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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法治的世界和平维度

何志鹏 *

内容摘要：构建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世界发展是涉外法治

的重要要求，也是中国开放发展必须认真面对、积极思考和全力建设的重要方面。

世界各国充分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法治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之重器。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涉

外法治的系列规划与部署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发，深刻分析了世界和平面临

的各种挑战，分析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和趋势。中国明确提出推进国际关系

民主化、法治化、公正化，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世界法律秩序，以法律的

方式和平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以法律的方式保障国际和平的基本格局、塑造

全球发展的良好环境，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繁荣发展、包容开放、清洁美丽

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则制度体系，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

同期盼，更是涉外法治的核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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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法治是和平的重要保障。①绝大多数人都期待和平而安宁的生活。如何在现实

世界中构建和平，是哲学家、政治家长期思考的课题。②在为普遍的和平、持久的和

平贡献的一系列思想中，“经由法律的和平”是一个重要的观念。③通过法律来制约

*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系 202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研

究”（项目批准号：2022JZDZ005）、国家社科重点基金项目“国家形象导向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机
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9AFX024）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邵沙平：《推进国际法治发展,履行维护和平使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 5期，第 83页；代兵：《权利、法治与和平：康德国际秩序思想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
11期，第71-77页。

② 参见武小西：《柏拉图政治哲学中的战争与和平——以〈理想国〉和〈法律篇〉为探讨中心》，
《江海学刊》2021 年第 4 期，第 78-84 页；吕炳斌：《康德〈永久和平论〉与当代国际法律秩序的构建及困
境》，《学术探索》2010 年第 4 期，第 50-54 页；牟文富、刘强：《现代国际法律秩序的思想基础——卢梭、
康德和凯尔森之和平架构的比较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103-108页。

③ See Hans Kelsen, Peace through Law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4); Bruno Sim-

ma, Peace through Law: The Role of the ILC，in Georg Nolte (ed.), Pea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w: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89-192 (Spring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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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的行动，①以及对草率莽撞发动战争的个人和组织进

行惩罚，②显然有助于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从国际社会的维度讲，国家通过自己的努

力维护和构建和平，在解决矛盾与纠纷时，从武力转向外交，再从外交转向法律。这意

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意味着国际法逐渐深入人心、发挥作用。③

在 21 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各国在对外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对于法律的要求不

断提升。令人忧虑的是，全球经济增长仍然处于困顿乏力的状态，就业等社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不确定因素增加，国家间矛盾冲突频发，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远未得到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提出的涉外法治主张有可能为世界和平做出有益的贡献。

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其包括本国法的域外适用，外国法域内适

用的规制以及本国参与国际法制定和运行等各个方面。④对于国际秩序而言，涉外

法治是国际法治的国家立场、国家倡议和国家行动。⑤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今世

界，观察和思考中国所提出的涉外法治理念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所能起到的

作用、在此领域形成的一系列观念以及为实现世界和平和安全所提出的一系列建

议，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知当前世界的局势，在“世界怎么了”这一问题的揭示基

础上，提供“各国怎么办”的基本思路。

一、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中国法治立场

国际秩序是国家秩序的延伸。人民安全有赖于国际和平，国家的民主法治与

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息息相关。从公元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教

训惨痛而深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人民免于恐惧、免于饥饿，和平是不可或

缺的前提条件。故而，从国家主张的角度提出确立、维护和保障世界和平的系列主

张，成为中国涉外法治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对和平作为法律价值的理念认识

持久和平是我国涉外法治的重要目标。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期待，和平不仅是

① 参见叶兴平：《试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原则》，《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3期，第30-34页。

② 参见周颖、余双彪：《国际犯罪之国际刑事责任——评凯尔森的〈经由法律达致和平〉》，《环球
法律评论》2011年第2期，第154-160页。

③ 参见谢韬：《国际社会战争与和平的法律抉择》，《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1期，第86-87页。

