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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和谐、和平 

——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主旨演讲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 

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组织委员会主任王荣华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女士们、先生们： 

 

九月的上海，金风送爽，丹桂飘香，世界各地的学者来到黄浦江畔，旧雨新知，

汇聚一堂，参加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我谨代表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对

来各位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我们举办中国学论坛，旨在构建一个各国学者坐而论道的平台，交流中国学研究

心得，提升中国学研究水平。两年前，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探讨了“和而不同”

的主题，增进了大家对这个主题的理解和共识。会后，许多学者来信询问第二届

论坛的信息，期待着再度聚晤。经过两年的实践，中国社会又有许多新的变化与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有一系列创新，其中“科学发展观”、“和谐社

会”、“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是具有全局意义的概念。因此，本届论

坛，将以“中国与世界：和谐、和平”为主题，深化“和而不同”的理念，探究

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 

 

朋友们，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广泛，中国人的全球意识

日益增强，中国文化与各国文化的交流日益深入。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已成为

每个中国人的切身感受。我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不断地感受到世界对中国的期

待，也以中国人的智慧回报世界。今天，国际社会正在思考：中国的发展将带给

世界什么？我们最概括的回答是两个词：“和谐、和平”。我们的文化传统，我

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理想追求，都决定了“和谐”既是一种社会思想，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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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根本价值选择；“和平”既是一种理想境界，也是我们的国际行为准则。中

国的发展道路只能是追求和谐、维护和平。下面，我对中国发展的内涵稍加阐述。 

 

中国的发展就是集中精力实现中国现代化，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为世界的和平

与发展做贡献。工业革命以来的三个世纪中，西方许多强国的兴起以向外扩张为

常态，与扩张连在一起的是战争，世界和平进程多次被这种战争所打断。与这种

大国兴起的模式不同，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以本国内在发展为起点和归宿，所有变

革的宗旨都在于办好中国自己的事。中国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大幅度地提高了

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了大约 3亿贫困人口，为世界减除贫困作出了实质性

贡献，为世界和平提供了稳定性和建设性因素。这是中国“改变自己，影响世界”

的一个突出证明。 

 

中国有两大特点，一是幅员辽阔，二是不同区域发展水平悬殊，这为中国自身发

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自己就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中国的发展就是通过全国

范围的要素配置、社会流动和利益调整，逐步实现相对平衡，走向共同富裕。中

国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结构变动，包括城市化、社会转

型、体制改革。从中国沿海到内地正形成一个流动的、开放的、有序的巨大市场，

成为十三亿中国人共享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基础。特别是积极、稳

妥地解决几亿人口在全国范围内流动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都具有

典范意义。在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巨大压力不止一次地催生内

乱和导致扩张。中国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将人口流动作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和地区不平衡的重要举措，作为经济发展和要素配置优化的巨大动力。中国特色

的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为解决人口流动的世界难题开辟了新路径。 

 

中国的发展，是在开放和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以自己的市场和要素为世界提

供机遇和财富源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人力资源转化为具有竞争力

的生产能力，吸引着国际市场要素向中国流动和集聚，改变着世界的分工体系、

价格体系和供求体系。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因素”，既扩展着世界市场的容量，

又抑制着因成本上升可能导致的全球通货膨胀。中国以不足世界 5%的经济总量，

提供了 20%以上的世界经济增量，30%的世界出口增量。中国促进亚洲地区繁荣

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因，来自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巨大潜力。而发挥这种优势和

潜力，则需要保持中国内部的和谐、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中国刺激内需、增加国

内市场容量，既是建设国内和谐社会的需要，又是扩大世界经济空间的必要条件。 

 

中国的发展是在探索中学习，在借鉴中创新，在建设中突破。中国地域辽阔，人

口众多，曾经长期贫穷落后，至今各地发展仍极不平衡。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国

情的制约，又不能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进行，它必然受到复杂的国际影响。国情

和世情的密切关联，决定了中国必须坚定而谨慎地探索。坦率地说，在探索和平

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对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的知识、能力和经验远远不足。

我们借鉴各国成功的经验，也吸取其失败的教训。无论在技术、文化还是体制上，

学习、借鉴，都是为了自主创新。从学习、创新到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是中国

与世界互动的过程，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特殊性的过程，展示中国智慧的过程，也

是对世界作出具有中国地区性贡献的过程。 

 



