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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今世界各种安全问题层出不穷ꎬ 利己主义思想及

以邻为壑行为更是冲击着本就动荡的国际安全格局ꎬ 世界也因此呼唤新

安全理念的出现ꎮ 包含适度 “利我” 和 “利他” 双重内涵的 “共赢”
概念作为一种与狭隘利己主义相对的行为准则ꎬ 恰好可以成为培育国际

合作的良方ꎮ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２２ 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首次提

出的全球安全倡议ꎬ 蕴含着共赢的积极意义ꎬ 在兼顾自身安全利益的同

时ꎬ 将利他逻辑融入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的实践ꎬ 突破了西方国家传统的

狭隘利己主义安全理念ꎬ 体现出了丰富的共赢逻辑ꎮ 这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外交思想与实践中所一贯秉持的共赢理念也是密不可分的ꎮ 中亚

地区作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区域之一ꎬ 提供了一个剖析全球安全

倡议共赢逻辑的典型案例ꎮ 基于此ꎬ 本文选取饱受安全问题困扰的中亚

地区作为具体分析对象ꎬ 探究全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的现实存在及挑

战ꎬ 有针对性地给出了优化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可行路

径ꎬ 试图以此加深国际社会对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解ꎬ 进一步促进倡议的

落实ꎬ 促使各国以共赢逻辑共同解决全球安全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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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当前国际安全问题频发的现实ꎬ ２０２２ 年４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开幕式上首次提出了以 “六个坚持” 为核心要义的全球安全倡议ꎬ 突破了西

方国家仅关注自身安全甚至将自身安全与他者安全对立起来的狭隘利己主义安全理

念ꎬ 主张走一条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ꎮ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２３ 年金砖国家工

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中再次强调: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ꎬ 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

生根ꎬ 坚持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 共赢而非零和ꎬ 携手打造安全共同

体ꎮ”① 这一讲话再次重申了全球安全倡议所具备的共赢性特质ꎮ 由此可见ꎬ 共赢

是中国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生根的重要遵循ꎬ 同时也是理解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

逻辑线索ꎮ 那么ꎬ 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究竟是什么? 这一逻辑又是如何产生

的? 自提出以来ꎬ 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一种指导理念ꎬ 又是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得以落

实的? 其落实效果如何? 本文尝试围绕上述问题ꎬ 通过共赢概念的新视角ꎬ 结合中

亚地区的安全现实ꎬ 对全球安全倡议的逻辑内核及具体落实情况进行深入剖析ꎮ

一　 文献综述

自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以来ꎬ 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于以下两方面对该倡议进行

探究ꎮ 第一ꎬ 从不同视角对全球安全倡议的内容进行分析ꎮ 国内学者主要聚焦全

球安全倡议的内容和价值意义ꎮ 如李申浩等人从理论根源、 主要内涵和价值意蕴

层面对全球安全倡议的内容进行了剖析②ꎮ 彭博等人从全球安全倡议的文明基

底、 实践逻辑角度对该倡议的内容进行了分析③ꎮ 国外学者则主要集中探讨中国

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的动机以及该倡议对世界秩序的影响ꎮ 有些学者认为全球安全

倡议能够对国际安全问题的解决产生积极影响ꎬ 如苏马迪纳塔塞蒂亚布迪从全

球安全倡议的具体内容出发ꎬ 指出该倡议能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有效方案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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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一些学者质疑全球安全倡议的动机及效用ꎬ 如舒曼迈克尔等人妄称全球

安全倡议是帮助中国实现全球领先地位的重要工具之一ꎬ 旨在重塑基于规则的国

际秩序①ꎮ 第二ꎬ 从实践层面出发ꎬ 对全球安全倡议具体落实的路径和效果进行

分析ꎮ 国内学者在分析该倡议实践效果的同时ꎬ 也开始对如何进一步完善全球安

全倡议的实践路径进行探究ꎬ 如冷雪昊等人肯定了目前全球安全倡议在拉美地区

落实的积极效果ꎬ 同时探讨了该倡议在拉美地区进一步落实的可能路径②ꎮ 左希

迎则聚焦于中国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过程中面临的来自中美关系不稳定的挑

战③ꎮ 国外许多学者对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表示支持ꎬ 也有一些学者质疑全球安

全倡议的落实效果ꎮ 如黄氏霞指出全球安全倡议在政策表达与具体落实之间存在

差距ꎬ 故东南亚国家应该对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持谨慎态度④ꎮ 大卫阿拉斯妄

言全球安全倡议不仅不会促进国际安全问题的解决ꎬ 还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⑤ꎮ
综上所述ꎬ 既有研究从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动机、 内容意蕴、 具体落实路径

以及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ꎬ 但大多数学者对全球安全倡议的研究或集中于对其

理论层面和具体内容的来龙去脉进行分析ꎬ 或将该倡议与某一具体地区或安全议

题结合起来分析该倡议的落实情况ꎬ 鲜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对全球安全倡议

的逻辑线索和落实情况进行综合分析ꎬ 也尚未有学者从共赢概念出发探究全球安

全倡议的内在逻辑ꎮ 此外ꎬ 从全球安全倡议的视角专门分析中亚地区安全问题的

文献也很少ꎬ 大多数学者或专门针对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进行分析ꎬ 或在 “三大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ｃｈｕｍａ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ｔ ａｌꎬ “Ｈｏｗ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 Ｎｅｗｅ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Ｓｅｅｋ ｔｏ Ｒｅ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ｉｓｓｕｅ － ｂｒｉｅｆ / ｈｏｗ －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 －
ｎｅｗｅｓｔ － ｇｌｏｂａｌ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 ｓｅｅｋ － ｔｏ － ｒｅｍａｋｅ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ｏｒｄｅｒ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 日ꎮ

冷雪昊、 冯维江: «全球安全倡议的性质及其在拉美的实践前景»ꎬ 载 «拉丁美洲研

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ꎮ
左希迎: «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挑战»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ꎮ
Ｈｏａｎｇ Ｔｈｉ Ｈａꎬ “Ｗｈｙ Ｉ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ａｕｔｉｏｕｓｌｙ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ｓｅａｓ ｅｄｕ ｓ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 ｉｓｅａｓ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２０２３ － １１ － ｗｈｙ － ｉｓ －
ｃｈｉｎａｓ － ｇｌｏｂａｌ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ｃａｕｔｉｏｕｓｌｙ －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 ｉｎ －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 ａｓｉａ － ｂｙ － ｈｏａｎｇ － ｔｈｉ －
ｈａ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 日ꎮ

