的责任是与国家的实力、地位联系在一起的，通常而言，实
力越强，责任越大，地位也越高。
就是说对弱者要进行保护，而强者应承担更大的义务。
法学理论也告诉我们，法律主体是与承担责任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
2．中国的国际责任是“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中国观”的自然演化在历
史上的不同时期，外国人主要是西方人视野中存在的片面的“中国观点”可集中为“黄祸论”、“中
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②三个观点，当然三者之中以“中国威胁论”具有普遍性与影响力。
三者在形式上不同，在具体内容上差别甚大，但在本质上却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充斥着对中国人
的偏见、以偏概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在西方社会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甚嚣尘上。
19世纪初叶，英国学者戴维斯的《中国人的历史》、沃尔尼的《古老帝国的遗迹》、德籍英国传教士
郭实拉的《中国史》等书中曾将蒙古西征称之为“中世纪最大的黄祸”。
“黄祸论”之名来自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幅《黄祸图》，这幅画显示出
，欧洲列强以它们各自的护守天神为代表，被天上派下来的天使米迦勒召集在一起，联合起来抵抗佛
教、异端和野蛮人的侵犯，以捍卫十字架。
“黄祸论”由“黄祸图”而起，并在德英俄美广泛传播开来。
此后，每当中国出现一线复兴生机，侵略者们就以“黄祸”为警。
一般认为：“黄祸论”的始作俑者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俄国人巴枯宁，他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
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开鼓噪“黄祸论”之先河，英国殖民主义者皮尔逊在他的《民族生活与民
族性》一书中又进一步发挥完善，使得这一理论基本形成。
⑧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了几波“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1992年第一次在西方大规模泛滥。
而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外交》1993年秋季号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产
生了重要反响。
“中国威胁论”第二次甚嚣尘上是在1998年一1999年，代表事件有所谓的《考克斯报告》、“李文和
案件”、“政治献金案”等。
2002年7月美国出笼的《美国国家战略报告》和《中国军事力量年度评估报告》掀起了第三轮“中国威
胁论”。
由于中国近30年的巨变以及意识形态等一些原因，“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有一定市场。
“中国崩溃论”的源头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罗斯基教授对中国GDP统计的质疑文章；
另一个是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及其相关言论②。
“中国崩溃论”是一个伪问题与伪结论，这一问题会在历史的发展中会得到自然的解决。
2005年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作的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
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该演讲7次引用“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认为中国应当成为国际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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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的利益相关参与者”，人们一般认为这一演讲使得“中国责任论”最终出笼。
围绕上述问题，中国应对上述观点首先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思想。
这一思想侧重于向世界宣示和阐明中国崛起不会以及为什么不会成为威胁。
之后我们又提出了“和谐世界”思想，着力向世界提出了我们的理想和各国携手努力的目标。
而中国的国际责任的提出使得这一问题本身趋于中性化，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又走向了西方人法治
化的轨道，这一国际社会的通行法则。
因此，中国的国际责任是“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自然演化，并且是较为健
康与理性的演化。
3．对中国责任论的具体评析对于“中国威胁论”我们可以置之不理甚至针锋相对，但对于“中国责
任论”，我们应积极回应，因为“中国国际责任”这一概念具有积极与合理的内涵。
具体理由如下：1．就语言本身而言，与“中国威胁论”相比，中国国际责任一词具有中性色彩以相
对理性务实的“中国责任论”，取代非理性、情绪化的“中国威胁论”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家形
象，更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以真正融人国际社会。
事实上，“中国责任论”一说已经使“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观点不攻自破。
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因此，如能顺应佐利克所谓“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提法，我们可以参与国际社会而又不存在“威胁
”之虑，真正做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2．“中国责任论”是一种国际通行的法律语言，反映了国际法治的精神国家责任以及国际义务都是
国际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与各种人权“口水战”、“信息战”相比，在法律层面上沟通与合作本身就
是一种文明与进步，它有利于克服各种“霸权”思想与观念障碍，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法律上有这样一条规则，即权利越大责任越大，所谓“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社会主义大国，因此，中国的作用、义务、责任终究要区别于其他一般
的国家。
3．中国国际责任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应有之义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
走和平发展道路，“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将“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
切”。
在对外交往中与我们在国际社会的自我定位中，我们将自己定位为“负责任大国”，所谓“负责任大
国”，根据十七大报告，就是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国际秩序的公正合理。
事实上，在外交策略上，我们已经从“韬光养晦”转化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一新阶段。
二、国际责任的涵义分析中国的国际责任的内涵方面，我们必须明确，目前我们所说的国际责任是一
种政治话语，需要转化才能成为国际法的语言。
我们说在国际法领域，中国的国际责任，不同于我们平时说说的法律责任，也不同于国际法上的国家
责任。
在国际法上国际责任的涵义偏重于国际义务，但又比国际义务的适用范围更广，在内容上具有道义上
的因素，是一种特殊的国际义务。
国家国际责任的范围与程度是随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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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变化中的国际环境:机制·形象·竞争力》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变化中的国际环境>>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