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法研究 Chines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aw

No. 1 （2024）

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

作为法治话语的多边主义

何志鹏∗

摘　 要: 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 多边主义正在被塑造为国际秩序形成、 发展和评价

的尺度, 以及中国国际法治观的重要话语。 多边主义存在于理念、 行动和话语的维度上, 主要体

现为包容而非排他的国际事务原则。 由此, 多边行动并不必然属于多边主义, 体现包容开放的单

边行为却很可能符合多边主义的原则。 多边主义是国际关系中积极正面发展交往的理性选择, 体

现了国际法治的价值指向, 代表着和平、 安全、 可持续发展、 人道主义等追求和尺度。 多边主义

有利于国际社会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充分开展合作, 努力实现共赢。 而单边主义则助长零和博

弈, 甚至负和博弈, 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有负面影响。 中国在历史上认可和支持多边主义的立场。
义利观作为中国的关键理念, 启迪着中国的涉外法治面向多边主义的范式统合, 中国在这一领域

的行动和话语正在逐渐完善。 为此, 中国应在国际社会积极揭示某些国家进行经济制裁、 技术垄

断、 政治打压所代表的单边主义可能给世界造成的灾难; 同时积极倡导多边主义, 将中国的多边

主义理念、 行动与国际法治的趋势紧密结合在一起, 从而有利于维护国家基本利益和国际社会整

体利益, 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国家形象, 强化中国的国际对话能力和议题创制能力, 并且

努力推动世界各国秉持开放包容的精神积极合作, 共塑国际社会的共同未来。
关键词: 多边主义　 单边主义　 国际法治　 中国话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

一　 问题的提出

多边主义是一个在国际关系领域存在已久并且受到了广泛支持和认可的理念。 近年来, 随着

国际社会权力对比格局的变化, 某些大国对于自身地位和影响产生忧虑, 基于古典现实主义国际

关系思想指导的 “修昔底德陷阱” 观点流行, 单边主义甚嚣尘上。 此种大国以维护知识产权或

相关规范为名,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推进 “脱钩断链”, 打压某些发展中国家、 阻止其发展, 以达

到自利的目标。 尤其是对于多边主义的思想和行动表述了很多混淆视听的言辞, 采取了一些具有

误导性的行动。 例如, 自我标榜为民主国家, 而给另外一些政府贴上威权体制的标签; 把本国与

本国的盟友视为人权的榜样, 而诋毁抹黑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在行动上与

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 积极推进各种形式的合作; 在国际话语上则积极利用国际平台, 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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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多边主义。 在这种背景下, 需要透彻认识和深入思考的问题是: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多边主

义的真正内涵, 如何评价多边主义在当代国际关系的地位, 如何认识多边主义对于中国的意义。
这是促进中国在对外交往和外交大局中行稳致远的重要方面, 也是确保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稳定

健康发展的关键领域。 因此, 我们需要深入分析多边主义的内涵和意义, 尤其是明晰其在建设良

好国际秩序中的理念与话语意义, 以及在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价值。

二　 国际法多边主义的表象与实质

多边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具有基础性、 主导性的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 具有重大的进

步意义, 促进了世界的和平、 稳定、 发展、 繁荣, 增进了全人类的共同福祉。① 作为一种理念和

行动方式, 多边主义意味着包容的心态、 合作的行动, 以此达到不排斥的结果。 与单边主义不

同, 多边主义体现了良性互动、 互利共赢精神, 遵循平等、 互利、 开放原则; 多边主义致力于不

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 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
把本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 把本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共同应

对全球性挑战, 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② 多边主义经常与多边行动联系在一起, 但并非完

全相互对应。 单边行为也可以显示多边主义的精神和理念。 反之, 多边行动也可能包藏着单边主

义的目的和意图。

(一) 多边主义的核心要义

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理论叙述中, 多边主义是一个存在着多重理解, 同时也包含很多争

议、 分歧乃至矛盾的概念。 从当代国际关系的视角出发, 多边主义以多边行动为前提和基础, 但

同时又体现出不完全等同于多边行动的理念、 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正如 “集体行动” 不等于

“集体主义”, 现代出现的事物不等同于 “现代化” 或 “现代性” 一样, 多边主义追求的是在以

往的多边行动共性中所体现的本质与灵魂, 是各种多边行动背后的信念, 是各种多边行动的

“思想精华”,③ 也就是中国经常阐释的 “真正的多边主义”。④ 有真正的多边主义, 就有包括

“有选择的多边主义” 等各式各样的伪多边主义、 虚假的多边主义。⑤ 尽管多边主义在不同的历

史阶段存在不同的理论和阐释, 不过, 在当前的时空条件下, 应当可以总结出体现知识界基本共

识的对于多边主义的界定。 从国际关系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 多边主义的核心思想、 理念追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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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导向, 主要是不排他、 包容合作的精神和多元理念。 为此, 多边主义可作如下界定: 多边主

义是协调商议事务、 协同各方利益以求共赢、 协作解决问题、 不排斥某些国家的包容性国际交往

理念和态度。 与之相对, 单边主义是独断确立决策、 追求单国或小团体利益的零和博弈状态、 不

经公认的国际组织授权和正当国际法律程序而采取国际行动的排他性国际交往理念和态度。
由此可以推断, 多边主义以普遍性行为原则为基础。 这里的行为原则包含国际规则、 国际规

范以及决策程序等要素。① 故而, 多国协商、 共同行动, 尤其是在非排他的国际组织机制下的行

动, 一般都会被认为是多边主义的。② 有学者提出, 综合的多边主义意味着在谈判中包含所有相

关方面。③ 在现象层面, 多边主义要求 “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 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

着办。”④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21 年 1 月的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 对话会上发表的特别致

辞再次将多边主义的要义界定为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 并且提出了落实多边主义的 4
项要求: 坚持开放包容, 不搞封闭排他; 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 不搞唯我独尊; 坚持协商合

作, 不搞冲突对抗; 坚持与时俱进, 不搞故步自封。⑤

在对国际组织进行结构性分层时, 作为基础的最底层是宪法性结构, 即界定合法的国家资格

和正确的国家行动的总体宏观价值; 其上一层是基本制度, 包括多边主义、 国际法; 再向上一层

是具体事项的机制, 例如 《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等等。 由此可见,
多边主义作为一项基本的制度理念和实践模式, 它不应当、 也不可能限于仅仅衡量参与国家的数

量, 否则多边主义只要计数就够了, 而无法作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制度理念, 成为国际组织机构的

一个层次。⑥

(二) 多边主义的表现形式

多边主义是一个具有时空属性的概念。 由于国际关系的格局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
所以多边主义的认知和行动也有不同, 人们对多边主义的认识也趋于明晰和准确。 1899 年海牙