Ｄａｖｉｄ Ａｒａｓｅ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Ｓｔｏｋ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ｉｎｋｃｈｉｎａ ｓｇ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ｃｈｉｎａｓ － ｇｌｏｂａｌ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ｓｔｏｋｉｎｇ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ꎬ 访问时

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３ 日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倡议” 框架下对中国的中亚外交进行整体性研究ꎮ 故本文将在已有相关分析的基

础上ꎬ 不仅从理论层面探究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及其具体表现ꎬ 还从现实层

面将其与中国在中亚地区维护安全稳定的行动结合起来ꎬ 基于共赢逻辑视角分析

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动因、 实践路径及现实挑战ꎬ 并在此基础上

给出应对挑战的对策建议ꎮ

二　 “共赢” 概念解析

“共赢” 不同于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仅强调自身收益而忽视他者收益的

绝对收益ꎬ 更不同于一定要比他者获益更多的相对收益ꎬ 而是着眼于共同利益的

实现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参与各方在合作中不仅能够实现自身利益ꎬ 还能使他者获

益ꎬ 最终实现参与各方共同获益ꎮ 由此可见ꎬ 共赢是一个包含着利我与利他双重

内涵的概念ꎬ 实现共赢的过程也是一个既利我又利他的过程ꎮ 故此ꎬ 本文将从利

我和利他两个层面剖析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ꎮ
首先ꎬ “利我” 一词具体到国际关系中ꎬ 是指一国从有利于本国的角度出发

开展外交活动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利我” 并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ꎬ 它也有程度之

分ꎮ 一定程度上的利我对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开展外交行动的国家来说是必要

的ꎬ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存续的关键ꎬ 共赢逻辑中的利我内涵也正是这样一

种适度的利我类型ꎮ 但若这种利我超越了适度的界限ꎬ 开始以损害他者为代价ꎬ
便是不可取的ꎬ 利我的最极端化形式ꎬ 就是只考虑自身利益甚至以牺牲他者利益

为代价来实现自身目标的纯粹利己主义ꎮ
其次ꎬ “利他” 在学理意义上就是利他主义ꎬ 这一概念较为复杂ꎮ 自法国哲

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这一概念以来ꎬ 不同学者对其内涵和动机提出了不同解

释ꎬ 并将其划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ꎮ 尽管如此ꎬ 这一概念依旧存在着被普遍认同

的核心含义ꎬ 认为其 “基本特征包括以造福他人为主要目标的自愿和有意的行

为”ꎬ 并且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ꎬ 是指促进他人利益”①ꎮ 就类型来看ꎬ 综合已有

成果ꎬ 我们可以将利他主义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ꎮ
其一ꎬ 纯粹利他主义ꎮ 这一类型的利他主义因其动机的无私性ꎬ 常常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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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彻底的利他主义类型ꎬ 即 “以牺牲自己的福祉、 时间或精力为代价ꎬ 无私地

关心他人的福祉”①ꎬ 其背后动机纯粹是出于对他人福祉的关心ꎬ 并且不期望得

到对方的回报ꎮ
其二ꎬ 亲缘利他主义ꎮ 其内涵由生物学家汉密尔顿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率先阐

释ꎬ 在他看来ꎬ 生物的利他行为与个体间的亲缘程度紧密相关②ꎬ 亲缘利他主义

“涉及以牺牲自己的机会为代价ꎬ 以有利于遗传亲属的生存或繁殖机会的方式行

事”③ꎬ “利他行为虽然降低了自己的适合度ꎬ 但提高的是广义的适合度ꎬ 自我的基

因在具有亲缘关系的族群个体中仍然得到延续”④ꎮ
其三ꎬ 基于情感的利他主义ꎮ 这一类型的利他主义关注人类情感对激发利他

行为的作用ꎬ 如对他人不幸经历的同情和怜悯、 因未能帮助他人而产生的羞耻和

内疚感等ꎮ 其中最著名的是巴特森丹尼尔提出的 “移情—利他主义假说”ꎬ 移

情即以他人为导向ꎬ 当感受到他人需要帮助时ꎬ 利他主义者便会产生对他人困境

的同理心ꎬ 而这一情感便会驱动个人对他人伸出援手⑤ꎮ
其四ꎬ 互惠利他主义ꎮ “互惠利他主义” 这一概念由罗伯特特里弗斯提

出ꎬ “是一种回报—利益利他主义”⑥ꎬ 个体之所以进行利他行为ꎬ 原因就在于希

望从他者处获得收益和回报ꎬ 利他主义存续的关键在于双方的互惠和相互合作ꎮ
其五ꎬ 基于人类共同体信念的利他主义ꎮ 在人类共同体信念的驱动下ꎬ 个体

的利他行为并不局限于亲属关系或同族群关系ꎬ 而是扩展至人类群体ꎬ 个人之间

的差别、 群体之间的划分并不重要ꎬ 利他行为纯粹是基于我们都是人类这一群体

的身份ꎬ 门罗等人通过对欧洲犹太人救助者的访谈和研究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利他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ｂｏｕｎａｄｅｒ Ｔｏｈｍｅꎬ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ｒｅ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ａｔｅ ｎｅｔ / ｐｕｂ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３３３７５９４３３＿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ｒｅ＿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ꎮ

Ｗ Ｄ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ꎬ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Ｉ”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６４ꎬ ｐｐ １７ － ５２

Ｍ Ｃ Ａｓｈｔ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Ｋｉｎ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ꎬ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ｇ Ｆｉｖ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Ｖｏｌ １９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 ２４３ － ２５５

黄真: «国际互惠的基本类型及其伦理取向———兼论国家利他主义的动力根源»ꎬ 载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ꎮ
Ｂａｔｓｏｎ Ｃ Ｄａｎｉｅｌ ｅｔ ａｌꎬ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ｍｐａｔｈｙ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ꎬ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Ｅｖｉｌ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３５９ － ３８５
Ｒｏｂｅｒｔ Ｔｒｉｖｅｒｓꎬ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Ｌａｔｅｒ”ꎬ ｉ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６７ －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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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类型的存在①ꎮ

三　 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

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不仅源于中国对当今全球安全问题的现实忧虑ꎬ 更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交实践中的共赢思维ꎬ 全球安全倡议也由此在其理念的

出发点、 实现路径的选择等诸多方面都体现出丰富的共赢逻辑ꎮ

(一) 全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的具体体现

共赢包含着适度的利我和利他的双重内涵ꎬ 故本文将从利我与利他两个层面

探究全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的具体体现ꎮ
第一ꎬ 在出发点上ꎬ 全球安全倡议以期望各国携手解决全球安全问题、 树立