④ 参见何志鹏：《现代化强国的涉外法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 年第 2 期，第 49-67
页；何志鹏：《涉外法治：开放发展的规范导向》，《政法论坛》2021年第5期，第177-191页。

⑤ 参见黄惠康：《准确把握“涉外法治”概念内涵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武大国际法
评论》2022年第1期，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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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重要价值，而且是有效实现法治的前提。“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

心声，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愈发陈旧落伍，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四处碰壁。”①无

论是对于个体而言，还是对于国家而言，和平都是极为重要的良好秩序和社会条件，

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战争武装冲突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灾难和不可弥补的损失。古往今来，战

争所带来的创伤和对资源造成的破坏都是非常巨大的。老子描述道：“师之所处，荆

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②在环境污染、资源匮乏、人类战争能力越来越强的背

景下，制止战争，消除武装冲突，实现持久和平，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人类文

明进步的表现，更是法治的重要标志。

其次，只有形成了和平的社会环境，人们才能够安居乐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和

平是各项人权的前提和基础，是基本人权的前提条件。安全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

所以，确保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就是保证人们最基本需求的前提条件。在人类所

追求的各种社会秩序、社会状态中，和平与安全具有基础性地位。

再次，和平是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发展是和

平的基础和保障。二者相辅相成，事关各国人民福祉。“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

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③

最后，和平也是文化繁荣、教育进步、人的各项权利得到全面保障、人类全面发展

的重要契机。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期待着从最基本的生

存和安全到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如果没有一个和平的社会，所有这些目标都无法

实现。一个和平的区域环境、国际环境，对个人而言是幸福生活和基本权利的保障。

（二）中国和平文化在世界和平文化中的位置

和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这种文化与世界各国的和平文化彼此

呼应、相互生发，形成了世界和平文化。自人类社会形成之初，和平就是人们的美好

愿望。

中国人历来爱好和平。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很多珍视和平的经典论述。中国人

耳熟能详的“和为贵”语出孔子；④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

用之，恬淡为上。”⑤庄子则提出：“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①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
讲》，《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第3版。

② 《老子·三十章》。
③ 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2013年4月8日，第1版。
④ 《论语·学而》。
⑤ 《老子·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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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则亡。”①中国古代墨家提出并论证了“兼爱”“非攻”的思

想，“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

此，则天下治。”②

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刻进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理念；中国人的

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近代中国的苦难使得中国人民更加珍爱

和平。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频遭侵略和蹂躏之害，饱受战祸和动乱之苦。“近

代以后的 100 多年时间里，中国人民无数次经历了战争磨难，更加懂得和平的珍

贵。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计。和平而不是战

争，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③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中国人民蒙受了外国侵略和内部战乱的百年苦难，深知和平的宝贵，最需

要在和平环境中进行国家建设，以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也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经

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世界上更加主张和平。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

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中国人民的勤

劳和维护和平。

（三）厉行法治，争取和维护世界持久和平

中国期待以法治的手段制约强权、维护和平。“法者，天下之准绳也。”中国认为，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中国主张，大国要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只要坚持沟通、真诚相处，“修昔底德陷阱”就可以避免。大

国对小国要平等相待，不搞唯我独尊、强买强卖的霸道。任何国家都不能随意发动

战争，不能破坏国际法治，不能打开潘多拉的盒子。20 世纪以后，面对人类两度惨

不堪言的世界大战，国际社会开始深刻检讨以往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不仅通过联合

国在各国之间达成和平的共识，而且通过安理会对于和平设置起法律机制。“我们

应该坚持和平共处，尊重各国发展权利，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坚

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和

极端暴力行径，维护世界公平正义和和平安全。”④当今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

共，处理相互关系必须寻求共赢，维护和做大共同利益。世界大势总体稳定，但

① 《庄子·列御寇》。
② 《墨子·兼爱》。
③ 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4日，第2版。
④ 习近平：《共抗疫情，共促复苏，共谋和平——在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的致辞》，《人民日报》

