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经济外交冶是当前国际关系领域使用频率较高

的一个概念袁不仅如此袁近几年来袁这一概念逐渐从

学术研究领域进入外交实践层面遥 2004 年 8 月袁中
国政府高层首次对外公开使用野经济外交冶概念 [1]遥
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袁野一带一路冶尧野开放型世界

经济冶尧野亚投行冶尧野高铁外交冶 等一系列中国经济外

交概念也受到广泛追捧和传播遥 2014 年 4 月袁商务

部部长高虎城在叶求是曳杂志发表文章叶让中国梦点

亮美好世界要要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思

想曳袁2015 年中国媒体用叶习近平主席访美主打经济

外交 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曳 为标题来报道习总

书记的访美之旅遥这一切都表明袁经济外交在中国己

经走出了单纯学术研究领域袁 成为我国外交整体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野进行系统研究的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准确界定

你所要讨论的是什么冶[2]袁尽管野经济外交冶这一名词

已被广泛运用袁但学术界至今对野经济外交冶的概念

界定仍有争论袁有关其特点也讨论不多遥 因此袁从国

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袁从野经济外交冶概念产生和运

用的背景出发重新考量界定野经济外交冶袁探讨野经济

外交冶的概念和基本特点袁既有学术研究的必要袁更
有实践的指导意义遥

一尧野经济外交冶的概念争议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野经济外交冶的概念界定主

要有两种观点袁其分歧的焦点集中于野经济外交冶中
野经济冶与野外交冶的关系之上遥

第一种观点认为院 经济外交是以经济利益为目

标的外交袁也即外交手段服务于经济目的遥张学斌先

生认为袁 经济外交是围绕国际经济问题开展的多边

和双边活动袁 何茂春先生认为经济外交是以经济利

益为目的的外交 [3]袁王树春先生将野经济外交冶的范

围进一步限定为在特定历史时期以追求经济利益为

取向的一种外交形式[4]遥
第二种观点认为院 经济外交是在目的或手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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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有经济属性的外交袁 也就是说经济既可以是外

交的目的袁 同时也可以作为手段帮助国家追求经济

以外的利益遥 持这种观点的有周永生先生和金熙德

先生[5]遥
另有一些学者试图中和上述两种观点袁认为院经

济外交表现为两种形式袁 一是为了国家政治利益而

以经济为手段袁一是为了国家谋求经济利益而以外交

为手段曰但同时又认为袁即便以经济为手段谋求国家

的政治及外交上利益袁其目的是反过来要谋求更大的

经济利益袁也就是说袁野经济外交的最终目的袁还是要

为本国谋求经济利益袁并且是更大的经济利益冶 [6]遥 这

种观点从根本上仍可以归于第一种观点之中遥
可见袁目前在关于野经济外交冶的概念界定中袁

野经济冶与野外交冶之间的关系是重点遥第二种定义袁也
即 野经济外交是在目的或手段方面具有经济属性的

外交冶袁 虽然貌似涵盖了第一种定义而看起来更全

面袁但也正因如此袁其在理论及现实运用层面也容易

引起混淆袁毕竟全面不等同于精确遥
首先袁这种定义使得野经济外交冶与一般意义上

的野外交冶的界限和区别不易区分,容易引起野经济外

交冶概念的模糊化与宽泛化遥在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

中袁经济与政治关系紧密如孪生兄弟遥从一个国家政

治外交行为背后找到隐蔽的经济目的袁 或者从其经

济行为中发现政治军事目的绝非难事袁 也就是说在

目的或手段方面具有经济属性的外交非常普遍遥 但

如果把这些统统都纳入野经济外交冶范畴中袁那么野经
济外交冶的外延过于宽泛袁从而失去现实意义袁其逻

辑和解释力就会出现危机遥
其次袁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往往从实践中来袁作

为对规律性现象的总结袁或是国家外交实践的总结遥
那么袁检验这一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袁关键在于其是