新安全理念的真诚愿望为重要驱动力ꎬ 蕴含着既利我又利他的共赢动机ꎮ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传统安全议题再次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ꎬ 与此同时ꎬ
生物安全、 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亟待解决ꎬ 这不仅给国家安全环境带来

不利影响ꎬ 也使得全球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ꎮ 但是ꎬ 本应携手同行的国际社会却

面临着利己主义、 单边主义、 霸权主义的回潮ꎬ 此起彼伏的安全问题不仅得不到

解决ꎬ 甚至还有蔓延之势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２２ 年

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ꎬ “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和平框架ꎬ 霸权主义和

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和平ꎬ 集团对抗只会加剧 ２１ 世纪安全挑战ꎮ 为了促进世

界安危与共ꎬ 中方愿在此提出全球安全倡议”②ꎮ 这充分展现出中国愿与各国携

手构建一个共同和平、 安全的世界的真诚愿望和决心ꎮ 此外ꎬ 全球安全倡议并不

是空中楼阁ꎬ 而是具有极强的实践性ꎬ 中国不仅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者ꎬ 也将

是该倡议的首要实践者ꎮ 正如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所指出的: “中方将在

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开展与世界各国和国际、 地区组织的双多边安全合作ꎬ 积极

４０１

①

②

Ｋ Ｒ Ｍｏｎｒｏｅ ｅｔ ａｌꎬ “Ｂａｒｔｏｎ Ｍ Ｃꎬ Ｋｌｉｎｇｅｍａｎｎ Ｕ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ｃｕｅｒｓ ｏｆ Ｊｅｗｓ ｉｎ Ｎａｚｉ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Ｅｔｈ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１０１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０ꎬ ｐｐ １０３ － １２２

«携手迎接挑战ꎬ 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２２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

讲»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６８８７７８ ｈｔｍ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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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安全理念对接和利益共融ꎮ”① 由此不难发现ꎬ 全球安全倡议在动机取向上

与西方国家狭隘的利己主义安全思维不同ꎬ 中国在构建该倡议内容框架的过程中

不仅关注自身安全ꎬ 也着眼于促进他国安全ꎬ 更重视落实全球安全倡议过程中的

责任承担ꎬ 在既利我又利他的基础上与他国携手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ꎬ 这正

是共赢逻辑的生动体现ꎮ
第二ꎬ 在推动因素上ꎬ 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不仅源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ꎬ

还受到对其他国家和民众面临安全挑战的关心、 担忧等朴素情感的驱动ꎬ 包含着

基于情感的利他主义的内在意蕴ꎮ 在利我层面ꎬ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ꎬ 中国的国

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息息相关ꎬ 中国国家安全的实现有赖于国际安全的实现ꎬ 故在

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稳定这一因素的推动下ꎬ 中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ꎮ 在利他层

面ꎬ 情感利他主义强调情感对于利他行为的驱动作用ꎬ 而全球安全倡议更体现出

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其他地区的国家和人民面临安全挑战的同情与忧虑ꎮ 国际安全

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ꎬ 更关系到世界的未来和各国人民的生活与福

祉ꎮ 然而ꎬ 当前以邻为壑的利己主义行为再次抬头ꎬ 合作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动

力减弱ꎬ 导致全球安全形势恶化ꎬ 尤其危害着饱受安全问题困扰的国家和人民的

安全ꎬ 这很难不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及其人民的恻隐之心ꎮ 因此ꎬ 为促

进世界安全ꎬ 中国在国家安全形势总体稳定背景下ꎬ 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了全球

安全倡议ꎬ 并且着重呼吁有能力的大国带头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ꎬ 旨

在 “让每一个国家享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ꎬ 让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安居乐

业ꎬ 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②ꎮ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所提出的包括中东、
非洲、 拉美等多个地区以及核安全、 气候安全、 信息安全等多个领域的重点合作方

向均受到安全问题的挑战ꎬ 提出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展现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

担当ꎮ
第三ꎬ 在实现路径上ꎬ 全球安全倡议以相互尊重为根本遵循ꎬ 以合作安全为

重要手段ꎬ 坚持重视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ꎮ 这不仅是适度利我的体现ꎬ 也是互惠

利他主义的生动体现ꎮ 在全球化条件下ꎬ 全球性安全问题越来越具有跨国性、 复

杂性特征ꎬ 关涉每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未来ꎬ 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更需要各国间的

５０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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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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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尊重、 相互合作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一定程度的利我路径是无可厚非的ꎬ 然而

各国若是选择纯粹利己的手段与他国进行互动ꎬ 那么长久的国家间互动和合作便

无法实现ꎬ 故还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利他路径ꎮ 因此ꎬ 在实现路径的选择上ꎬ 全球

安全倡议不仅包含利我成分ꎬ 更包含着指向帮助他人的利他成分ꎮ 全球安全倡议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ꎬ 在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路径选择上ꎬ 始终倡导相互尊重

主权和领土完整ꎬ 兼顾他国的合理安全关切ꎬ 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

的基础之上ꎬ 坚持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ꎬ 走合作之路ꎮ 其中ꎬ 相

互尊重是各国得以合作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的重要前提ꎬ 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

切也暗含着本国安全关切被回应的期待ꎬ 正是在兼顾他国合理安全关切的基础

上ꎬ 本国的安全关切才更有可能被他国回应ꎬ 使得合作作为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的

手段有持续存在的可能ꎮ 正如中方多次指出的那样ꎬ 全球安全倡议始终秉持开放

包容的原则ꎬ “不是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工具ꎬ 而是各方都能受益的国际公共产

品”①ꎮ 这不仅是利我的体现ꎬ 更是互惠利他主义所强调的相互合作与预期收益

的获得ꎬ 是利他主义存续的生动体现ꎮ
第四ꎬ 在长远目标上ꎬ 全球安全倡议不仅着眼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实现ꎬ 还以