和平会议之后, 多边化与开放化才成为外交的显著趋势。⑦ 海伍德 (Andrew Heywood) 认为, 一

个真正的多边进程必须符合 3 项原则: 第一, 非歧视性 (所有参与国必须一视同仁); 第二, 不

可分割性 (参与国必须表现得像一个单一的整体); 第三, 分散互惠 (国家之间的义务必须具有

普遍和持久的性质, 而不是偶发或 “一次性” 合作)。 多边主义可能是非正式的, 反映为 3 个或

3 个以上国家对共同规范和规则的接受, 也可能是正式的, 因此具有体制性。⑧ 尽管海伍德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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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主义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表象层面, 但他还是说出了一些正确的方面。
多边主义的核心在于包容的思想与共享的理念。 故而, 很多表面上为单边的行为可能构成多边

主义, 或者至少与多边主义不相冲突。 多边主义不是表现在有多少个国家参与一项活动、 一个倡议、
一个条约、 一个组织, 而是表现为不偏狭、 不排外、 不歧视。 具体而言, 如果一项条约、 一个组织、
一个体系对于所有的国家开放, 那么它就必然是一个多边主义的结构。 由此, 即使一个国家单方发布

声明决定加入某一多边协定, 也应被视为多边主义的立场。 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发布声明, 接

受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 即属此类行动。 同样, 一个国家根据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原则和规范确立

本国的海域划分与管理规范, 或者公布本国的领空界限或开放本国的空间站, 都是与多边主义相符合

的方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及全球文明倡议, 都是多边主义的反

映。 主张和促动文明共存、 文明互鉴的全球文明倡议, 是非常明显的多边主义的表现。
有学者提出, 当代世界的多边主义要求恪守相互尊重和平等原则,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坚

持多样包容原则, 坚持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原则, 坚持互利共赢原则, 坚持尊重和遵守国际法

则, 巩固和加强 20 国集团、 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多边治理平台的地位和有效性, 推进全球多边

治理机制变革, 推进和引领新型多边主义平台建设,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 尽管这些因素

之间存在着交叉重复, 但总体方向正确。 多边主义的政治基础是国际社会的团结共进, 而与多边

主义相矛盾的思想理念则是对政治模式相异的国家进行排挤和打压, 与文化传统、 意识形态不同

的国家进行非良性的竞争和斗争。
当然, 讨论多边主义的问题要认可地域性这一前提。 具体而言, 区域性国际组织虽然不具有

全球范围的多边性, 但只要以地理区域为前提, 而且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没有排除任何一个国家

或非国家行为体, 那么仍然可以认为这类区域行动符合多边主义的理念、 理想和原则。② 由此可

以得出, 中国所积极推进的 “一带一路” 倡议就是一种多边主义的倡议。
尤其要强调, 多边主义并不意味着对于单边主义的容忍和软弱。 宽容的底线就是对于不宽容

者不能宽容。 对不宽容者采取宽容、 避让的懦弱态度会侵蚀多边主义的基础, 最终破坏多边主义

的存在环境和积极作用。 中国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

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 等一系列法律, 为维护中国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确立了最基本的工具。 从表面上看, 这些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外国的良好态度和合作态

势, 但在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 必须采取法律措施, 尤其需要善于适用和解释国际

法, 为中国的行动和举措找到国际法上的理由和依据。

(三) 单边主义的意图与表现

围绕多边主义这一概念, 不仅存在广义、 狭义, 形式、 实质等不同方向的理解, 而且也有很

多假借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的 “伪多边主义”。 所以, 了解与多边主义相对应的单边主

义, 对于形成清晰明确的观念、 表达扎实精准的话语非常必要。
就实质而言, 单边主义体现的是单纯和片面的自利, 是不愿意遵行普遍认可的规范、 实现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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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珍视的价值、 采取普遍支持的行动的理念和行动。 多边主义的互利共赢观念与单边主义的损人

利己观念具有天然的矛盾性。 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相对立, 大多以单边行为的方式体现, 不过单

边主义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行动, 也存在以双边、 多边形式表现的单边主义。 如果一群国家以

小帮派的方式确立一套规则, 只要这个小帮派具有排他性, 那么就很可能与多边主义相矛盾。 如

果一个组织机构明确排斥某个、 某些、 某类国家, 那么这种行动也大多会与多边主义相矛盾。 比

如美国与西欧诸国及日本等国家共同建造和使用空间站, 却排斥中国, 这本质上与多边主义的精

神互不相容。 至于某些国家在一起构筑 “高墙”、 维护 “小院”, 采取 “脱钩断链” 等一系列措

施, 就显然与多边主义背道而驰。 同样, 在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谈判过程中, 有

关国家曾经数次考虑要排除中国, 这也是一种单边主义的表现, 至少与多边主义相违背。
国际关系学者在研究美国的对外政策之时, 就将美国通过国际组织来开展工作的方式视为多

边主义路径, 而将美国不加入应对全球变暖的国际条约、 不参与反种族主义的会议, 以及放弃加

入国际刑事法院等行为视为单边主义政策, 尤其是将 2003 年美国带领少数盟国在没有联合国授

权的情况下发动针对伊拉克的战争视为单边主义的巅峰。 从这个意义上看, 国际政治学者将北约

联盟体制看作单边主义的体现, 而非多边主义。 这就印证了即使是几个国家联合行动, 也可能被

视为单边行为。 其核心的判断标准是是否获得公认的国际组织的准许, 是否有广泛的制度性支

持, 是否体现排他性, 是否违背全球公认的最低伦理标准。①

根据从行为本质和思想理念角度区分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标准, 可以对多边主义和单边主

义进行简单对比说明 (如表 1 所示)。

表 1　 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对比说明

多边主义:以包容多样、合作共赢为主旨的国际事务思想理念 单边主义:以排斥打压、损人利己为主旨的国际事务思想理念

表现与例证 表现与例证

多边形式的多边

主义

联合国大会、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

多边形式的单边

主义

国际空间站的俱乐部机制、北约、TPP 谈判时

期的参与方纳入机制

双边形式的多边

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促进国

际法的声明》(2016)、《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

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

发展的联合声明》(2022)

双边形式的单边

主义

1494 年、1529 年,西班牙与葡萄牙先后签订

《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
Tratado de Tordesillas )、 《 萨 拉 戈 萨 条 约》
(Treaty of Saragossa),垄断海上贸易

单边形式的多边

主义

中国空间站的开放机制

中国的单边开放经济架构(自贸区)
单边形式的单边

主义

美国对古巴的封锁

美国对中国的多方面打压

　 　