否能够科学地解释外交实践并对实践有可操作性的

指导作用遥 事实上袁经济外交由来已久袁是一种理论

落后于实践的范畴遥自资本主义对外殖民扩张以来袁
为了谋求市场和原料袁 西方列强进行的许多外交行

径和活动袁根本而言就是经济外交活动遥 然而袁为什

么野经济外交冶的概念要迟至 20 世纪 50 年代才由日

本首先提出呢钥
关于这个问题袁 周永生先生解释为袁野美国等一

些西方国家不用或少用经济外交概念袁 重要原因之

一是从近代开始袁它们就把攫取商业尧经济利益作为

外交的核心目标加以贯彻和追求遥 冶野这种在外交中

始终比较重视经济利益的国家袁 没有必要单提经济

外交遥 中国和日本则不然袁在过去的外交实践中袁中

国和日本偏颇的性质虽截然不同袁 但作为对偏颇的

纠正袁 有必要通过倡导经济外交重新塑造本国外交

的新模式遥 冶[7]这一解释恰恰说明了在经济外交中袁
野经济目标导向性冶的存在与重要性遥

如前所述袁作为一种外交方式袁野经济外交冶的行

为早已存在袁但把野经济外交冶上升为一种国家外交

战略或政策专门提出来的只有二战之后的日本尧改
革开放后的中国以及前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遥 迄

今为止袁经济外交的概念使用也主要在这三国进行袁
而西方国家官方及学术界并不普遍使用野经济外交冶
这一概念遥因此袁要更好地理解野经济外交冶的概念内

涵袁 我们必须结合经济外交概念的提出背景及其在

中日俄三国的实践来分析遥

二尧野经济外交冶政策的实践要要要基于
中日俄三国的考察

日本不仅是最早提出野经济外交冶概念的国家袁
也是世界上公认的推行经济外交战略最为成功的国

家之一遥 1952 年 11 月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正式场合

首次使用野经济外交冶概念 [8]袁而其作为一项国家重

要政策袁则是在 1957 年日本政府首次发表的叶外交

蓝皮书曳中被提出的[9]遥 中国经济外交是先有实践后

有理论遥其实践之开端可以回溯到改革开放的发端袁
而在全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袁2004 年中国政府

官方正式提出野经济外交冶概念袁这意味着中国经济

外交正式从理论层面走向实践层面遥 俄罗斯则是在

独立后袁经济持续下滑袁为了摆脱危机袁争取国际援

助和解决债务问题袁 经济外交既被纳入学术研究视

野袁 也开始成为俄罗斯政府及对外政策主管部门的

突出任务遥
对中日俄三国野经济外交冶战略的提出背景和实

施过程进行分析袁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共同点院
第一袁 经济恢复与发展成为国家非常重要的甚

至是首要的战略目标遥
战后日本满目疮痍袁经济面临复兴的困境遥在朝

鲜战争接近尾声之时袁日本经济由于野特需冶带来的

繁荣迅速崩溃并继而引发经济危机遥在此背景下袁主
张和平发展经济的野商工立国主义冶路线成为日本经

济界的主导思想遥 1953 年 12 月野冈野构想冶明确指

出日本应走重商主义道路袁 振兴出口是发展经济的

关键因素遥两年后日本内阁制定的叶经济自立五年计

划曳把野振兴贸易冶列为基本政策之一袁日本野贸易立

国冶 战略正式形成袁 日本以追求经济繁荣为立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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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遥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袁中国领导层

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重要判断袁确
立了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冶的基本路线袁中国由此逐

步迈入了改革开放的发展轨道遥 为了服务于国内经

济建设的大局袁 为了获得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

资金尧技术尧管理经验尧市场等要素袁中国迅速发展同

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袁 以服务对外开放为主要内容

的经济外交开始走向前台[10]遥
前苏联解体后袁 俄罗斯陷入长达八年的系统性

危机中袁其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袁面临着同时恢复国家

体制和建立市场经济的双重任务遥 1993 年 4 月叶利

钦批准颁布的新俄罗斯首份叶对外政策构想曳中就强

调指出院建设与世界经济有机融合尧快速发展的和富

有成效的经济袁是国家生存尧拯救民族的首要条件遥
2000 年 1 月 10 日袁 时任俄罗斯代总统的普京批准

颁布了叶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曳袁着重指出袁俄罗

斯最主要的国家利益是在经济领域的利益袁 实现其

他与俄罗斯国家利益有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是稳定

发展经济[11]遥
可见袁中日俄三国都是在某一特定发展阶段内袁

经济发展成为国家核心战略目标和利益的情况下提

出经济外交战略的遥
第二袁随着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国策确立袁国家

外交重点也转移到服务经济建设上遥
在确立贸易立国的国策之后袁 日本政府提出经

济外交的口号院野日本必须通过整个亚洲的繁荣袁来
寻求它自己的繁荣遥 冶[12]当然袁日本致力于经济外交袁
也跟二战后日本被剥夺了在安全尧 防务和其他高级

领域中的权利有关遥 日本通过其后的一系列经济外

交行为袁如赔偿外交尧援助外交等袁实现了国家经济

复兴和崛起的目标袁 迅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

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遥
中国在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冶国策确立之后袁外