实现共同安全、 构建安全共同体为最终目标ꎬ 与基于人类共同体信念的利他主义

逻辑不谋而合ꎮ 作为国际社会一员ꎬ 一国的外交实践首先应当着眼于自身利益的

实现ꎬ 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ꎬ 其首要的、 基础性的目标也是维护中国国家安

全ꎬ 这是无可厚非的ꎮ 然而ꎬ 全球安全倡议的长远目标不限于此ꎬ 更希望助力人

类安全共同体的实现ꎮ 具体来看ꎬ 将人类共同体信念作为利他主义的基础 “不只

是一个口号ꎬ 更是一个包含平等、 拒绝谴责的道德规范ꎮ 总之ꎬ 它说明了一个人

类同呼吸、 共命运的观点”②ꎮ 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ꎬ 就明确表示

“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③ꎬ 这一主张在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中国外交部发表的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中再次得到强调ꎬ 即要 “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ꎬ 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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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共建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的世界»ꎬ ｈｔｔｐ: / / ｒｕｓｓｉａｅｍｂａｓｓｙ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ｙｊｈ＿ ６７４９０６ / ２０２４０３ / ｔ２０２４０３２８ ＿ １１２７２７２３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ꎮ

〔英〕 尼尔斯科特、 乔纳森塞格罗: «利他主义»ꎬ 孙一平译ꎬ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１５０ 页ꎮ

«落实全球安全倡议　 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ｇｍｗ ｃｎ / ２０２３ －０５ / ０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６５４２７７５ ｈｔｍ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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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个远离恐惧、 普遍安全的世界”①ꎮ 由此可见ꎬ 全球安全倡议不局限于一

国的狭窄安全理念与实践ꎬ 而是超越了不同民族、 国家和文化的界限ꎬ 立足于人

类大家庭ꎬ 着眼于人类的共同安全ꎬ 以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ꎬ 而这一

目标的背后则受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信念的指引ꎮ 对中国来说ꎬ 世界各国没有民

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分ꎬ 世界人民也没有肤色、 种族之别ꎬ 我们均是人类大家

庭的一员ꎬ 一国的安全不是真正的安全ꎬ 只有普遍安全、 共同安全才是真正的安

全ꎮ 基于此ꎬ 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对全人类共同安全有着深刻关切的全

球安全倡议ꎬ 这也正与基于人类共同体信念的利他主义理念不谋而合ꎮ

(二) 全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存在的原因

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不是凭空而来的ꎬ 而是有其产生的现实因素、 历史

文化渊源和实践背景ꎬ 暗含着中国对共赢思维在国际关系中回归和存续的期待ꎮ
第一ꎬ 在单边主义、 纯粹利己行为重新抬头的背景下ꎬ 中国主动将共赢逻辑

注入全球安全倡议中ꎬ 旨在推动新安全理念的形成和全球性安全问题的解决ꎮ 当

前各种全球性安全问题交织激荡ꎬ 气候问题、 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尚未得

到妥善解决ꎬ 地缘政治冲突、 军备竞赛等传统安全问题有再度扩大化趋势ꎬ 旧有

安全问题叠加不断出现的新安全问题冲击着本就脆弱的国际安全格局ꎬ 再加上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邻为壑ꎬ 通过经济制裁、 拉拢盟友结成 “小圈子” 等手

段继续挑动地区对立ꎬ 国家间的零和博弈与利己行为使国际合作解决安全问题的

努力再度蒙上阴影ꎮ 而共赢思维作为纯粹利己主义的对立面则恰好可以成为解决

这一问题的良方ꎬ 尤其是在当今全球性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国家间合作动力衰退

的背景下ꎬ 包含着适度利我和利他双重内涵的共赢思维不仅可以激起各国对共同

解决全球性安全问题的关注ꎬ 也有利于塑造新的全球安全理念ꎮ 基于此ꎬ 中国主

动将共赢逻辑融入全球安全倡议ꎬ 试图以共赢的 “药方” 驱散国际关系中正在

兴起的单边主义、 纯粹利己主义趋势ꎬ 唤起各国共同合作、 兼顾他国利益关切的

行为方式ꎬ 助力全球安全问题的解决ꎮ
第二ꎬ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赢理念为全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的形成提

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渊源ꎮ 一个国家的外交理念和政策主张深深植根于该国的历

史文化背景中ꎬ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

７０１

①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全文)»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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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和精华所在ꎬ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ꎬ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

基ꎮ”① 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最新发展和中国外交在安全领域的

生动体现ꎬ 其背后所蕴含的共赢逻辑同样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ꎮ 几千年

来ꎬ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倾向ꎬ “可以说利他是植根于社会与

文化深层的潜在的一种思想意识”②ꎬ 包括儒家、 墨家在内的一系列中国传统思

想流派一直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ꎮ 无论是孔子的 “仁者爱人”
还是墨子的 “兼爱非攻” 思想都蕴藏着丰富的 “修身” “爱人” 思想ꎬ 无时无刻

不向国人传递着为他人着想的利他情怀ꎬ 影响着中国人民看待世界的方式ꎬ 为全

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ꎮ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ꎬ 正是

“爱人” “助人” “兼爱” 等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利他价值观才孕育

出了拥有丰富共赢逻辑的全球安全倡议ꎮ
第三ꎬ 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一贯包含着丰富的共赢观念ꎬ 为全球安全倡议共

赢逻辑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土壤ꎮ “全球安全倡议植根于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与实践ꎬ 来源于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传统与智慧”③ꎬ 这正是对全球安全

倡议与中国外交实践关系的恰如其分的描述ꎬ 即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中国当下对外

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 不仅扎根于中国的外交实践中ꎬ 也与中国一贯秉持的

外交思想一脉相承ꎮ 除坚定捍卫本国利益外ꎬ 中国外交实践也体现出利他主义观

念ꎬ “利他ꎬ 就是以义为先ꎬ 不求回报ꎬ 真心实意帮助对方实现自主发展”④ꎬ 这

在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ꎮ 中国在自身还面临着国家建设和发展

任务之时ꎬ 就开始对非洲等不发达地区和国家提供援助ꎬ 帮助坦桑尼亚建造坦赞

铁路便是生动的例证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中国综合实力提升ꎬ 开始探索如何将自

身发展成果惠及全球ꎬ 从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和对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投入ꎬ 到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创” 中赓续中华文脉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４ / ０２０７ / ｃ６４３８７ － ４０１７４８３４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ꎮ

云文静: «中国社会变迁下代际关系中 “利他” 倾向探究»ꎬ 载 «中国集体经济»
２０１９ 年第 ２０ 期ꎮ

王毅: «落实全球安全倡议ꎬ 守护世界和平安宁»ꎬ ｈｔｔｐ: / /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２ / ０４２４ / ｃ１００３ － ３２４０６７５１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９ 日ꎮ

«中国对外援助展现大党大国担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２ / ０８１８ / ｃ１０
０２ － ３２５０５０９７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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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和落实ꎬ 再到 ２０１５ 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提出ꎬ 中国的外交实践处处体现着共赢思想ꎬ 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也