近年来, 一些西方国家为了挽回其在国际社会领导力、 号召力的颓势, 采取了一系列缺乏基

本合法性的单边主义制裁措施,② 不仅给很多国家带来了直接损失, 也给国际社会的团结精神和

合作氛围带来了负面影响。 正因为上述情况的存在, 在 “金砖国家” 会议上, 中国才引领各国

发出了 “坚持公平正义, 完善全球治理” 的 “金砖声音”, 将多边主义立场描述为防范对立面:
“不能谁的胳膊粗、 嗓门大, 谁就说了算。 更不能拉帮结伙, 把自己的 ‘家法帮规’ 包装成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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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① 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 在国际上搞 “小圈子” “新冷战”, 排斥、 威胁、 恐吓他人, 动

不动就搞脱钩、 断供、 制裁, 人为造成相互隔离甚至隔绝, 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 一个

分裂的世界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对抗将把人类引入死胡同。②

三　 多边主义的法治指向与话语意涵

多边主义的理念对于改进世界格局和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维护自身安全、 保持自

身的存续和发展壮大势头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倾向, 不需要理性的指导, 因而可以把这种倾向理

解为人性。 个人如此, 国家也可以类比个人进行认知、 论断和行为。 也就是说, 保持国家自身的

存续、 安全和发展壮大, 是国家无需理性思考的选择。 但进一步的问题却是, 在人类发展进程

中, 人们总是在努力克服人性中的弱点, 用理性规范来防范非理性选择可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

消极、 负面甚至灾难性影响。 由此, 在国际交往环境里, 人们实际上是在反复试错的过程中、 在

逐渐发展进步的基础上形成了法律制度和多边主义思想。 故而, 多边主义的产生就是对发自直觉

的、 非理性的单边主义的克服和升级。 由此, 多边主义对于国际社会向高层次、 长远化发展, 无

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正面意义。

(一) 多边主义体现国际关系发展中的理性抉择

古往今来, 很多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坚持长远观念和全球视野, 体现出宏大的战略思维, 着

力为世界协调发展做出筹划。 他们经过缜密的思考, 认为多边主义是人类为实现和平、 促进发

展而找到的有效路径。 世界各国都具有这种目光远大、 思想宏阔的哲人。 例如, 中世纪后期但

丁提出的 “世界帝国” 概念, 近代康德研讨的 “永久和平” 问题, 都体现出一种包容性的国际

关系思想。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家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他们的科学社会

主义学说引领人们为崇高的理想而团结奋进。 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推动国际关系走向 20 世纪。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基于美国法

治经验提出了规划国际秩序的 “十四点” 构想。 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是 “十四点” 构想的核心

观点之一, 它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国际联盟的建立, 也成为后来联合国的前奏。 第二次世界大

战之前, 美国国际法思想集中在主权平等原则、 人民自决原则、 集体安全原则, 它们均为国际

联盟原初的设想。 二战时期, 美国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 Franklin D. Roosevelt) 提出

“四大自由” 主张, 并积极倡导人权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③ 使得国际法治得以在一定领域

内、 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国家体制的壁垒, 以适当的国际制度对政府进行监督和约束。④ 20 世纪后

半叶, 乌尔里西·贝克 (Ulrich Beck) 提出的全球风险社会主张也展现出多边主义思想。 他们的

思想和主张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号召人类走向更为光辉的未来, 值得人们持久向往、 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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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
人类在制度探索的道路上发现了多边主义的积极意义, 并努力推进其发展。 中世纪后期, 意

大利城邦之间的使馆、 使团、 领事实践推动了外交法习惯的形成;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一系列关于

发现和先占无主地的实践促动了领土法的塑造。① 在法国、 瑞典的积极主张下, 神圣罗马帝国、
西班牙、 德意志新教诸侯与城市得以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分别召开会议 (威斯特伐利亚和

会), 最终形成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代表了当时新兴的主导性国家的

意志、 利益和主张,② 确立了宗教与世俗分离的基本标准, 在国际事务中驱逐了神权对于规则构

架的支配, 形成了国际法治的第一标准———国家主权原则。 这一原则保证了国家主权的独立, 奠

定了多边主义的基础。 直到今天, 国际社会的交往方式仍然遵循这一原则和尺度。 同样, 在法

国、 瑞士等国家的推动下, 国际社会通过了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系列条约, 包括 《保护文学

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Berne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保护工

业产权巴黎公约》 (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 以及 《关于商标国际

注册的马德里协定》 (Madrid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istration of Marks) 等等。③

美国和英国签订的 《杰伊条约》 ( Jays Treaty) 和 《华盛顿条约》 (Washington Treaty), 以及

1871 年的 “阿拉巴马号仲裁案” (The Alabama Arbitration) 为国家间诉诸仲裁并和平解决争端树

立了良好的典范, 形成了国际仲裁风潮。④ 沙皇俄国在 1899 年、 1907 年两次倡导召开海牙和平

会议, 对国际法中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限制武力使用的方法和手段等规范的确立作出不可磨灭

的贡献。⑤ 在美国劳动工人的推动下, 美国形成了关于劳工权利保护的规范, 而这一规范又从

国内传到了国际, 在欧洲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认同,⑥ 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劳工组织

的建立。 在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划之下, 形成了一系列国际劳工公约。 在英国、 法国、 美国等国家

国内运动的推动下, 国际社会开始了禁止奴隶制度和贩卖人口的行动, 形成了 1926 年 《禁奴公

约》 (Slavery Convention)。⑦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 人类社会的理性选择倾向于多边主义, 进而

构建起对话协商、 友好解决国际争端的平台, 让各国在和谐的人类社会氛围中和平共处、 协调

合作。

(二) 多边主义展示国际法治的价值指向

多边主义构成了国际法治的思想底色。 如果说法律的特性是平等, 在国内法上主张人人平

等, 在国际法上则主张各国平等, 那么显然多边主义是健康的、 普遍的国际法的精神和灵魂。 多

边主义与法治理念相互呼应, 为国际社会的法治化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前提、 文化环境和工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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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单边主义或者任何与多边主义精神相违背的 “名义上的多边主义” “有选择的多边主义”,
实质上都是单边主义, 破坏了法律的基本理念和精神。

多边主义是一种法治的指导思想。 多边主义理念促动的国际行为必然导致以规范的方式划定

权利义务、 塑造行为方式, 并且形成组织机构, 推进国际社会建设目标的达成。 当我们考虑法治

的概念时, 首先思考的是人们按照法律的方式行事。 但是法治本质上包含着两个层面的要求。 第

一个层面是在社会上实施的法律都是良好的法律, 第二个层面是所有的法律在社会上得到了良好

的实施。 这两个层面被称为 “良法” 和 “善治”, 共同构成一个妥当的社会所要求的内容。 我们

既不希望那种体现霸权主义的法律在世界上实施, 使世界成为凶残的帝国和暴政的演武场, 也不

希望那些良好的法律仅仅是一纸空文, 在国际社会中根本难以实现。 从良法的角度讲, 我们期待

法律能够给予所有的行为体平等的法律地位和表达机会, 实现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法律面前均平