交目标中的优先次序发生改变袁 经济战略优先于政

治战略遥 对外政策被赋予了一个具有非常清晰的经

济性质的动机袁同时也是一个根本的动机袁那就是为

中国经济发展争取一个有利的国家和平环境遥 更具

体地说袁实行出口导向贸易战略袁促进外部资本尧原
料尧技术及能源的输入袁促进中国的产品和资本输出

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的主要目标[13]遥 或者说袁外交工作

的基本任务和根本目标就是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服务遥
进入 21 世纪以后袁外交服务于经济发展和企业

利益同样也是俄罗斯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且贯穿

于俄罗斯外交全局中遥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中心就是

为深化国内改革创造最佳环境袁以便巩固国家袁保证

国家的经济增长袁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遥 2001 年袁普
京在国情咨文中就明确指出院野我们应在外交领域学

会捍卫整个国家尧本国企业和公民的经济利益遥我们

应当真正地为俄罗斯经济提供保障袁 也可以说是为

俄罗斯经济服务遥 冶[14]2004 年普京进一步指出袁应该

利用外交手段袁对经济发展做出实际贡献袁为实现国

家重要目标服务遥
可见袁在推行经济外交战略阶段袁外交服务于经

济发展是一个重要特征遥
第三袁在推行经济外交战略阶段袁国家扮演的是

国际体系接受者或融入者的角色袁 而非挑战者的角

色遥
战后日本由于直接间接的各种关系袁 不仅在经

济上相当程度地依赖和从属于美国袁 而且在军事和

外交上从属于美国袁外交自主空间很小遥这一状况决

定了日本外交在方向和方式上都有很大局限性遥 一

方面袁日本的对外政策基本以美国外交政策为依归袁
采取追随的姿态曰另一方面袁由于安全被置于美国的

保护下袁 日本决策层巧妙利用了这一冷战格局造成

的特殊局面袁主动甩掉了沉重的军事负担袁把追求经

济繁荣作为立国之本袁 以经济外交为手段开拓海外

市场遥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袁 也告别了以往带着浓烈

意识形态和理想主义色彩的野革命外交冶袁以积极主

动的姿态渐进式融入现有国际体系遥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袁中国就开始将自身定位为野负责任的大

国冶袁认识到国际体系的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以新换

旧的斗争遥 尤其是在加入 WTO 后袁中国开始全面融

入现存国际体系袁总体上成为国际体系的维护者袁坚
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遥 2006 年温家宝总理在霍

华德欢迎宴会上明确表达了中国的立场院野中国坚定

地维护世界和平袁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尧维护者和建

设者遥 冶[15]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野命运共同体冶尧野新型

国际关系冶尧野亲诚惠容冶 等外交理念也系统阐释了中

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袁明确了中国的作用尧角色和

道路袁有助于实现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尧合作共

赢遥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历来是俄罗斯政坛和学术

界乐于争论的问题遥简而言之袁这种关系存在三种可

选模式袁分别是亲西方模式尧反西方模式和自给自足

模式袁但这三种模式均存在明显的不切实际之处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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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者提出袁由于俄罗斯幅员辽阔袁民族众多袁
历史传统独特袁俄罗斯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袁
也不能成为对抗西方的国家袁 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

的进程中袁既不能自我封闭袁隔绝于国际社会袁也不

能走上与西方对抗的道路袁 俄罗斯只能选择以振兴

国家和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导向的务实模式遥为此袁融
入国际经济体系是一个重要目标袁 正如普京所认识

到的袁 只有那些有意识地善于构筑与世界经济接轨

的国家才能取得成功遥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与世界其

他国家隔绝袁无论它有或者曾经有多强大袁都不能顺

利发展遥 叶利钦时代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是融入世

界经济体系袁促进国内经济改革曰而普京时期对外经

济政策的核心是参与务实的国际经济合作袁 促进经

济增长和结构调整袁提高经济竞争力袁并在国际经济

合作中谋求优势地位遥
第四袁 中日俄三国提出经济外交战略的另一个

更深层次的背景在于院 二战后全球化的推进和经济

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袁 使得通过经济外交实现国家

复兴和崛起成为可能遥
在野战争和革命冶时代袁许多问题最后都要靠武

力和战争来解决袁而二战之后袁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袁
随着时代主题向野和平与发展冶演进袁国家间关系发