正是沿着这一思想脉络发展而来的ꎮ

四　 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实现共赢的外交实践与动因

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ꎬ 更在实践中得到了具体运用ꎬ 这

在中亚地区体现得尤其明显ꎮ 一方面ꎬ 自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以来ꎬ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

国际场合向中亚五国发出共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呼吁ꎬ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也有多处涉及中亚五国的相关内容ꎮ 另一方面ꎬ 中亚国家对此反响积极ꎬ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 “中国 ＋中亚五国” 外长会晤联合声明» 指出ꎬ “各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和全球安全倡议”①ꎮ 基于此ꎬ 自全球安全倡议提出至今ꎬ 中亚地区一直是践行全

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区域之一ꎬ 该倡议的共赢逻辑也在中亚地区得到了充分体现ꎮ

(一) 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实现共赢的外交实践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指明了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方向与平台ꎬ 是指导全

球安全倡议落地生根的重要文件ꎬ 也指引着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该倡议的行动方向ꎮ
第一ꎬ 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多边安全合作平台的建设与发展ꎮ 国际多边合作

平台在国家间互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ꎬ 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搭建的各类合作

框架更是为双方的安全合作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和制度基础ꎮ 截至目前ꎬ 中国与中

亚国家已经建立了以上海合作组织、 “亚信会议”、 共建 “一带一路” 和 “中国 ＋
中亚五国” 等为支柱的多边多领域合作框架ꎮ 同样ꎬ 作为中国提出的重点面向安

全领域的新倡议ꎬ 全球安全倡议共赢效能的发挥离不开相关合作平台和机制的支

撑ꎮ 为此ꎬ 中国也在积极推动与中亚国家多边安全合作平台的进一步发展ꎮ 比

如ꎬ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在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上ꎬ 中国和中亚国家元首一致同意正式建

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②ꎮ 这不仅标志着中国—中亚定期会晤机制级别的升

９０１

①

②

« “中国 ＋中亚五国” 外长会晤联合声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２
０６ / ｔ２０２２０６０９＿１０７００８９１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９ 日ꎮ

«习近平同中亚五国元首宣布　 正式成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ｌｉｅｂｉａｏ / ２０２３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６８７４８９３ ｈｔｍ? ｅｑｉｄ ＝ ｃ１７４６４ｄｅ００００９４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６４６８６５６ａ
＆ｗｄ ＝ ＆ｅｑｉｄ ＝ ｂ１ｆａ０ｃ５ｄ０１ｄ３１ｄ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６５６ｃ６ｄ０ｄ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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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ꎬ 也将有助于中国从元首层面直接向中亚国家传达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内涵、
提升该倡议在中亚地区落实的机制化水平ꎮ 此外ꎬ 作为促进亚洲地区安全与合作

的重要多边平台ꎬ 亚信会议在机制深化上也有了新的进展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 在哈

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六次峰会上ꎬ 成员

国通过了关于亚信会议转型的 «阿斯塔纳声明»ꎬ 一致决定将 “逐步、 分阶段

地、 以协商一致为基础将亚信会议转变为一个成熟的地区性国际组织”①ꎬ 这标

志着亚信会议将从定期举行的国家间商讨安全问题的合作论坛逐渐转型为一个正

式的国家间合作机构ꎮ 亚信会议的这一转变升级将继续巩固中国与中亚国家安全

合作的成果ꎬ 助力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ꎬ 同时为中国在中亚地区更好激发出全球

安全倡议的共赢潜能提供更为坚实的组织和制度支撑ꎮ
第二ꎬ 尊重中亚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ꎬ 同时助力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ꎮ 中亚

国家有强烈的主权意识ꎬ 中国始终在尊重中亚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与中

亚国家开展安全合作ꎬ 坚持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

心要义之一ꎮ 阿富汗问题始终威胁着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ꎬ 尤其是恐怖主义、 宗

教极端主义等一系列尚未解决的安全问题更有向中亚地区蔓延之势ꎬ 给这一地区

带来新的安全挑战ꎮ 基于此ꎬ 中国积极采取相关举措ꎬ 助力地区热点问题降温ꎮ
具体来说ꎬ 中国不仅与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积极商讨解决阿富汗问题的

方案ꎬ 还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发布了 «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中国立场» 文件ꎬ 系统阐释

了中方关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立场主张ꎬ 其中多处提到对阿富汗恐怖主义问题滋

生的担忧ꎬ 呼吁加强对 “东伊运” 在内的一切恐怖势力的打击②ꎬ 充分体现出中

国为防止外部安全风险向中亚国家外溢而付出的努力ꎮ
第三ꎬ 与中亚国家加强安全合作ꎮ 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复杂ꎬ 长期受各种

安全问题困扰ꎮ 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由来已久ꎮ ２０２４ 年是上海合

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成立 ２０ 周年ꎮ ２０ 年来ꎬ 中国不仅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与

中亚国家定期举行反恐联合演习ꎬ 还将安全合作扩大至疾病防治、 生态环境保护

等诸多领域ꎮ 自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以来ꎬ 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内的合作更

０１１

①

②

“Ａｓｔａｎａ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ＩＣ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ｋｏｒｄａ ｋｚ / ｅｎ / ａｓｔａｎａ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ｏｎ － ｃｉｃａ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１３９９３８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 日ꎮ

«中国外交部发布 ‹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中国立场› 文件»ꎬ 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３ / ０４１３ / ｃ６４３８７ － ３２６６３１７５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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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切ꎮ 具体来说ꎬ 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ꎬ ２０２３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与独联

体成员国相关部门举行了 “欧亚反恐 ２０２３” 联合反恐演习①ꎬ 进一步深化了中国

与中亚国家在反恐领域内的安全协作ꎻ 在新兴技术层面ꎬ 为共同应对信息领域出现

的新安全威胁ꎬ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 中国与中亚五国外长第三次会晤通过了 « “中国 ＋中

亚五国” 数据安全合作倡议»ꎬ 强调在数据安全领域开展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②ꎮ
此外ꎬ 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再次表示ꎬ “中方愿帮

助中亚国家加强执法安全和防务能力建设ꎬ 支持各国自主维护地区安全和反恐努

力ꎬ 开展网络安全合作”③ꎬ 充分展现出中国帮助中亚国家共同应对安全挑战的

真诚愿望ꎮ
第四ꎬ 倡导大国在中亚地区的良性互动ꎮ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指出要