朋友们，各国现代化过程都承载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历史传统融入现代

化、本国文化融入世界文明的过程，决定着一个国家发展的模式、路径和特色。

中国文化的特点，如内敛、中庸、厚德载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中国发展模

式的潜在影响将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显现出来。其中一些价值和理念经过扬弃和

改造后，可以转化为中国发展的创新概念。“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传统文化

的古老哲理与现代政治理念相结合的产物。 

 

儒学的核心观念是 “仁”与“和”。其中“仁”是人际关系的价值核心，“和”

是社会和政治的价值核心。儒学经典之一的《尚书》就倡导“百姓昭明，协和万

邦”，其涵义是民众应明白事理，各国应和谐相处，达到天下太平。尽管，这里

所谓的“百姓”并不是今天的人民，所谓的“万邦”也不是今天的世界，但这两

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思想萌芽。“和谐”是

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瑰宝。《尚书》以“协和万邦”寄托天下太平，其要义在

于“和平、和谐”。另一部儒学经典《礼记》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明确地以“讲信修睦”作为最高行为准则。“和平、和睦、和谐”三者相辅相成，

需要守信，需要责任，需要宽容。历史上的中国虽历经曲折兴衰，但这些价值和

理念一直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处，造就了中华民族精神，煅铸了中国人的品格。

现实的发展唤醒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使之成为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倡导

和谐世界的思想渊源。 

 

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国经济规模和社会结构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

可回避的历史任务。“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国发展的动力、主体和

目的应当体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公平，利益调节；社会保障，扶助贫弱；环境

保护，安居乐业；政务公开，公民参与等，构成和谐社会的基本诉求。在微观和

谐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国内各地区、各利益群体之间的比较协调、比较均衡的宏

观和谐，形成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互相促进、互为条件的发展战略。

这是比单纯实现经济增长更复杂更艰巨的发展目标。从战略角度看，我们只有通

过和谐社会的建设，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

验的发展，才是可以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发展，才是对世界负责任的发展。 

 

与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相互贯通，在国际上我们追求的是“和谐世界”。如果

说“和平”是国与国之间各种力量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那么“和谐”则是国际

社会各种利益之间共同发展的价值尺度，是从国际关系的和平朝着“天下和谐”

方向的发展和深化。当代中国人首创“和谐世界”的观念，其内涵并非来自突发

奇想，也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权宜之策，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是中

国参与国际事务一贯原则的升华。早在明朝末年，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意

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说过，他仔细地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将中国的

历史与欧洲进行比较，最后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

征服的野心，他从未见过中国征服别国的历史，也没有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在 20 世纪 50 年代，周恩来

参与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世纪 80 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奉行“独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到 21 世纪初，中国领导人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以

邻为伴，与邻为善，几代领导人的战略思维连续性说明：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

中国从文化深处向往和平，坚信和平，全力维护和平。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的步伐不断加快，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和利

益攸关方，需要更高尚、更深入、更宽广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判断。“和谐世界”

由此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今天，“和谐”理念已成为中国的基本价值，凝聚成全体中国人的发展愿景，成

为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指向。这些价值和品格一旦转化为中国的国际行为，就决定

了中国只能做负责任的、担当信义的大国。在地区稳定、世界和平、多边贸易和

人道主义援助等国际事务中，中国的不懈努力是有目共睹的。这来自于我们对

“和谐世界”的向往与追求，来自于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原则、我

们的心愿。 

 

无需讳言，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存在着利益冲突、价值冲突、不同文明之间的

冲突、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还有国家与国家的冲突，存在许多不和谐现象。在

一个并不那么和谐的世界里倡导并致力于和谐，是因为我们坚信中国文化是世界

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的一部分，我们同处于一个地球家园中；是

因为我们坚信在这个多样化的世界里，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价值之间，可

以互相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容忍、相互欣赏；是因为我们坚信人类有共同的未

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有共同的终极关怀。  

 

朋友们，从一个不那么和谐的世界到一个相对和谐的世界，将是曲折而漫长的过

程。中国先哲就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我们将弘扬这

种精神，孜孜不倦地建设和谐社会，追求和谐世界，以中国的发展为人类的共同

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祝本届论坛在和谐的氛围中取得丰硕的成果，祝大家在上海享受和谐生活

的乐趣。 

 

谢谢大家！ 

 

资料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网站 http://www.sass.org.cn/ 09/2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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