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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4/2021_2022_2009_E8_80_

83_E7_A0_94_c73_534407.htm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的方向发展（此知识点为修订知识点） （一）国际经济政

治旧秩序的基本特征与实质 国际秩序包括国际经济秩序和国

际政治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行为规

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通常包括国际规则、国际协议、国际

惯例和国际组织等。它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

而丰富、完备。国际秩序有新旧之分。国际旧秩序是在广大

发展中国家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由少数大国按照发达国

家的意愿和利益建立起来的。二战以后，它继续延续，直到

现在还没有根本改变。国际旧秩序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

剥削掠夺为基本特征。 国际政治旧秩序的具体表现是：在国

际关系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大国、强国依仗

优势的经济军事实力，推行"炮舰政策"，无视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干涉别国内政。践踏他国主权，追求控制、

支配其他国家的权力。它的实质是维护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

。 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具体表现是：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不合理

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不

平等地位等。它的实质在于维护垄断资本的国际剥削。由于

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使得发展中国家至今仍遭受

发达国家的盘剥，受到不公正、不平等的待遇，没有享有应

有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为妨

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为了世界和平、发展、缓解

南北矛盾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正确途径是积极推动建立公



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此知识点为修订

知识点） 1.国际新秩序的不同构想及基本内容发展中国家战

后最早在世界上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正确主张，并为建立

国际新秩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

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求生存、求发展，但国际旧秩序却长

期阻碍着他们。尽快改变国际旧秩序，建立平等、公正的国

际新秩序就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全面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中国明确提出既

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又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发展中

国家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观点，是改变发展中国家同发达

国家在不平等基础上形成的旧的国际分工，建立公正合理的

国际分工；主张加强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改变发展中国

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使发展中国家能更充分地、有效地

参与国际事务的决策；主张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增加发展中

国家在联合国的发言权。 中国政府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

本观点。1999年3月，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瑞士工商界人

士集会上发表讲话时，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

济新秩序的五项原则： （1）应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2）应坚持用和平

方式处理国际争端的原则； （3）应坚持世界各国主权平等

的原则； （4）应坚持尊重各国国情、求同存异的原则； （5

）应坚持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 针对发展中国家建立

国际新秩序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发达国家也从自身国家利益

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际新秩序的主张。 美国的基本观点

主要包括：确立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在全世界推



行美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模式，推行全球资

本主义化；强调西方盟国的"伙伴关系"，加强西方联盟协调

，共同分担责任和行使权力；利用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

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建立以美国的军事力量为保障的国

际安全结构。 日本的基本观点为：在确保和平与安全的基础

上，在全世界实现"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以日、美、欧三

极为主导建立国际新秩序；突出强调经济和科技力量对形成

国际新秩序的决定作用，提高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在确立国际

新秩序中的地位。 欧盟的基本观点综合起来包括：在目标上

是要建立一个以西方的社会制度、政治和经济模式、意识形

态和价值观念为基础的新秩序；反对美国独霸的"一极世界"

，要求在国际新秩序中分享领导权；主张加快欧洲共同体建

设和全欧一体化的进程。 从美、日、欧的观点来看，其本质

是一致的，也就是要建立一个以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利益为基

础的，由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为领导的，以西方的社会制度、

政治和经济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目标的新秩序，实

质上是国际旧秩序的一种"翻版".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在争

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导权方面，即未来的国际新秩序是美

国独家主宰还是西方"共管".国际新秩序与国际旧秩序是完全

对立的，其实质是各国的平等，其基本目标是世界和平与共

同发展和繁荣。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

化和安全等方面，十六大政治报告将其概括为："各国政治上

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

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

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

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



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

武力相威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2.以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以美国

为代表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两种主张的根本分歧在于： （1）

是以西方面貌改造世界，建立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还是承

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世界各国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发

展道路的权利； （2）是继续维护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

旧秩序，还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3）分歧

的焦点是以强权政治为基础还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

建立国际新秩序。 建立国际新秩序必须基于承认世界的多样

性和主权国家平等的前提，因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

新秩序的基础。只有如此，才能适应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主

题的需要，才能适应多极化趋势和多样化世界的需要，才能

适应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与需要。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是

长期的复杂的，必须反对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动力。中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上应当而且

也可能作出较大的贡献。 3.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

和谐世界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以胡

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对党的三代中央

领导集体外交思想的重要发展，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检验

。 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

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 2006年6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努力把

本地区建设成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的建议

，立即引起海内外的热烈反响。2006年6月17日，国家主席胡



锦涛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成员

国领导人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同

繁荣的和谐亚洲"的重要讲话。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

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胡锦涛说，我们应当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

尊；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中取长补短，

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应当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

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

蓄的和谐世界。 "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既是中国外交的

重要理论创新，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核心目标。

这一重要思想反映了当前时代和国际关系发展的本质特点和

客观要求，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构建和谐

世界"除必须以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前提条件和基础外，

还须强调和实践以下几点： （1）各国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弘扬民主

、和睦、协作、共赢精神。 （2）各国应该相互合作、优势

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 （3）各国应该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4）各国应该相互信任、加

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

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5）各国应该相互帮助、协力推进

，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应该站在全人类根本

利益的高度，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

定书》框架内，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加强国际协

作，充分发挥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各种技术的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转让力度，努力形成世界

各国在协力保护环境中共同发展、在优化环境中持续繁荣的

良好局面。 2008年试题研判 2008年没有涉及本章内容的试题

。 2009年重点预测 近年来，本章2003年出过一道和平与发展

以及南北关系、南南合作的材料题。本章的许多考点实际上

反映的是中国政府对世界形势和国际秩序的基本主张。命题

主要集中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正确途径"、"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国

际新秩序的基本内容"考点上。 本章2009年命题将会一如既往

，考查中国政府在世界和平与国际新秩序问题上的基本主张

。尤其要注意和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相关内容以及党和国家领

导人近来的有关讲话结合起来记忆和理解。更多优质资料尽

在考研论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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