生着深刻的变化袁 变化之一就是经济相互依存关系

的加深袁 全世界被卷入了 野一种相互依赖的网络状

态冶袁各国得以发挥比较优势袁优化资源配置袁各国开

始重视所谓 野基于发展的外交冶渊Development-based
Diplomacy冤[16]遥 这一变化也带来许多相应的变化袁例
如院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开始上升袁经济安

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袁 这推动了经济外

交从边缘向外交全局中心的转移曰相对应的袁军事手

段已不是或不完全是国家推行对外战略最有效的手

段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袁野二战后美国历任总统都明

确强调依靠经济权利或实力作为美国最后的防线袁
认为一个有活力的国内经济是美国发挥全球领导作

用的先决条件遥 冶[17]

作为最早提出和实践野经济外交冶战略的国家袁
世界见证了战后日本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遥 从二战后

的瓦砾堆中成长为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

强国袁日本只用了短短的 23 年时间遥同样的袁作为坚

持改革开放原则袁践行经济外交实践的中国袁我们经

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袁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遥
野2008 年以来袁 我国经济净增量占全球经济净增量

的近 30%遥 此外袁我国与美国等大国建立了高层经

济对话机制袁 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170 多个双

边经贸合作渊联委会尧混委会冤机制袁并且是 120 多个

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袁170 多种产品出口量居世界

第一遥 冶[18]

中日两国的实践证明袁 在全球化和各国相互依

存日益加深的今天袁 成功地推行经济外交战略是可

以实现国家的崛起和强大的遥

三尧野经济外交冶的概念及特征

从中日俄三国提出和推行野经济外交冶战略的历

史考察中袁我们可以发现袁三者的背景及目标相似院
都是在国家特定的发展阶段袁 即国家基本安全不受

威胁且发展经济成为国家核心战略目标的情况下袁
明确外交服务于经济发展袁 确立对外政策的手段和

工具地位遥 明确外交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国家吸引

外部资本和技术袁发挥比较优势袁发展对外贸易袁参
与国际经济合作袁优化资源配置遥 在这一认识上袁本
文将经济外交定义为院外交在经济领域的拓展袁即国

家间通过外交博弈以实现其经济利益遥 并且我们看

到袁虽然经济外交作为一种外交方式由来已久袁但将

经济外交作为特定外交政策或战略而提出袁是在国家

以及国际关系发展到某种特定阶段之后才出现的遥
具体来说袁经济外交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院
第一袁经济目标导向性遥这是区分经济外交和其

他外交袁如政治外交尧军事外交尧文化外交的标准遥在
国际关系中袁 世界经济政治化和世界政治经济化的

互动融合趋势日益明显袁 在国家经济行为中找到政

治动因或在政治行为中找到经济动因成为普遍现

象遥在这些行为和现象中袁判断经济外交的根据应以

这一行为是否以经济目标为导向为标准遥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点袁 我们以中国对非援助

为例袁 看看作为经济外交的对外援助和作为政治外

交的对外援助之间的区别遥 非洲曾被西方国家视为

贫穷尧战乱和野蛮的野失望的大陆冶遥 冷战结束之后袁
鉴于中非之间存在的高度优势互补院 中国面临产业

升级和转移且制造业成本上升袁 而非洲希望发展工

业袁不愿仅仅作为世界原料供应地而存在袁中国在保

持中非传统友谊的同时开始扩大跟非洲的经贸合

作遥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立后袁以援助带动

经贸合作袁中非合作关系迅速得以提升和发展遥美国

研究机构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袁野2000 年至 2011
年袁中国共为 51 个非洲国家援助 1673 个项目袁援助

总额约 750 亿美元冶[19]遥 2012-2015 年袁中国继续向

非洲提供每年 200 亿额度的贷款袁 继续扩大对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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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援助规模[20]遥 中国已连续 6 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

易伙伴国袁2014 年中非贸易额达到 2220 亿美元遥 在

贸易和投资额提升的同时袁 中非经贸合作结构和模

式也不断优化创新袁已从双边尧单体发展为区域尧集
成式的合作袁 经贸合作区等合作平台的产业聚集效

应初步形成[21]遥
以上是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典型案例遥但是袁并

非所有的对外援助都可称为经济外交遥从 50 年代开

始到 70 年代袁 在本国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袁
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经济援助曾一度高达我国财政