等, 国家之间能够像兄弟一样通力合作、 团结互助, 形成一个良好的世界规范体系, 并且在那些

有助于平等协商的国际组织中规划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等一系列问题, 在公正的法律体系中

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① 这些目标仅能在多边主义的状态下实现。 因为多边主义的指导思想有能

力促动国际社会理性地确立国际法规范, 形成包容、 不歧视的国际组织, 塑造为所有当事方提供

公正的权利和机会的国际司法机制。 这些多边主义的行为是国际法治的前提、 基础和核心要求,
多边主义的实施有助于国际法治的实现。 因此, 多边主义的行动方式与法治的塑造和运行具有天

然的亲和性, 多边主义塑造着法治的表达, 为国家的法治话语提供了道德理念与价值标准的支撑

和尺度。 反之, 如果单边主义的霸权、 霸道、 霸凌行径横行于世界, 则法治的目标就会付诸东

流。 在国际关系史上, 曾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美国是一个仁慈的霸权者, 为国际社会确立了良

好的规范。 这可能仅仅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梦想。 如果了解了美国在拉丁美洲鼓动和帮助建立的

一系列独裁政府和强权统治, 了解了美国在冷战期间对苏联采取的遏制、 威慑与均衡手段, 了

解了美国对于越南、 阿富汗、 伊拉克采取武力行动时所依据的不可靠的法律规范、 法律程序及

其带来的严重的政治、 经济、 文化和人道后果, 恐怕就很难认为美国的霸权主义是世界的福

音。 历史证明, 只有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 人类社会才能更加接近法治的理想, 各国政府

和人民才能更加趋近于公正善良的国际秩序。
此前的研究已经证明, 国际法是国家本位的。② 国际法源于国家的愿望, 维护国家的利益,

体现了国家允诺对于国际法规范的重要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 国际法的规范和应用必然存在着东

西差异、 南北差异。 但更重要的是, 国际法一直在伦理螺旋之中不断演进, 走向更加妥善的规则

状况。③ 这就需要我们为未来的国际法确定更高远的目标、 更适当的尺度和更合理的追求。 在国

际法的发展中, 既要有极限的认知、 判断和底线思维, 也要有良好的期待以及为之努力的方向。
正如人们将国家暴力机构视为 “必要之恶” 一样, 多边主义绝非尽善尽美, 却是现实国际关系

之中保证健康国际环境的妥当选择。 布坎南 (Allan Buchanan) 主张人权应当作为最高价值,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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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边主义, 超越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① 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畅想, 但是在当今的国际

社会格局里, 这种设想很容易滑向霸权主义, 导致国家因没有任何防护就受到外来的以人权或人

道为借口的打击。 任何试图超越多边主义的理想都可能是鲁莽幼稚的, 最终导致单边主义的霸权

秩序。

(三) 多边主义反映追求良好治理的话语

多边主义的思想理念所指导的行动会促动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使国际社会的合

作更为便利, 使国际社会的议题讨论和争端解决更顺畅和有效地达成目标, 使国际社会共同协

调, 为人类迎接共同挑战、 抵御共同风险而形成更为妥善的法律规范、 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 这

已经为人们所深刻理解和广泛接受。 进一步需要阐明的是, 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外交话语、 法律话

语, 对于维护国家形象具有积极重要的建构意义。 如果说话语意味着把内心的意思展现出来, 那

么在很多时候, 行动也是一种话语; 与此相对, 如果行动标志着将试图达到的目的以适当的方式

积极促成, 那么话语也是一种行动。 换言之, 当行动被界定为一个主体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进行

的一系列努力, 那么话语在很多时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行动。 因此, 多边主义的思想观念和组织

行动都可以从话语表达的角度予以分析。 尤其是在中国的硬实力逐渐增长并且获得国际社会广泛

认可的现实语境中, 积极主张多边主义并采取一系列多边主义行动, 意味着中国更为鲜明、 全

面、 深刻地阐释了法治话语, 必将能够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怀疑, 形成更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

象, 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并与世界各国团结一致, 积极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多边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② 当代国际法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人本主义的精神。③ 人本主义的

核心理念在于 “把人当成人”。 “把人当成人” 的基本标尺在于要充分考虑人的基本存在状态,
反对一些人当牛做马, 另一些人作威作福; 要给人以基本的机会和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并设法满

足人的基本需求、 维护人的基本尊严。 多边主义与排他主义相矛盾, 与损人利己、 以邻为壑的思

想相对立。 多边主义反对在决策进程和机制设计的过程中故意或贸然破坏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利

益, 而单方面地追求另外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利益; 反对让一部分人牺牲, 而另一部分人过着悠悠

满足的生活; 反对一些人剥削、 压制另一些人, 使另一些人处于悲惨的境地之中。 这不符合人本

主义。 由此可见, 多边主义的包容态度有利于使国际社会摆脱国家之间剥削、 压制的局面, 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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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之间相互磋商、 相互理解、 相互沟通的状况下, 确立起国际社会良好运行的准则。 在国家

交往进程中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 会促使国家之间逐渐积累共识, 通过协调商讨的方式找到解决

问题的最佳途径, 保证每一个人、 每一个社会群落、 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得到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

发展机会, 确保人们在一个人人享有发展空间的国际机制中自由地奋斗、 竞争、 追求梦想, 而不

至于形成两极分化的格局。 故而, 多边主义为实现国际关系的人本主义创造了条件, 多边主义是

人本主义在国际事务中的投射。
多边主义追求可持续发展。 多边主义的核心在于国家之间的协商和协调行动, 因此会综合考

虑不同的主张, 协调衡量不同的利益。 由此出现的工作方案和行动安排, 以国际社会民主的方式

避免了一些国家片面地考虑某些因素而忽视另一些因素的情况, 避免一些国家或决策者由于认知

不全面造成的判断失误和决策失误。 通过国家之间的民主协商, 综合分析给定的时空范围内人类

能够观察和思考的因素, 将所有风险点都考虑在内, 由此避免国家行动和国际决策中主观故意和

疏忽带来国际事务的错误规划与安排。 多边主义有助于避免单边主义的排他思想和零和博弈观念

导致的世界资源的靡费, 防范因单边主义自私、 不负责任的行为而造成的国家利益损失和人类共

同利益损失。 这样就能保证在人类知识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维护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的意志和利

益, 作出最优的制度规划、 资源分配和行为选择, 由此保证人类共同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 不会

因为人类自身的做法而导致巨大的损害, 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时间, 实现可持

续发展。
多边主义的思想理念支持国际民主。 民主的基本要素是公众参与决策和对公共事务表达意

见。 单边主义倾向于国际独裁和大国专制, 定标于维护个别国家某个小团体的意志与利益, 而

多边主义则定标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普遍安全。 由此论断, 单边主义显然与健康的国