2020年11月13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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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问题和挑战层出不穷。国际社会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加强合作，促进世界和

平与发展。

二、强化涉外法治运行机制构建和平

中国积极推进和践行国际法治，是涉外法治的重要层面。中国认识到，国际组

织和国际法是世界和平的有力保障。当前，世界格局加速演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

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全球性威胁和挑战

需要全球应对。为此，中国主张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

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

型国际关系。”①

（一）逐渐判定和完善国内法进而确立和平

构建全球的和平与安全必须从本国做起，所以，中国倡导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

遍安全也必须首先保证本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无论是中国提出的关于安全

的一系列主张和倡议，还是中国自身制定的一系列法律，都充分地表达了中国在涉

外法治方面所做的努力。而相关法律在实施层面的推进，又使得国家安全成为国家

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从而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全球安全。国际秩序法治化的中国

期待和中国主张是涉外法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国在涉外工作的各个方面和涉外法律的各个部分都体现出维护和平的愿

望。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

设者。通过《国防法》，中国表明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

护世界和平的基本立场。通过《国家安全法》《反分裂国家法》等一系列国家立法，中

国表明，我们的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

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

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②国强必霸的逻辑不适用，穷兵黩武的道路走不通。走

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5版。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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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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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①“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

最多的国家。”②中国一直且还将继续履行好国际义务，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

维护者。

（二）形成公正的国际法律制度进而维护和平

中国从未放弃通过自身努力推进世界和平。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共同推动

国际关系合理化。适应国际力量对比新变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体现各方关切

和诉求，更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③中国认识到，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不

合理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仇恨的根源，也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故而，公

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既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也有利于实现各个国家的正当主张

和利益。

中国的涉外法治工作，就是要协同各国检视和摒弃原有国际关系之中不公正不

合理的部分，转而增加公正合理的因素，使得国际事务的安排符合当代国际社会的潮

流，带动各个国家有效地实现自身的愿望和利益。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

的国际秩序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孜孜以求的崇高目标。有些大国在国际

事务的具体发展方向和发展步调上，不给其他国家以机会，以零和博弈的心态片面提

升自身的安全和利益，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在国际事务中我行我素，对自己

不喜欢的国家任意霸凌，以单边主义的方式解决世界共同面对的风险和问题；对国

际事务多行霸道，使国际关系充满了不合理、不平衡、不正义。这一系列不公正不合

理的现象给世界和平、人民安全带来了长期潜在威胁。对此，我国提出，要避免和防

止军事大国的单边军事冒险行动，要通过积极有效的外交活动来解决相关地区的争

端，要求各方都负起责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公平和正义的方式配置资源，维护

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也正是针对当代世界还存在着不公正不合理的政治经

济秩序，中国提出联合国要进行改革，要从解决问题出发，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形成世

界人民可以见到的积极成果。要更加重视和促进保护生存权和发展权，应对安全挑

战，平衡推进安全、发展、人权等各个方面的价值，特别是要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

① 参见黄惠康：《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若干法律问题》，《法学评论》1986 年第 3 期，第 12-16
页；黄惠康：《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法律基础》，《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 4期，第 163-174页；盛红
生：《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面临的法律新挑战——基于对联合国刚果（金）维持和平行动的个案分析》，
《法学评论》2005 年第 6 期，第 17-20 页；万霞：《冷战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法律分析》，《外交评论》
2005年第3期，第47-54页。

②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
讲》，《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第3版。

③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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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公平正义，中国坚持法治精神，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

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

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

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

苦果。”①中国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需要相互尊重，在国际法律地位上一律平

等，不仅要尊重各自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且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

权利。这也就意味着，对国家发展的方向方式，其他国家不应当指手画脚，更不适合

越俎代庖。在提供经济或其他援助的时候，不应当以干涉他国内政为条件。中国在

援外工作中一直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法律原则，针对共同的关切，解决共同的问题，