预算的 7%袁当时主要是出于争当第三世界盟主袁或
在国际社会中与台湾竞争的目的袁 并无获取经济利

益方面的考虑遥 因此袁 这种援助不能被视为经济外

交遥 同理袁20 世纪六尧七十年代袁出于东亚遏制战略

的目的袁为了扶持尧拉拢东南亚各国袁美国向南越等

国提供了大量发展和军事援助遥 这些援助虽然是经

济手段袁但从其出发点和目的来看袁是为了达到反共

和推行遏制战略的政治目的袁 所以也应该归于政治

外交之列遥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院如何界定经济外交袁要看其

出发点是不是主要是经济利益遥 但经济外交在推行

过程中袁收获的往往不仅仅有经济效益袁还可能会有

额外伴生的政治尧安全回报遥 如前所述 2000 年以来

中国对非洲的经济外交袁在此过程中袁中国收获的不

仅仅是经济利益袁而且还有国家软实力的极大提升袁
扩大了国家影响力形象等遥

第二袁手段的柔性特征或和平性遥经济外交虽然

着眼于经济问题袁 但它同时也是国家总体外交体系

的一个组成部分袁具有外交的和平性特征遥外交的本

质是以和平手段通过协商和谈判来寻求妥协和共

识遥 冷战后袁 各国经济外交的一个新走向是通过外

交尧法律或政治手段来达成一定经济目的袁协调利益

冲突和调整经济策略遥因此袁有些手段甚至具有强硬

的制裁性质袁如禁运尧取消合同或冻结资金等遥 但无

论是这些具有制裁性质的强硬手段袁还是温和手段袁
只要是非战争或其他暴力手段袁 都属于经济外交范

畴遥 从这一角度出发袁经济外交也是在具体条件下袁
为实现特定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军事手段以外的解决

问题的方法的总和遥
第三袁非决定性或者阶段性遥 从理论上讲袁一国

对外政策目标按其重要程度一般可依次排列为院第
一袁国家安全袁即保卫本国国土袁防止外来势力干涉

其内政曰第二袁追求经济利益袁改善本国福祉曰第三袁
捍卫并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曰第四袁公开或隐蔽

地设法按自己的模式改造其他国家遥也就是说袁一个

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追求的两个首要和基本目标是

安全和发展袁两者是紧密相连的遥生存是发展的前提

和基础袁安全没有保障袁发展无从谈起遥 而发展是为

了更好地生存袁为安全提供更好的基石袁提高生存的

质量生存[22]遥 在国际政治的理论和现实中袁安全利益

和经济利益从表面上看相互联系尧 相互影响和相互

作用袁国家总是根据不同时期尧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

对其主次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行一定的判断袁 在此基

础上制定国家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政策遥 但就一般情

况而言袁 安全利益往往被视为更高级和更根本的利

益袁因此袁保障国家的基本安全利益是推行经济外交

的前提遥
从世界历史上看袁 争夺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始

终是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动机袁 对于某些国家的特

定时期来说袁甚至是唯一的动机遥但经济外交的本质

仍是外交袁是国家总体外交体系的组成部分袁其目标

仍是保障国家安全袁实现国家利益遥 对一国经济外交

起决定和指导作用的是一国对外决策者依据对国家

利益的认知所制定的对外政策袁 尤其是对外经济政

策遥
从另一方面看袁在推行经济外交战略阶段袁国家

的核心战略目标就是发展经济遥但是袁当国家经济发

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袁 作为首要战略的目标的经济发

展可能会让位于安全或政治需求遥 例如袁20 世纪

50-60 年代日本推行经济外交战略非常成功袁 日本

经济在 60 年代末实现崛起遥 之后袁日本的国家首要

战略目标不再是发展经济袁 而是寻求与经济地位相

称的国际政治地位遥从这个意义上讲袁经济外交作为

一种战略袁是存在一定阶段性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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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Diplomacy: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XU Jian-hua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Economic diplomacy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diplomac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but there is a lot
of debate on this concept and generalization of it as well. To a large extent, a diplomatic theory is actually a
summary of a country爷s diplomatic practice. A vague concept and generalization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theoretical
logic and explanatory power. We need to redefine 野economic diplomacy冶 from its background and its u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trictly limit its range in order to better integrate it into a country爷s foreign policy.
Economic diplomacy is the extension of diplomacy in economic field for nations to realize their economic interests.
Its basic features are economic goal -oriented, peaceful and indecisive, of which the first feat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diplomacy has long been used as diplomatic means, but it appeared as a new phenomenon as it
is elevated to be national policy or strategy only when a count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in a certain stage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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