“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ꎬ 推动构建和平共处、 总体稳定、 均衡发展的大国关

系格局”④ꎬ 这一点在中亚地区得到了充分体现ꎮ 中亚地区作为连接东西方的战

略纽带ꎬ 一直是大国博弈的重点区域ꎬ 尤其是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 国

际社会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欧亚地区之后ꎬ 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意义越发凸显ꎬ 大国

纷纷加强了与中亚五国的联系ꎮ ２０２３ 年９ 月ꎬ 美国与中亚五国举行了首届美国—中

亚国家元首级会晤ꎮ 美国兰德公司官网于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发布了亨特斯托尔题为

«美国加强参与中亚事务的案例» 的文章ꎬ 指出 “中亚与俄罗斯关系的恶化以及

对中国影响力日益增长的怀疑ꎬ 为美国通过在该地区加大长期投入来提升其形象

创造了机会之窗”⑤ꎬ 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建议ꎬ 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美国将进

一步加强在中亚地区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竞争态势ꎮ 西欧国家、 日本以及包括土耳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Совместное ант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компетентных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 －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НГ и государств － членов ШОС “Евразия － Антитеррор －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ｓａｔｃ ｏｒｇ / １２８９ / １３３ / １６１ / ９３６６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３ 日ꎮ

« “中国 ＋中亚五国” 数据安全合作倡议»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０９ / ｃ＿ １１２８７２８０７８ ｈｔｍ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３ 日ꎮ

«习近平主持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强调携手建设守望相助、 共同发

展、 普遍安全、 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ｗｙｔｂ ｇｏｖ ｃｎ / ｔｏｐｏｎｅ / ２０２３０
５ / ｔ２０２３０５２２＿１２５３６１２４ ｈｔｍ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５ 日ꎮ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全文)»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ꎮ
Ｈｕｎｔｅｒ Ｓｔｏｌｌꎬ “Ａ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Ｕ 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ａｎｄ

ｏｒｇ / ｐｕｂｓ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２０２３ / ０９ / ａ － ｃａｓｅ － ｆｏｒ － ｇｒｅａｔｅｒ － ｕｓ －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ｉｎ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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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伊朗等在内的周边国家都纷纷强化了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机制ꎮ 然而ꎬ 这些相

互角力的域外力量不仅没有起到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作用ꎬ 反而冲击着中亚地区

现有的安全秩序ꎬ 增加了该地区卷入大国冲突的风险ꎮ 基于此ꎬ 中国不仅积极自

主管控与他国在中亚地区的分歧ꎬ 还多次呼吁域外大国在中亚地区保持良性互

动ꎬ 倡导共同构建一个安全稳定的中亚秩序ꎮ

(二) 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动因

利我行为产生于自身利益的驱动ꎬ 而利他主义则将驱动个体采取利他行为的

动因分为亲缘关系动机、 互惠动机、 情感动机等ꎮ 同样地ꎬ 中亚地区能够成为中

国积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区域之一也不是没有缘由的ꎬ 包含着利我和利他

双重内涵的共赢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新框架ꎮ
第一ꎬ 中亚五国与中国在安全观上的相似性以及作为伙伴国的身份定位提供

了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关系驱动ꎮ 亲缘利他主义将个体间亲缘关

系的远近视作个体利他行为的动机ꎬ 个体间亲缘关系越近ꎬ 利他的程度就会越

高ꎬ 这在国际关系中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在国家间关系的远近和相似度之上ꎬ 即

国家间关系越近、 相似程度越高ꎬ 则越有可能存在利他行为ꎮ 就中亚五国与中国

的关系远近而言ꎬ 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互动历史悠久ꎬ 截至目前ꎬ “中国已同中亚

五国实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和双边层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覆盖”①ꎬ
彰显出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高度的政治互信和紧密关系ꎬ 这为中国在中亚地区积

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以帮助该区域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天然的亲近性ꎻ 就相似

性而言ꎬ 中国与中亚五国地理位置接近ꎬ 在安全利益和安全观上有着普遍的共同

关切ꎬ 不仅在安全理念上均强调合作安全、 共同安全ꎬ 还在安全议题上共同关注

政治安全、 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以及恐怖主义、 毒品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

题ꎬ 尤其注重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ꎬ 这不仅给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亚地区的落

实提供了天然的土壤ꎬ 也为中国在该地区积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动力ꎮ
第二ꎬ 中亚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受安全问题困扰这一现实催生了中国在中亚地

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情感动力ꎮ 中亚五国自独立以来安全形势一直复杂脆弱ꎮ
中亚国家之间不仅存在领土争端ꎬ 在中亚五国内部ꎬ “颜色革命” 的阴影也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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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外交部发言人: 中国已同中亚五国实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双边层面践行人类命运

共同体全覆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ｌｉｅｂｉａｏ / ２０２３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６８７４８０３ ｈｔｍꎬ 访问时

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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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之不去ꎬ 多个国家面临政权不稳问题ꎮ ２０２２ 年中亚多国爆发社会骚乱ꎬ 造成

人员伤亡ꎻ 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 分裂主义这三股势力也一直危害着中亚地区的

安全稳定ꎮ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ꎬ 中亚地区由于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

位而再次成为各国重点关注的对象ꎬ 大国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搅动着中亚地区本就

复杂的安全局势ꎮ 面对这一新的安全形势ꎬ 中亚国家亟需新的安全理念和方法的

指引ꎬ 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ꎮ 中亚地区面临的安全威胁同样引起了

中国人民的共情和担忧ꎬ 推动中国加快将全球安全倡议落实于中亚地区的步伐ꎬ
以期助力中亚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ꎬ 这也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生动体现ꎮ

第三ꎬ 中亚地区与中国在安全问题和现实利益上的紧密联系为中国在中亚地区

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互惠驱动ꎮ 为避免利他主义的实施者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

处于被剥削的不利地位ꎬ “互惠通过强调交换的价值ꎬ 提供了一种保护利他主义者

的方式”①ꎮ 中亚国家与中国在安全利益上有着共同的关切ꎬ 诸如恐怖主义、 毒品问

题等诸多跨国性安全问题不仅需要双方共同合作应对ꎬ 该地区的安全形势还与中国的

安全稳定紧密相关ꎮ 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存在着外溢至中国的风险ꎬ 诸如分裂势力、
宗教极端势力等中亚地区存在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一直有蔓延趋势ꎬ 中亚国家

内部的政权动荡与社会的不稳定还影响着中国的边界安全与稳定ꎮ 除此之外ꎬ 中亚地

区还多次发生过针对中国公民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ꎬ 威胁着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安