共同维护普遍安全，共同分享发展成果。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要创造一

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就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

际规则被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际法治。要推动变革全球

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

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性和发言权，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要旗

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行径、文明冲突论，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和自

由贸易体制，充分照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合理诉求和正当权益，积极维

护国际公平正义。

（三）推进法治化的国际关系格局进而促进和平

涉外法治是国际法治的国家起点，而法治秩序是世界和平的重要条件。所以，

中国日益在国际关系中倡导厉行法治。“法者，治之端也。”实践反复证明，只有贯彻

法治才能确保世界的持久和平。促进国际关系的法治化，要求在国际关系中确立良

好规则，并且使这些规则得以妥善的实施。从 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

平等和主权原则，到 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 1945年联

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 1953年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

到 1954 年万隆会议倡导的国际事务法律原则，国际关系演变中积累和沉淀了一系

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世界和平的基本遵循。

国际社会通过法律的方式，禁止国家以武力手段解决争端，也是确保和平国际

环境的重要举措。从国际社会的发展经验看，有效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是和平的

手段。用战争来报复战争容易产生仇视，报复战争反反复复、绵延不断，给国家和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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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能够采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是国际社会走向文明的

表现。而确保国家之间用文明的手段解决争端，最合适的方式就是确立法律规

则。只有在法律上做出明确的规定，相关各方做出庄严的承诺，和平解决争端才有

可能。

在历史上，通过战争来索取债务曾经是正当的国家权利；而随着国际社会对战

争危害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国家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这些观念体现在事

后缔结的条约之中，美国与英国之间签订的《杰伊条约》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较早

成果。而 1899 年、1907 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强调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各

国充分汲取战争教训而做出的审慎决策。1929年《巴黎非战公约》更是要求各国承

诺不用武力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目标，正是基于这一公约的规定，日本在中国东北以

武力的方式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动受到了很多国家的抵制，美国直接出台“史汀生主

义”或称不承认主义。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明确规定，在国际关系中不

使用武力，不以武力相威胁。这一规定更是将国家之间以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划入

了非法的范畴。除了在规则上要求和平解决争端，要求禁止武力使用外，国际社会

还建立了一系列的机构和程序。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法

院以及此后建立起来的惩办战争罪行的刑事司法机构。这些机构的建立和运行为

和平秩序法治化做出的坚实努力，使得预防战争、惩治战争罪犯、解决国际争端变

得越来越规范化。此时，国际社会的和平环境有了更为坚实的保障。事实证明，尽

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社会仍然存在着很多的局部武装冲突，但是一

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这一方面证明了人类的理智和文明达到了一定的

高度；另一方面也说明，通过法律规则明确规定相关国家的和平解决争端义务是一

个巨大的进步。

（四）塑造民主的国际法律体系进而保障和平

中国在涉外法治的规划中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以民主的法治格局达致世

界和平。推进国际事务的民主化，就是要求在国际事务的磋商和决定过程中，让更

多的国家以及国家之外的行为体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参与决策。民主化意味

着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

利，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

民做主去管。“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

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①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

①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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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是 20 世纪中叶以后国际关系发展进步的一个表现，也是广大

发展中国家的正义呼声。

第一，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助于国际法律体系逐渐强化，为世界和平提供坚

实基础。如果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秩序主要由英、法、美、意几个大国来

决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格局就已经与此前有着显著的不同。联合国

最初成立时有 50 多个会员国，迄今已有 190 多个会员国。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自

身的努力，赢得了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这些国家领土上的 10 多亿人民开启了建

设现代化社会的征程。随着各国在政治特别是国际事务中的觉醒，原来靠几个国

家来把持世界命运、决定世界发展的方向与方式的模式已经不再受欢迎。各国越

来越期待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自身的关切、主张，并且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形成适当的