际秩序不相容。 从历史经验看, 国际联盟是人类社会试图实现多边主义建构的社会契约式的努

力。 虽然这一努力并没有取得圆满成功, 但其不仅为人类积累了诸多教训, 同时也为下一步形

成更高质量的多边体制积累了经验。 在此基础上, 1945 年 《联合国宪章》 为人类走向更加健

康和稳定的多边主义构建了良好的规范和机制。 在 1947 年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之前, 国家

之间解决经济纠纷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单边主义的, 也就是关税大战和经济制裁。 而 1947
年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尤其是 1994 年成立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多边国际贸易纪律逐渐形成

并发展。 在这种多边主义思想模式和行为方式的促动下, 国际社会逐渐构建起更加良好的世界

贸易秩序, 这种多边主义工作方式为世界繁荣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样, 中国倡导

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和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

决组织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 Prevention and Settlement Organization), 以及将在香港成

立的国际调解院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多边主义内涵。 从

单方设定的多边开放体系看, 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也是一种积极有效的尝试, 因为它是一种

向所有国家开放的规范体系。 在上海自贸区的影响之下, 海南自贸港也体现出明显的多边主义

特征。
多边主义有助于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 很多国家都可能在某个时段呈现出发动和参与战争的非

理性状态。 国际社会只有相互协商、 彼此制约, 通过多边组织和制度采取行动, 才能够有效制约国

家的这种任性。 尤其是对于那些大国强国而言, 如果没有多边主义构建起的决策机制和限制行为的

框架, 则滥用武力对他国进行干涉、 侵犯甚至颠覆的情况就很难避免。 因此, 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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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的底线要求。 鉴于法治作为一个社会期盼的因素被广泛地接受和认可,① 很多学者认为, 如

果没有国际法治, 法治保护个人自由和基本福利的最基本目标就难以实现。② 所以, 在这个全球

化的世界, 国际法治仍然是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的共同追求。③ 对于法治的政治理想向度和多元性

理解, 意味着国际法治更多是作为手段而非目标, 更多是作为功能而非确定的状态。④

基于以上分析, 多边主义作为一个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中反复出现的概念, 在当代社会国

际话语竞争中占据道德制高点。 充分利用这一话语去描述国家的立场和选择, 对于树立良好国家

形象、 塑造国家积极合作的行为模式和表达方式、 提升国家声誉具有重要的建设意义, 对于推进

国家的法治发展和法治行动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引价值。 多边主义作为人类行动的道德制高点, 不

仅能够在国际话语竞争、 制度竞争中获得世界各国政府、 相关学者和广大公众的认可, 而且能够

为国家代表参与国际社会的事项研讨尤其是国际造法进程带来充分的信念和信心, 使国家在表述

自身立场、 评价国际事务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 规划国际组织的工作领域和工作方式、 确立国

际法规则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之时, 不仅积极维护了国家利益, 而且具有充分的正义感。 中国

在对外事务建构和发展的进程中, 需要寻找多边主义的道德制高点, 并始终占据道德制高点。 在

国际政治中, 很多时候国家可能表面上表述得光明磊落, 本质上却仅仅维护着本国利益。 但是, 如

果一个国家始终倡导多边主义, 反对单边主义、 大国强权, 反对某些国家和国家集团对其他国家进

行霸凌欺侮, 则这一国家就同时拥有了思想理念上的优势和维护包括本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利益的

心理。 这种心理上的正义感会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和支持, 并鼓舞世界各国共同努力, 为人类社会共

同的未来拟定规划、 设计规范、 完善组织、 采取行动。

四　 中国的多边主义立场与大国形象确立

多边主义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战略原则和思想理念, 塑造了国际法治的基本价值。 多边主义不

仅在实践层面有助于指导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法律原则和规范体系, 指引尊重法律规范和国

际多边机制, 构建良好的国际秩序, 保障国际事务公正、 合理、 有效运行, 而且在观念上会唤起

国家的宽容合作精神, 营造团结共进的法律氛围。 进而, 对于倡导多边主义的国家而言, 这也意

味着提升国家的话语能力和话语影响, 从而在促动形成良好的国际法治环境的过程中, 建立和完

善良好的国家形象。 对于国家而言, 积极倡导和推进多边主义意味着这一国家形成了良好的法治

信念和法治原则, 能够承担起引领国际社会发展的职责, 促进国际社会的健康良性运行。 中国人

受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影响, 长期抱有襟怀天下的意识。⑤ 中国的 “天下观”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

了个人和国家的利他理论渊源和思想脉络。⑥ 从 《礼记》 中的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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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中的 “行道于天下”, 《孟子》 中的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 到顾炎武的 “天下

兴亡, 匹夫有责”, 中国先贤经常展现出社会担当的精神。① 这种精神自然而然地延续并融入当

前中国对于世界事务的理解和规划设计之中, 形成了带有中国文化特性的国际关系观念。② 中国

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经历使中国能够更深刻地理解、 更坚定地支持、 更果断地践行多边主义。 在

实践中, 通过倡导多边主义的一系列做法, 将多边主义的要求转化为一系列国际事务的具体主张

和行动, 反对单边主义和 “伪多边主义” 行径, 中国可以逐渐确立起倡导和尊重国际法治, 引

领健康、 稳定、 可预期的全球治理的大国形象。

(一) 中国认可支持多边主义的发展进程

在中国被动地受制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前现代时期, 对世界格局与国际关系样态缺

乏清晰的了解。 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开始走入现代化的浪潮之中, 迅疾开始介入多边主义的国际

关系和国际法进程。 在参与国际法治的规则体系方面, 中国在历史上积极参加了 1899 年、 1907
年的两次海牙和平会议; 1918 年, 中国积极派团参加 “巴黎和会”; 1931 年 “九一八事变” 之

后, 中国力图通过国际联盟这一多边机制表达诉求; 中国对于 《联合国宪章》 《世界人权宣言》
的起草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确立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就已经认可了要与所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

国家进行交往的基本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中国追求多边主义的行动是不断加速、 不断明晰的。 中国政府

提出了很多关于国际关系方向与格局的概念。 1953 年中国积极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多边

主义得以运行的基础。 中国与印度、 缅甸共同在国际社会倡导这五项原则, 使之成为国际社会

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这五项原则以平等为基础, 以合作为目标, 构成

了良性运转的国际社会所需的最低标准。 这五项原则以多边主义为内在理念, 反对单边主义的

大国霸权, 尤其针对无视国家主权平等、 干涉他国内政、 对他国进行控制和打压、 将他国作为

榨取利益的对象等做法提出明确的批评和反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长期将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 再次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标

志着中国倡导多边主义的思想理念不会变, 中国推进多边主义的行为方式不会变。 此后, 无论

中国提出反对霸权主义, 还是提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都有一些学者进行国际法

层面的解读。 有些学术研究对比了中国在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立场, 体现出中国始终支持多边