全ꎮ 作为拥有石油、 天然气等丰富能源资源的区域ꎬ 中亚五国还与中国存在着广泛的

能源合作与经贸关系ꎬ 一旦这些国家内部爆发严重的安全问题ꎬ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经

贸、 能源等利益就有受损的风险ꎮ 因此ꎬ 帮助该地区稳定安全局势不仅能维护中国的

安全稳定与既有的现实利益ꎬ 还能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这些方面继续深入合作ꎮ

五　 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由于中国的持续推动和中亚国家的积极响应ꎬ 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亚地区已经

生根发芽ꎬ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进一步深化ꎬ 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也保持

着总体稳定ꎮ 鉴于当今国际社会中安全形势的复杂背景ꎬ 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亚地

区的落实也存在着一些潜在风险ꎬ 该倡议的共赢逻辑也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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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 尼尔斯科特、 乔纳森塞格罗: «利他主义»ꎬ 孙一平译ꎬ 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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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现实挑战

第一ꎬ “权力斗争” “安全困境” 等西方安全理念在国际社会占据主导地位

并被主权国家普遍接受ꎬ 影响着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亚地区的落实效果ꎮ 现实主义

作为当代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流派之一广为人知ꎬ 其中 “权力” “安全困境”
“自助” 等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尤其被西方国家奉为圭臬ꎬ 并且凭借在国际

话语权中的优势地位ꎬ 西方国家也得以将这些概念广泛传播ꎬ 普遍塑造着包括中

亚国家在内的当代主权国家对全球安全问题以及与他国关系的认知ꎮ 在这一理论

看来ꎬ 由于国际社会中安全困境和无政府状态的存在ꎬ 各国难以确定他国行为的

意图ꎬ “对敌对国家意图的恐惧甚至可能驱使两个寻求安全的国家远离合作”①ꎬ
这就使得各国在面对安全问题时易将他国视为潜在的敌人ꎬ 从而作出以邻为壑的利

己行为ꎬ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包含着适度利我和利他内涵的共赢逻辑存在冲突ꎬ 也与

全球安全倡议所强调的 “合作安全” “共同安全” 的概念相背离ꎮ 中亚国家尤其重

视维护本国主权和独立地位ꎬ 也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ꎮ 具体到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

系来说ꎬ 尽管双方关系不断发展ꎬ 但在某种程度上ꎬ 中亚地区民众对中国的怀疑态

度也一直存在ꎮ 随着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互动的加强ꎬ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行动受

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ꎬ 这种联系的加强也使一些中亚国家内部产生了对中国外交意

图的担忧ꎬ 影响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实现共赢的实践效果ꎮ
第二ꎬ 中亚地区安全问题众多且复杂的现实给全球安全倡议的具体落实带来了

困难ꎮ 苏联解体后ꎬ 中亚国家开始了国家建设进程ꎬ 然而包括边界划分、 民族冲突

等在内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宗教极端主义、 毒品泛滥、 生态环境破坏等各种新

旧安全问题层出不穷ꎬ 冲击着中亚国家本就脆弱的国内局势ꎬ 加之域外势力对这一

地区的长期干预ꎬ 致使中亚地区相较于其他区域ꎬ 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安全形势与挑

战ꎮ 然而ꎬ 值得注意的是ꎬ 虽然中亚国家普遍面临着上述安全挑战ꎬ 但不同国家在

不同的安全问题面前所受的安全威胁程度不一ꎬ 不同国家的安全诉求也不尽相同ꎮ
具体来说ꎬ 中亚五国内部普遍面临着国家政权的建设任务ꎬ 以吉尔吉斯斯坦最为突

出ꎬ 自 １９９１ 年独立以来ꎬ 该国多次爆发总统被推翻的事件ꎮ 此外ꎬ 在中亚国家之

间还普遍存在着边界冲突和水资源冲突ꎬ 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多次

因边界问题爆发冲突ꎬ 而在水资源冲突方面ꎬ 中亚南部地区的水资源供应问题则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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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Ａｖｉｄｉｔ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Ｗ Ｒａｍｓａｙꎬ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ꎬ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８３ －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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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①ꎬ 对水资源问题的关注更甚于北部国家ꎮ 除此之外ꎬ 土库

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作为与阿富汗直接接壤的国家ꎬ 受到来自阿富

汗恐怖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等极端势力的直接影响ꎮ 这意味着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

安全倡议不仅面临着该地区复杂内外环境的困扰ꎬ 也面临着如何协调多方安全利益

等一系列复杂问题ꎬ 给全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的具体落实带来了新的挑战ꎮ
第三ꎬ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对全球安全倡议采取污名化策略ꎬ 企图

促使中亚国家与中国对立ꎬ 阻碍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亚地区的落实ꎮ 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在中亚地区一贯对中国的外交行动采取污名化策略ꎬ 而全球安全倡议作

为中国在安全领域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ꎬ 自提出以来更是受到美国及其盟

友的广泛关注以及对该倡议落实情况的动态追踪ꎬ 它们甚至以敌对视角来审视中

国的全球安全倡议ꎬ 将其污名化为对西方价值观和现今国际秩序的挑战ꎮ 如美国

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官网就发表了题为 «北京最新的全球倡议如何寻求重塑世界秩

序» 的文章ꎬ 将全球安全倡议与当今美国及其合作伙伴主导的国际秩序对立起

来②ꎬ 歪曲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意图ꎬ 将其污名化为中国实现自身外交

“野心” 的工具ꎮ 凭借着对国际主流媒体和话语权的掌握ꎬ 西方国家对全球安全

倡议的话语攻击很可能影响中亚国家和民众对全球安全倡议的认知ꎮ 此外ꎬ 在具

体行动层面ꎬ 不仅欧盟主动与中亚国家举行了首届欧盟—中亚峰会ꎬ 寻求进一步

扩大与中亚国家的联系ꎬ 美国更是加强了与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内的互动ꎬ 希望

以此消解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亚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ꎬ 干扰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亚

地区的具体落实ꎮ 如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美国—中亚国家元首级会晤后ꎬ 美国与中亚五

国共同发表了 «Ｃ５ ＋ １ 领导人联合声明»ꎬ 表示要 “加强安全合作ꎬ 将其作为应

对共同地区安全挑战、 维护中亚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必要基石”③ꎮ

５１１

①

②

③

Ｊａｎｎａ Ｒｈｅｉｎｂａｙ ｅｔ ａｌꎬ “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ｐｅａｃｅｌａｂ ｂｌｏｇ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ａ － ｔｈｒｅａｔ － ｔｏ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ｗａｔｅｒ － ａｎｄ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ｉｎ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ꎮ