民主机制，也即各相关方都有机会表达自身的立场，投出自己的一票。这是多边主

义发展对世界的要求。在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应该也只能通过对话合

作解决问题，国际上的事要大家商量着办，同舟共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

识。只有以对话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胁迫，以共赢代替零和，国际秩序才有未来、

有希望。

第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国际法律体系获得各国认可的内在需求。国际关

系民主化的基础是主权平等。主权是国家独立的根本标志，也是对国家的尊重，是

国家利益的根本体现和可靠保证。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

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由于人类科学技术、

生产方式的发展，对于世界改变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同时也造成了多方面的风

险。其中我们已经密切关注到的有传染病大规模世界性传播的风险，有粮食危机，

也有计算机病毒风险、全球金融风险等。与此同时，面对自然灾害和人类生产生活

中的风险，治理和应对措施本身也很容易引发风险，一些国家出现的民众骚动内乱

就是由于治理而造成的。在这种风险多发、社会事件呈现链式反应的状况下，群策

群力应对困境，同舟共济解开难题是人类社会的明智选择。主权平等的真谛在于主

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所有国家都有权自主选

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各国应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在联合国、世界

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

政联盟、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各国平等参与决策，构成了完善全球

治理的重要力量。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主权平等，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规则平等。中国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支持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

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不会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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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国际法律运行解决全球困境的要求。风险社会给

人们带来的不安全感是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威胁。人类生活高速发展使各国之

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因此，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空间等各方面的问题单靠

一两个国家单打独斗是不可能的。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只有增强互

信、增进团结，才能够协调各方力量，妥善解决问题。国际关系民主化要求国家之间

坚持沟通协调、维护共同利益。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

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

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

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

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①国际社会各成员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共同推动世界

经济复苏增长和国际力量均衡发展，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可持续发

展等全球性挑战，维护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国际关系的

民主化要求国家之间充分合作。习近平指出：“我们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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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间

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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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我们应该坚持合作精神，继续加强团结，照顾

彼此关切，深化务实合作，携手为各国经济谋求增长，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动力。

我们应该坚持互利共赢精神，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别国利益，做到惠本国、

利天下，推动走出一条大国合作共赢、良性互动的路子。

三、维护联合国权威，改进世界法律秩序

涉外法治不仅包括国家提出的国际秩序理念和主张，也包括国家参与国际组织

和推进法律发展的行动。我国通过维护联合国权威、参与联合国系列行动来改进全

球法律秩序，确保世界和平。

（一）坚持以法治方式有效管控国际争端

从中国涉外法治的运行模式看，中国主张有效管控分歧，避免国际冲突升级。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置于当代国际秩序基石位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 1953年由

中国提出时起，就在世界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认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包含 4

个‘互’字、1个‘共’字，“既代表了亚洲国家对国际关系的新期待，也体现了各国权

①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第2版。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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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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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治精神。”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

准则，也是应对国际争端与分歧的依据，不仅已经载入到很多国际条约之中，而且载

入到中国宪法和缅甸宪法，60多年间被各国反复引用并积极遵守。

中国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辟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一个相互联系、相辅相

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适用于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体量规模国家之间的关

系。1970年和 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宣言都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当今世界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文件所采纳，得到国际社会广泛

赞同和遵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力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互

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几个方面的

要求组成。这些要求符合国家之间交往的最低系统需求，也是国家之间和平理性地

面对国际争端、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基

本宗旨在精神内涵上是一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所有国家主权一律

平等，反对任何国家垄断国际事务。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提供

了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联合自强的旗帜，加深了广大发展中国

家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促进了南南合作，也推动了南北关系改善和发展。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日渐加深，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

在和发展格局。如果不能够尊重各自的主权领土完整，而是总想着用武力侵犯的方

式来解决问题，那么争端就可能永远得不到解决，秩序就永远得不到安定。相互尊

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是在最基本的相互认知态度层面确立和平与安全的

基础。继而，国家之间要在法律人格上保持平等，不能够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不能

够有霸权的心态和行为。

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强调互利。这种观点在以往的国际法律

规范中并未体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古代就提出“交相利”的观念。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中的“互利”，从争端解决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争端解决的方法和结果对

