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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刊词 

陶坚 

（中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祝贺丹麦奥尔堡大学（AAU）和中国国际关系学院（UIR）协力创办的《中国与国际关

系》（中文版）正式发刊。 

这是一份定位于反映当代中国与世界相互影响、紧密联系，致力于促进未来中国与世界

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专业期刊。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有效地利用国际和平大环境和经济全球化重要机遇，迅速发

展并壮大了自己，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以如此大的规模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并成为现行国

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但要真正做到“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

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任重而道远。中国身处急剧变化的世界

之中，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复杂关系，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课

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迅猛发展和强势崛起，世界大国和地区邻国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

课题，则是如何以更大的包容性、更强的适应性来应对中国建设性参与国际体系，最大限度

地发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驱动力。《中国与国际关系》聚焦的，就

是变幻的世界与变化的中国之间正在和将要发生的联系。 

这份刊物要搭建的，是让外界深刻理解中国关于世界大势、重要议题和问题看法的高端

平台。 

日益繁荣与强大的中国，用更坚定的自信、更谦卑的姿态、更宽阔的胸怀与世界打交道。

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

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
1
以此“三要三让”立论

为核心，中国的大安全观正在构建成型之中。不久前在第八届东亚峰会上，李克强总理用筷

子的形象比喻，指出了各个国家对于本地区的安全稳定都负有责任，只有互信、共存、合作

才能维护地区稳定、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他还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语——“人敬我一尺，我

敬人一丈”
2
，显示中国将以感恩之心回馈世界，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努力为人

类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最高决策者上述一系列对外重要宣示所表达出的强烈意愿，理应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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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的认真对待和积极响应。为此，《中国与国际关系》杂志将紧紧扣住中

国的战略脉动，组织高水平专家撰写权威分析论文，要为中国的大战略发声，也让世界精准

定位中国。 

    这份刊物要搭建的，是中外学者常态化交流和沟通的学术平台。 

    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世界大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的期待上升，中国政府对于全面、

专业、具体和可操作的对外决策咨询的需求也日渐迫切。如何加强公共外交，提升中国的软

实力；如何适应、影响、改变和制订国际规则，建设性地塑造国际体系；如何开创大国关系

新模式，走出一条避免传统大国之间必然对抗冲突的新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如何维

护日益扩大的国家利益；如何抢占道德制高点，影响并引导国际舆论；如何介绍推广中国的

价值理念、发展和治理的成功经验，宣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何化解外界的

误解疑惑，塑造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如何凝聚社会共识，争取国内民众对国家安全和外交

政策的支持等等一系列问题，有待中国一流学者提供专业维度的研究与评估。这个研究和评

估的过程，离不开与关注中国的国外顶尖学者之间的思想交锋和脑力激荡。《中国与国际关

系》杂志将为此提供一个顺畅的沟通渠道。 

    这份刊物，要办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创新成果和思想产品的发布平台。 

    智库引领着思想跃动的节奏，其在国际关系与外交决策中的影响力与重要性越来越彰显。

坦率地说，中国智库的发展相对滞后，在国际社会的公信力与影响力不强，与当下中国政治

经济的实际地位远不相称。习近平主席曾专门批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为此，

中国各类智库，尤其是高校智库，应在清醒认识世界发展趋势、明确自身定位的基础上，聚

焦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安全挑战和现实国际议题，加强向国际社会提供知识产品的能力建设，

不断推出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与创新成果，改变“中国主要是使用知识而不是创造知识”的现

状，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并由此打造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群。《中国与国际关

系》杂志的面世，可以说恰逢其时，相信这份刊物必能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一同进步。 

这份刊物，要办成汇聚海外各方智力、传递对华多样声音的国际化平台。 

    随着全球对中国的关注度提高，关于中国的研究趋于深入、趋于全面。中国强大了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功？富起来的中国变得傲慢了吧——中国到底在追求什么？中国

变得富于侵略性了吗——遏制还是与之共处？还有哪些难以应对的挑战——中国有朝一日

会被拖垮吗？繁荣和稳定的中国会怎样回馈世界——西方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又分别能得到

些什么？国外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提出、分析、引证和结论，都应当及时地和原汁原味地让中

国民众和学者们知晓。有关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市场潜力，实力增长前景，在世界的自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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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认定，国家利益的定义，价值观，还有中国的外交理念，地区影响力，在全球治理中的角

色，外贸依存度，企业 “走出去”，孔子学院，领土争议和安全困境，以及中共十八大报

告提到的“四大角色”（即中国要做好“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

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林林总总的事与物，在国外研究者的眼中又是

如何描绘、如何解读的？在《中国与国际关系》这本刊物里，国外专家们的多元观点将会得

到客观表达和平等商榷。 

这份刊物，还要办成中国学者向海外同行讨教取经的学习平台。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还要向

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中国学界包括国际关系学界，一直秉承和践行着这一学习

理念。作为中方主办者，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IR）的全体同仁尤其

珍视《中国与国际关系》这本期刊，愿虚心向丹麦和欧洲的学者请教，向海内外的同行学习，

争取向国际一流的研究水平和办刊水平看齐。 

衷心祝福《中国与国际关系》这株小苗在奥尔堡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同仁，以及各国编

委和广大作者的悉心呵护、共同浇灌下茁壮成长。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2013 年 10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