主义的较为明显的历史发展轨迹。
在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方面高度重视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基本安全, 另一方面

也时刻注重睦邻友好和全球团结。 中国经常向遇到困难和威胁的国家伸出援手。③ 自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中国就一直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 对周边国家进行无私的援助, 对有需要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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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4 期, 第 93—127 页。
参见何志鹏: 《从国际主义到国际法治: 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理念的百年演进》, 载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
年第 1 期, 第 5—23 页。



非洲、 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 物资援助。 在相关国家遇到灾难之时, 中国积极参与救

援。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 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下参加了很多人道主义

援助活动, 特别是中国派出的维和人员在世界上位居第一, 这些维和人员严守纪律, 维持所在地

的社会安定和生活秩序, 为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 21 世纪后, 中国倡导建设和谐世界。 世界要呈现和谐的状态, 就尤其要反对国际社会

明显的分裂和割裂。 故而, 和谐世界的主张代表了一个国家与世界各国共同协商、 善意解决矛盾

和冲突、 诚实信用地构建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信念。 这不同于美国的行为方式。 新时代以

来, 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倡导构建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多边主义的精神在和谐世界的内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实践维度中体现

得更加明显。 中国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规则的确立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与支撑作用。 这是

“新的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 既采纳源自其反帝革命过程中的优良传统, 也采纳其西式现代

化经验中的优点来想象、 推进中国的未来”。① 在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领域, 中国为 《巴黎协定》
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很多积极的参与、 促动和引领工作。② 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中, 既有对原有

国际社会所共同熟知的概念的阐释, 也有对中国提出的国际社会不那么了解的概念的展开。 前者

包括主权、 人民自决; 后者则包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指导方针

等。 尤其是中国在 2013 年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③ 其合作重点是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

易畅通、 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在过去 10 年间, “一带一路” 倡议的全球关注度显著上升, 参与

这一倡议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这一倡议确实给它们带来了机遇。④ 这些要求无不与

多边主义直接相关。 “一带一路” 倡议丰富了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和多边主义内涵, 为促进世界经

济增长、 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⑤

中国认为 “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 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 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⑥ 2017 年 9 月 11 日, 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在 “联合国系统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

作用” 议题下通过关于 “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 的决议, 要求各方本着 “共商、 共建、 共享”
的原则改善全球经济治理, 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同时重申联合国应本着合作共赢的精神, 继续发

挥核心作用, 寻求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之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⑦ 2021 年以来, 中国进一

步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将多边主义的思想观念、 实践要求进一步

细化、 具体化、 时代化。

·42·

《国际法研究》 2024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黄宗智: 《中国的新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 “一带一路” 倡议与亚投行》, 载 《学术月刊》 2020 年第 7 期, 第

93—104 页。
参见于宏源: 《〈巴黎协定〉、 新的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载 《太平洋学报》 2016 年第 11 期, 第 88—96 页。
对于 “一带一路” 倡议在涉外法治话语方面的地位与作用, 参见吕江: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涉外法治话语生成与实践

逻辑———以 “一带一路” 倡议为视角》, 载 《法学评论》 2022 年第 1 期, 第 1—16 页。
习近平: 《建设开放包容、 互联互通、 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 (2023 年 10 月 18 日, 北京)》, 载 《人民日报》 2023 年 10 月 19 日, 第 2 版。
习近平: 《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2019 年 3 月 26 日)》, 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外文

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462 页。
习近平: 《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 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 (2021 年 1
月 25 日, 北京)》, 载 《人民日报》 2021 年 1 月 26 日, 第 2 版。
参见龚柏华: 《 “三共” 原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基石》, 载 《东方法学》 2018 年第 1 期, 第 30—37 页。



(二) 中国倡导推进多边主义的关键理念

对于正在走入全球治理核心地带的中国而言, 特别有必要牢牢抓住多边主义这个国际事务领

域的道德制高点。 多边主义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延伸, 也回应着古往今来中国优秀知

识分子的志向和梦想。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延伸出很多理解和支持多边主义的陈述。 这不仅包

括前文已经提及的天下观念, 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包容和互利理念。 中国古人就已认可, 基于感

受延伸和理解同情, 都可能产生出对他人的关爱, 不仅及于自身的亲人, 而且可能及于遥远的陌

生人, 呈现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胸怀, 塑造出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

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的气度。①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两种范式可以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 “义利观” 这

一术语来予以表述。② 中国领导人就用正确的义利观来表达对中国国际立场的伦理选择。③ 中国

古代将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界定为 “利”, 而将对于道德原则和他人利益的维护称为 “义”。 中

国传统文化更注重义, 倡导义在利先, 认为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④ 孟子甚至提出了 “舍生

取义” 的选择原则。⑤ 但是, 中华传统文化并非完全忽视物质利益和经济交往, 例如, 司马迁的

《史记》 就对利的驱动力量予以了充分的评价。⑥ 此后的很多研究者也从来没有忽视或者放弃对

利益的认知。 只是在义与利之间, 中国文化更加推崇重义轻利者, 反之对见利忘义者总是持一种

反对和批判的态度。 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传统文化是较为倾向于理想主义的, 更加注重公众期

许, 强调个体对于共同体的贡献和担当。⑦

这种 “义利观” 清晰地投射在中国的国际法治态度和国际事务推进原则上。⑧ 中国主张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⑨ 这就确立了国家核心利益的底线地位, 同

时积极推动全球利益。 中国主张, “大国与小国相处, 要平等相待, 践行正确义利观, 义利相兼,
义重于利”。 涉外法治的起点是争取、 确保、 促进国家的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在达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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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小军: 《中国古代士的政治道德》, 载 《伦理学研究》 2011 年第 2 期, 第 85—87 页; 郑志强: 《范仲淹 〈岳阳

楼记〉 “忧乐” 思想与艺术新论》, 载 《江西社会科学》 2010 年第 11 期, 第 192—198 页。
参见李海龙: 《论中国外交之正确义利观的内涵与实践》, 载 《理论学刊》 2016 年第 5 期, 第 132—137 页。
参见习近平: 《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2014 年 11 月 28 日)》, 载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200—201 页。
参见 《论语·里仁》。
参见 《孟子·告子上》。
“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 天下壤壤, 皆为利往。” 参见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
参见王红: 《孔子的 “义利” 观与现代社会》, 载 《兰州学刊》 2005 年第 3 期, 第 65—66 页。
参见王泽应: 《正确义利观: 建构当代国际关系伦理的基本精神》, 载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6 年第 5
期, 第 11—17 页; 严俊: 《国际产能合作: 全球经济治理的义利观典范》, 载 《国家治理》 2015 年第42 期, 第44—48
页; 张建、 赵书昭: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义利观》, 载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08 年第 2 期, 第 19—21 页。
2019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十九届四中全会) 提出: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高举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旗帜, 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