所有参与方都有利；从日常关系的角度可以理解为中国期待各方开展的关系对参与

的国家和人民都有利。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所在。在处理争端的时候不

仅要面向历史、明辨是非，更要考虑未来、考虑发展前景。这样的国际关系必然是一

个和平的关系，“共处”在共存和合作之间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关系方式。不是机械的

共存，也不是彼此密切交往的合作，而是在共存的基础上彼此接触，这就为解决争端

①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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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前提，也为日后合作留下了余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

作用。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

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的启迪是：沟通

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只要怀有真诚愿

望，秉持足够善意，展现政治智慧，再大的冲突都能化解，再厚的坚冰都能打破。中

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

交政策的基石。中国将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

好合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摒弃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加速了殖民体系崩溃瓦

解，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开辟了崭新道路。新形势下，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历久弥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历久弥深；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的作用历久弥坚。要更好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坚

持以法治方式管控国际争端，共同建设合作共赢的和平世界。

（二）确认国际组织国际法治的基石地位

从中国涉外法治的组织着力点看，联合国处于关键位置。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

的结构之中，联合国具有核心和枢纽的突出地位，现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商讨

合作的一个交流平台。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是当

今世界唯一具有和平与安全职能的全球性多边机构。作为一个全球性机构，它拥有

广泛的权威和影响力，更能够获得世界各国的认可，相关的决议也更容易获得各国

的遵守。中国认为，联合国应该也能够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负

责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部门是安理会。安理会所确立的“大国一致原则”既保证

了大国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作用，也确保了国际和平不会因为一两个大国的任性而发

生变化。虽然在冷战期间这种机制遭到了一些破坏，但总体上看，其运作是成功

的。作为人类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制度探索的重要结晶，联合国的作用和权威应当被

世界各国所认可和支持，应当以联合国为中心，形成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规

范运行体系。

《联合国宪章》代表了人类社会在合作和制度建设方面的历史探索与现实成

就。自从国家出现之后，国家之间的战争冲突从未停止。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

会通过国际会议和条约的方式，为解决国际冲突、构建和平打下了初步的基础，①此

后的维也纳和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巴黎和会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尝试。人们

① 参见黄德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其对国际法的影响》，《法学评论》1992 年第 5 期，第
49-53页；黄德明：《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国际法的影响》，《江汉论坛》2000年第6期，第56-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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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建立起一个能够凝聚各国共识、保证及时处理国际争议的中心非常重要，而这

个中心应当机制化地解决问题。为此，国际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了国

际联盟。①国际联盟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第一个国际社会契约形成的机构具有开创性

的意义，但是，由于主要大国美国和苏联未在国际联盟之中，所以这一机构维护世界

和平与安全的使命并未得到很好实现。②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进一

步觉醒，认为通过国际组织的方式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仍然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正

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之下，国际社会才放弃各种争执，完成了《联合国宪章》的编纂

工作，并积极加入这一组织，推进组织的运行。

《联合国宪章》是公认的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联合国宪章》第 1条规定了四

个宗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际合作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

根据之友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

质之国际问题，增进并激励人权和基本自由；构成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第 2 条

规定了七项基本原则，包括会员国主权平等；善意履行国际法义务和平解决国际

争端；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协助联合国采取符合宪章规定的行动；保证非

会员国遵行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原则；不干涉国家内政。从技术角度进行细致

分析，《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四个宗旨和七项原则有着丰富的内涵。③“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遵循，也是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必须

毫不动摇加以维护。”④《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国际社会经过审慎讨论和充分协商所建构的世界秩序的基础，也是迄今为止国际