Ｓｃｈｕｍａ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ｔ ａｌꎬ “Ｈｏｗ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 Ｎｅｗｅ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Ｓｅｅｋ ｔｏ Ｒｅ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ｉｓｓｕｅ － ｂｒｉｅｆ / ｈｏｗ －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 －
ｎｅｗｅｓｔ － ｇｌｏｂａｌ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 ｓｅｅｋ － ｔｏ － ｒｅｍａｋｅ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ｏｒｄｅｒ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ꎮ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Ｃ５ ＋ １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ｒｏｏｍ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２１ / ｃ５１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ｊｏｉｎｔ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ꎬ 访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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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在中亚地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实现共赢的优化路径

鉴于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亚地区的落实过程中面临挑战ꎬ 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

采取多种手段ꎬ 更好地将全球安全倡议的共赢逻辑应用于中亚地区ꎮ
第一ꎬ 准确传达中国全球安全倡议中的共赢意图ꎬ 加强对该倡议正面形象的

塑造ꎮ 对他国外交行动的抹黑和负面形象的塑造是西方国家及其盟友惯用的外交

手段ꎬ 由于中国在国际传播能力上相较于西方国家的弱势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外交

新动态的警惕ꎬ 中国的新外交理念就常常受到西方舆论的攻击和污名化ꎬ 无论是

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均是如此ꎮ 而全球安全

倡议作为中国在安全领域内的最新倡议更是受到了许多来自西方国家及其盟友的

话语攻击ꎬ 这也影响着中亚国家对全球安全倡议的真实意图的理解ꎮ 基于此ꎬ 我

们应不断加强在安全领域内的话语传播能力建设ꎬ 在直接驳斥西方国家对全球安

全倡议虚假抹黑的同时ꎬ 有针对性地向中亚地区传达真诚共赢意图ꎬ 并通过与中

亚国家加强在安全领域内合作的实际行动来证明共赢逻辑的现实意义ꎮ
第二ꎬ 根据不同国家的诉求有针对性地细化全球安全倡议的具体落实领域和

路径ꎬ 强化该倡议的落实效果ꎮ 虽然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提出了落实全

球安全倡议的一系列具体方向和行动路径ꎬ 但主要是针对宏观的全球安全问题ꎬ
对具体地区安全问题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ꎮ 不同地区、 不同国家的安全问题均

有所不同ꎬ 若要更好地将全球安全倡议这一理念的落实效果最大化ꎬ 制定以全球

安全倡议为指导核心的、 针对不同地区安全问题的差异化解决方案显得尤为必

要ꎮ 同样ꎬ 中亚地区也需要一个以全球安全倡议为指导原则的、 具体针对不同安

全诉求的解决方案ꎬ 除了对全球安全倡议宏观指导方案和理念原则进行完善之

外ꎬ 还应该有针对性地根据中亚国家不同的安全诉求ꎬ 进一步细化全球安全倡议

的具体落实路径ꎬ 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亚地区的价值ꎮ
第三ꎬ 充分发挥包括地区组织在内的多边合作平台的作用ꎬ 助推全球安全倡

议的进一步落实ꎮ 包括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 亚信会议等在内的多边合作组织

与平台不仅有着开放性、 互惠性、 合作性以及涉及成员国的众多性等特点ꎬ 还能

够通过约束机制规塑参与者的行为ꎬ 为各国主动进行交流互动甚至产生共赢行为

提供机会ꎮ 基于此ꎬ 这些多边合作组织与平台完全可以成为中国践行全球安全倡

议的平台ꎬ 而中国通过这些国际组织与中亚国家加强安全合作不仅可以与中亚五国

凝聚安全合作的共识ꎬ 还可以推动互信建设ꎬ 从而使得中国的共赢意图与行为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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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亚国家所接受ꎬ 更好地助推全球安全倡议的实现ꎮ 故此ꎬ 我们应该继续加强对

这些多边合作组织与平台的支持与机制建设ꎬ 充分发挥亚信会议与上海合作组织等

地区组织在中亚地区维护安全稳定的作用ꎬ 积极加强与中亚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的

安全合作ꎬ 支持联合国中亚地区预防外交中心在中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结　 论

全球安全问题与各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ꎬ 需要各国摒弃紧盯自身国

家安全的狭隘的利己主义安全观ꎬ 以合作代替对抗ꎬ 将利他融入利我ꎮ 因此ꎬ 国

际关系中包含着既利我又利他双重内涵的共赢逻辑的存在ꎬ 不仅是国际合作和互

动得以实现的关键ꎬ 更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关键ꎮ 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ꎬ 不

同于西方国家零和博弈的地缘政治理论ꎬ 蕴含着既利我又利他的价值取向ꎬ 力图

重新唤起解决全球性问题所需的新安全理念ꎬ 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ꎮ 全球安全

倡议包含了丰富的共赢逻辑ꎬ 是对西方国家在安全领域内采取以邻为壑、 制造阵

营对立行为的有力驳斥ꎬ 已经受到了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各国人民的普遍欢迎ꎮ
然而ꎬ 仍需要澄清的是ꎬ 全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的利我不是以牺牲他者利益为手

段来实现自身利益的不择手段的利我ꎬ 而是一种适度的利我ꎬ 是对本国利益的坚

定捍卫和维护ꎻ 同样地ꎬ 全球安全倡议共赢逻辑中的利他也不同于只关注他人福

祉而不关心自我利益的纯粹利他主义类型ꎬ 而是在关注自我福祉基础上的利他ꎮ
基于此ꎬ 为更好地理解全球安全倡议、 推动该倡议的进一步落实ꎬ 本文从利我和

利他的双重内涵出发剖析全球安全倡议中的共赢逻辑ꎬ 并以中亚地区为例ꎬ 探究

全球安全倡议的具体落实情况及其优化路径ꎮ 当然ꎬ 包括对该倡议正面形象的塑

造、 根据不同国家的诉求细化该倡议的落实领域等优化手段在其他地区也同样适

用ꎮ 为更好地促进全球安全倡议继续走深走实ꎬ 未来仍需根据不同地区、 不同安

全议题的特点具体分析全球安全倡议在不同区域的落实效果并给出针对性的优化

建议ꎬ 尤其是像非洲、 中东这些安全问题频发的地区ꎬ 这样才能更好地将全球安

全倡议落到实处ꎬ 以共赢逻辑对抗国际安全领域内的狭隘利己趋向ꎬ 为世界应对

安全问题提供更加精准的良方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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