发展。” 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 载 《人民日报》 2019 年 11 月 6 日, 第 1 版。 2020 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提出 “要坚持统筹推进国

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参见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 载 《人民日报》 2020 年 11 月 18 日, 第 1 版。
参见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 年 9 月 28 日)》, 载习近平: 《论坚持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254 页。



基础要求之后, 中国一直主张关注世界形势, 贡献人类未来。 对周边国家释放友好的态度, 讲究

以邻为伴、 与邻为善, 以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 促动形成 “亲诚惠容” 的周边关

系。① 中国进而在多边国际事务的角度,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② 期待着世界各国能够共同为面

临的威胁挑战而做好准备, 应对危机、 化解困局、 克服险阻, 从地域的维度, 构建区域和全球的

命运共同体;③ 从领域的维度, 起步于世界经济治理变革倡议, 不断向政治、 文化、 生态、 安

全、 互联网等方面推进, 最终塑造世界的美好愿景、 共同未来。④ 这就是中国在维护本国利益的

基础上为全球利益反复呼吁并形成系列理念的表现。⑤

当前,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倡导的多边主义主要可以从 6 个方面认识。 (1) 在世界格局上,
中国赞成 “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坚定支持多边主义, 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⑥ 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 走出一

条 “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 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2) 在国际事务处理上, 中国主张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建议充分利用协商这一民主的重要形式, 应用于现代国际治理, “反对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⑦ (3) 在经济发展模式上, 中国主张 “要奉行双赢、 多赢、 共赢的新理

念, 扔掉我赢你输、 赢者通吃的旧思维”;⑧ 倡导世界各国 “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

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在开放中扩大共同利益, 在合作中实现机遇共享”。⑨ 中国

自身将 “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推动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经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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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邢丽菊: 《从传统文化角度解析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以 “亲、 诚、 惠、 容” 为中心》, 载 《国际问题研究》
2014 年第 3 期, 第 9—20 页; 卢光盛、 许利平: 《周边外交 “亲诚惠容” 新理念及其实践》, 载 《国际关系研究》
2015 年第 4 期, 第 49—58 页。
李寿平认为, 中国首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形成中的新型国际法观, 其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国际法治

变革提供新的理念, 其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为国际法治变革提供终极目标价值。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
国际法治变革应进一步丰富和创新国家主权原则、 不干涉内政原则、 国际合作原则等国际法基本原则, 确立 “以人

类为本”、 合作共赢、 包容发展的理念, 完善并发展人权保护、 环境保护、 人道主义及全球公域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国

际法律制度, 共同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参见李寿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法治变革: 逻辑证成与现实路

径》, 载 《法商研究》 2020 年第 1 期, 第 44—56 页; 李寿平、 刘蔡宽: 《习近平关于国际法治的重要论述对国际法治

变革的原创性贡献》, 载 《国际法研究》 2023 年第 1 期。 相关研究, 并见周新民: 《习近平全球治理重要论述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意蕴》, 载 《红旗文稿》 2021 年第 1 期。
参见何志鹏、 都青: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治思想》, 载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 (第 8 卷),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版, 第 1—46 页。
参见蔡礼强: 《愿景引领与战略规划: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与独特优势》, 载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 年第 4 期, 第 86—93 页。
参见曹刚: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伦理和国际法治》, 载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2 期, 第

33—41 页。
参见习近平: 《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 (2018 年 4 月 10 日)》, 载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524 页。
参见习近平: 《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 “金色十年” (2017 年 9 月 3 日)》, 载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471 页。
参见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 年 9 月 28 日)》, 载习近平: 《论坚持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254 页。
参见习近平: 《为国际社会找到有效经济治理思路 (2018 年 11 月 17 日)》, 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外文

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457 页。
参见习近平: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 (2015 年 10 月 21 日)》, 载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

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275 页。



球化,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谋求共商共建共享, 建立紧密伙伴关系”;① 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

义、 单边主义, 反对搞 “小圈子” “小集团”。 (4) 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 中国维护以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支持多边贸易体制”;② 主张各国 “要践行承诺、 遵守规则, 不能按

照自己的意愿取舍或选择”。③ (5) 在争端解决方式上, 中国主张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和争

端, 寻求而不是破坏共识, 化解而不是制造矛盾”。④ (6) 在大国关系上, 中国主张各国“要不冲

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⑤ 反对按照一国自身的标准和价值去评价和宰治其他国家。

(三) 中国维护和坚持多边主义的话语效果

当前国际秩序呈现割裂、 分化的特征, 远远未能达到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的理想状

态。 国家之间的分歧、 矛盾仍然广泛存在,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围堵和打压在中国崛起的情

况下仍然反复出现。 基于此种环境, 中国要想为世界的和谐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要使全世界

在未来愿景中确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 首先需要不断改善自身的形象, 加强国家的话

语权。 这是因为中国话语权的增强有助于使中国的观念成为全球共享的观念, 使中国的主张

成为世界能够理解、 接受、 支持的愿景, 使中国努力促动各国团结共进的目标真正地被世界

各国所认可和接受, 并且让各国愿意为这样的目标贡献力量。 与此同时, 中国国家形象的提

升有利于中国将自身的话语传播出去, 有助于世界各国认可中国、 倾听中国的表达; 有利于

使中国改善全球社会秩序、 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思想理念变成现实。 在行动和主体间性的维

度, 中国形象的提升还会增强中国国际合作的范围和分量, 从而有助于增强中国自身的实力,
提升中国的威信, 不仅让那些始终相信中国、 曾经认可中国、 愿意支持中国的友好人士更加

明确和清晰地赞同中国的理念、 支持中国的主张, 而且能够有力地慑服住那些不肯认可中国

的极端少数政府和人员, 使他们不得不正视中国的存在, 正视中国力量、 中国影响、 中国主

张、 中国行动, 从而使中国为自身繁荣发展和世界和谐进步所作的努力真正见到成效。 多边

主义这种团结的行动指向、 包容的态度, 会鼓励各国认可和支持协调行动, 而非相互打压和

攻击。 经过国际交往的反复检验, 国际社会显然会更加支持中国所倡导和引领的真正的多边

主义话语与行动模式。 因此, 反复强调真正的多边主义, 不仅有助于中国的理念让世界了解,
有利于中国的形象被世界接受, 而且能够借此促进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

先前的研究已经证明, 法治具有话语的功能。⑥ 因为法治意味着诚实信用地按照规则去处理

关系, 意味着行为体对于权利和义务有着清晰的预期。 由此, 法治往往代表着正义的力量、 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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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向、 正确的行动和妥当的目标, 以法治的方式表达观点和行动会取得更广泛的支持。 因此,
法治往往会给国家带来正面的影响, 增进国内公众和国际舆论对这一国家的信任。 故而, 现代国