关系运作相对顺畅良好的体系的核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就能够

有效地推进国际事务的健康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应该按照各国共同达成的规则和

共识来运行，而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国家来发号施令。没有这些国际社会共同制

定、普遍公认的国际法规则，世界最终将滑向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给人类带来

灾难性后果。联合国在推动实践多边主义，协调国际合作，妥善应对全球性威

胁和挑战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满足国际社会的期待，联

合国应加大对发展问题的关注与投入，并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协调与合作。只有

这样，联合国才能更好地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更好地解决各种复杂的国际问题，

更好地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① 参见徐蓝：《国际联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7 期，第
186-204页。

② 参见吴小安：《论国际联盟的诞生与威尔逊的失败》，《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2期，第56-63页。

③ 参见《国际公法学》编写组：《国际公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83-84页。
④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2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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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护多边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中国涉外法治的价值体系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法治领域提出了很多具

体指向。作为一个既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又符合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现实需要

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着国际关系的法治化进程。作为多边主义的倡导者、

支持者和实践者，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在各领域的工作，同联合国保持着密切沟通，

开展了良好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合作提供了力所能及的

资源。中国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①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

全观，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无论中国发展到哪

一步，中国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中国将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促进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同时

呼吁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②和平发展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对世界有利，任何

力量都不能动摇中国和平发展的信念。

“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我们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领土完整，致力于通过友好谈判，和平解决同邻国的领土、领海、海洋权益争端。

我们永远不争霸、永远不称霸。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

护世界和平，这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③从中国涉外法治所主张

的全球性规范结构看，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

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朝着

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治理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各国权利

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全球治理体系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满足应对

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

结语

促进世界秩序法治化是中国涉外法治的国际关系维度。构筑和平的法律规

范必须从一国开启，不仅因为国际立法的启动者是国家，国际法规范的遵守实施

者是国家，更因为和平秩序最终必须以国家的观念和行动为归宿。所以，国家的和

平愿望、和平主张、和平的法律建议，就是地区和平和全球和平最有力的支撑。

人类社会经过长期探索找寻到了塑造良好国际秩序、保障世界和平的方法。

① 参见饶戈平：《国际法律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外交评论》2005 年第 6 期，第 48-54 页；李
杰豪：《论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法律秩序的交互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0期，第1-6页。

②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
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第2版。

③ 习近平：《携手推进深度合作 共同实现持续发展——在第九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暨2012中国—东盟自贸区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2年9月22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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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中国提出，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实现高水

平的涉外法治，关键在行动。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

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做出努力。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加强国家间在热点问

题上的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

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中国正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努力，建设持久

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环境是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

维持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武装冲突和

社会动荡都会给中国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也会给世界各国带来困难甚至

灾难。因此，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国际关系的稳定、保障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安全

是中国的重要期待。为了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中国在政治和法律维度都提出

了一系列主张和建议，特别是在涉外法治的主张中有明确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相关内容。中国严格遵守法治原则、坚定法治理念，努力通过塑造良好的国际

法律秩序，为世界各国的和平发展构建良好的基础，也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创造

良好的国际环境。

The World Peace Dimension of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Abstract: To build a fair and reasonable world order, to maintain world

peace, and to promote world development are important requirements for China’s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regime, and are also important aspects of China’s

opening-up development that must be seriously faced with, actively considered,

and fully developed. All states in the world have fully realized that peace and de-

velopment are the most crucial them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at peace 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that the rule of law is an impor-

tant instrument for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the series of planning and de-

ployment of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proceeded from the“great changes unseen

in the world in a century”, deeply analyzed various challenges facing world

peace, and analyzed the direction and trend of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

nance system. China clearly propose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democratization,

rule of law and justice in world politics, firmly upholds the world legal order

with the UN Charter as the core, peacefully resolve differences and disputes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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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en states by means of the rule of law, safeguard the basic pattern of interna-

tional peace and shape the world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development by

means of law. China advocates to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world of lasting

peace, universal security,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inclusiveness, openness,

cleanness and beauty, and to construct a system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a hu-

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is is not only the common aspir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world, but also the core requirements of rule of law

in foreign affairs.

Key words: foreign affairs; rule of law; world peac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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