家会越来越多地认可法治, 并且用法治的方式表达自身的立场、 观点、 意愿和行动。 无论是一个

国家在国内积极地建设和推行法治, 还是在国际社会主张、 倡导法治, 都会转变成一个国家面向

国内民众和国际民众的话语表达, 从而助力于树立国家的法治形象。
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已经充分揭示, 国际法本身是碎片化、 不成体系的, 不仅存在区域国际法,

还存在大量的双边国际法以及一些单边国际法。 由此, 国际法想构建起一套统一的原则规范体系以

及组织机构、 形成一套统一的精神理念、 确立一个贯穿的思想意志是比较困难的。 同时, 国际法的

实施力比较弱, 国际法的执行和监督在很大程度上都靠国家的自愿和自主。 尽管国际法存在上述缺

陷和问题, 我们必须清楚, 国际法的现实状态并不是国际法的理想状态, 国际法在现实体系中的碎

片化、 各自为政, 并非在逻辑上就必然保持现状。 如同国内法一样, 国际法的理想状态也是统一普

适的, 至少在价值理念判断尺度上, 应该在全球传递, 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共同支持。 法律的生命在

于公平正义, 这种公平正义体现为法律的透明、 公开、 普遍适用、 普遍接受。 多边主义在这个角度

与国际法治相互契合, 成为国家话语的恰当表达方式和有机组成部分。
由此可证, 坚持多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坚持和倡导国际法治, 这显然有利于明晰和澄

清中国的法治话语, 提升中国的形象, 拓展中国的积极影响。 故而, 中国要通过长期坚持和阐释

多边主义获得和保持对于多边主义问题的话语权, 引领国际社会坚持多边主义、 推进国际法治,
由此在实体上建构一个包容开放的国际社会秩序, 在理念上形成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国际事务指

导思想, 推进国际社会向着更为光明的未来前景建设与合作。

五　 结论与启示

中国在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导

致了全球权力对比格局的变化, 使得原有的顶级大国看到了世界形势前所未有的逆转而造成的。
既有大国给中国施加压力, 试图压缩中国的硬实力, 遏制中国的软实力。 在硬实力方面, 中国已

经采取了一系列解决 “卡脖子” 问题的手段, 积极应对挑战, 努力化解压力, 将风险转化为促

进发展和前进的机遇。 在软实力方面, 中国也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提升国家形象、 树立良好国家

声誉的重要意义, 所以积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推进新闻传媒工作, 努力在各个层面讲好中

国故事, 展现良好的中国形象。
中国坚持多边主义正是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国际法治结构中彰显中国作为有担当、 负责任大国

形象的关键一环。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意味着在国际交往中去伪存真, 击破西方的伪多边主义

谎言, 在比较和鉴别中确立可信的国际事务话语。 坚持多边主义, 要求世界各国努力促动国际社

会公正合理发展, 反对大国强权, 在团结与合作中巩固和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念与行

动。 因此, 中国坚持的多边主义既包含一系列国际造法、 执法和守法行动, 也指涉中国充分利用

国际组织机构的平台和运行体现中国的立场、 主张、 观点和行动方向, 更表明中国在思想观念上

呈现出对于未来国际体系的期待, 在法治领域体现为道德的制高点。
坚持多边主义标志着中国对于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 有着明确的话语和清晰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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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中国主张大国间摒弃对抗思维, 展示协商与协调的诚意; 主张国际社会建立互信、 加强交流、
增进合作; 主张世界各国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由此达致互利共赢、 稳定平衡的国际关

系。 这种话语和指向有助于世界各国更好地理解中国、 认可中国和支持中国, 促动以中国为代表的

发展中国家推进国际秩序稳定、 健康、 可持续发展, 为实现世界和平、 安全、 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Multilateralism as a Discourse of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He Zhipeng

Abstrac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various forms of unilateralism have repeatedly emerged in the 21st
century. Of particular concern is that these unilateralist actions often use the language of multilateralism.
This requires us to deeply analyze the true meaning of multilateralism, and on this basis, explore the
discourse of the rule of law condensed and presented by multilateralism. Through this discourse, we
explore how countries express multilateralism through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nd furthermore, promote
the stance and path to enhance the national image and build national reput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nd multilateralism. Multilateralism is not equivalent to multilateral behavior. Multilateralism is a
spirit abstracted and summarized through repeated multilateral actions. It means adopting an inclusive
mindset and cooperative action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o achieve results that are not exclusive.
Multilateralism reflects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and win-win cooperation between states; multilateralism
means that state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mutual benefit, and openness. The goal of
multilateralism is to continuously expand the consensus of ideas among states around the world and
promote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It means that states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and contribute to global development. Multilateralism, as a spiri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ands in opposition to unilateralism. Unilateralism adopts an arbitrary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pursuing the interests of a single state or small group, and adhering to the
zero-sum game theory ideolog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re non-compliance with
the basic norm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respect for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du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omoting the exclusivity of
international measures. As a spiritual concept, multilateralism may be reflected not only in multilateral
actions, but in bilateral and unilateral actions. This means that a country can decide unilaterally in the
method of reflecting the principles and stance of multilateralism. Correspondingly, multilateral actions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multilateralism. In some cases, unilateralism may be manifested in a multilateral
manner. The phenomenon of conspiring to harm or isolate another state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of several
states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ch examples of unilateralism like NATO and the
negotiation of TPP are quite persuasive. Through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multilateralism,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multilateralism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the rule of law. I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in todays society.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development, multilateralism did not form for a considerable period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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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lateral actions by one state, negotiations between states, as well as wars and peace by several states
constitute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states have gradually moved out of a situation of unilateral action or bilateral exchanges, more and more
are using multilateralism to promote in-depth communication among states, ultimately forming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convention systems. This enriches international law, establish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promotes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ultilateralism is based on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states measured by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and aimed at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outcomes. These are all mutu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good legal
valu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us constituting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Having the above good qualities, multilateralism helps to promote good communic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us helps to promote human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This is the
background of the formation of multilateralism. Based on historical analysis, it can be seen that
multilateralism is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international legal affairs formed through repeated communication
and choices among state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as relatively late and its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was not deep enough. However,
its support and recognition of multilateralism remained unchanged for a long time. On this basis, China
has put forward many viewpoints and taken many action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spirit of
multilateralism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For example,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propos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spirit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Especially in the 1970s, China firmly
linked itself with the Third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we advoc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world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all means that
China has a long-term belief and solid foundation in multilateralism. Activ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lateralism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Chinas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t also
in line with the cooperation no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ctively advocating and practicing
multilateralism can help China form a goo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doption of
a multilateral discourse system can promote positive progres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ile also
benefiting Chinas own development.
Keywords: Multilateralism, Un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Chinas Discours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Glob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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