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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届 北 京 香 山 论 坛 以“ 共 同 安

全、持久和平”为主题，聚焦全球安全倡

议重点合作方向，倡导各方在此基础上

共议安全难题、求解安全之策、促进安

全合作。中国国防报记者围绕论坛举

行背景、重点议题等问题，邀请参加本

届论坛的专家进行解读。

记者：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主题为

“共同安全、持久和平”，在当前的形势

和背景下，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

田文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教授）：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

期，正在经历大调整、大分化、大重组，

不确定、不稳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在

国际格局加速调整大背景下，西方国家

以恃强凌弱、舍他保己为内核的传统安

全观，引起众多国家和民众的不满与反

对。世界多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迫切

呼吁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以平等互信为

基础的新安全理念。本届论坛提出“共

同安全、持久和平”这一主题，倡导的是

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

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体

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从内在逻辑看，“共同安全、持久和

平”是针对当今世界安全困境中的种种

症结提出的切实可行指导性方案，为构

建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擘画了蓝图。从

思想渊源看，“共同安全、持久和平”既

是对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国际安全治理

经验教训的凝练和扬弃，也彰显了东方

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底蕴和

底色。在国家间交往中，不同于西方价

值观中动辄强加于人的霸道做法，中国

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兼容

并蓄，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安全观。

从战争与和平角度看，世界大体存

在两种力量：一种是希望和平与发展的

历史进步力量，另一种是热衷于发动战

争并从中渔翁得利的非正义力量。只

有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和民众联合

起来且力量超过热衷战争的力量，世界

的和平与稳定才可能真正得到保障。

记者：在今年初发布的《全球安全

倡议概念文件》中，北京香山论坛被纳

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平台机制，

本届论坛的主题“共同安全、持久和平”

也体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

请您谈谈对全球安全倡议及其概念文

件的理解。

李抒音（军事科学院研究员）：2022

年 4 月 21 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开幕式上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

议，为弥补和平赤字、破解安全困境提供

了中国方案。倡议的核心是“六个坚

持”，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

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

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

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

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

域安全等。

今 年 2 月 21 日 ，中 国 外 交 部 发 布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进一步阐述

倡议的核心理念和原则，呼吁国际社会

以这一理念为遵循，不断完善相关地区

和国际社会安全合作机制，共同推动建

设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世界。

全球安全倡议及其概念文件，是中

国围绕当前国际社会出现的热点问题、

安全议题提供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也

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重要贡献。

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理念，坚定维护

世界与地区的和平稳定，新中国的发展

历程和成就已鲜明证明了这一点。中

国始终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坚定维护

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在联合国维和

与军控履约方面的贡献，世人有目共

睹。中国始终坚持劝和促谈，为热点问

题寻求政治解决之道。比如，在乌克兰

问题上，中国秉持客观立场，积极劝和

促谈，提出《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的中国立场》，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在中东地

区热点问题上，中国支持沙特和伊朗达

成“北京协议”，成为全球安全倡议的一

次重要成果实践。

记者：世 界 上 有 很 多 国 际 安 全 论

坛，包括慕尼黑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

话会等。作为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高端安全和防务对话平台，北京香

山论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声

的舞台，对此您怎么看？

赵小卓（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广大

发展中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占全

球陆地面积和总人口的 70%以上。因

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安全。但长期以

来，人们对发展中国家安全关切、安全

诉求的关注严重不够。

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广大发展中国

家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西方国家

主导的各大国际安全论坛，很难听到发

展中国家的声音。比如，慕尼黑安全会

议聚焦跨大西洋安全问题，是美国和欧

洲国家的“精英俱乐部”；香格里拉对话

会在新加坡举行，英国搭台、美国唱戏、

欧洲国家大量参与。亚洲、中东、非洲

有讨论地区性安全问题的机制，但由于

每个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安全挑战不一

样，即便发出一些声音，也是势单力薄，

难以形成合力。

北京香山论坛的一个重要特色，就

是鼓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代

表参与对话、发出声音。从与会者看，

每年广大发展中国家官方代表团、专家

学者大量参加，比例非常高。从议题设

置看，每年都有若干专门为发展中国家

设置的议题，或提供新的研讨视角，或

针对热点地区、热点问题。从发言表达

看，发展中国家代表在全体会议、平行

分组会议和小型研讨会上有大量发言

机会，充分阐释自己的安全理念、安全

主张和安全政策。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同

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过去是、现

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

员。北京香山论坛一如既往地秉持“平

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为广大发展

中国家提供平台，支持他们表达自己的

安全关切、安全诉求，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力量。

携手构建持久和平的世界
■本报记者 张小丽

专家访谈

版式设计：孙晨姌

深秋，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二楼，两

名身着不同军装的外国代表笔直地站

在窗边，轻声交谈。他们身后的玻璃窗

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旗帜迎风飘

扬。在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茶歇期间，

会场内外处处可见代表们交流、互动的

场景。

10月 29日至 31日，北京香山论坛再

度开启，来自 100 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的 700 余名代表齐聚北京，共同寻求维

护和平发展的良方，共同探索新型安全

之路。

发展中国家声音更强

这是北京香山论坛时隔 4年再次举

行线下会议。自 2006 年至 2023 年，从

香山脚下到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北京香

山论坛已举办十届。记者在现场感受

到，尽管参会代表来自不同国家、拥有

不同肤色、操着不同语言，但大家都是

为维护世界和平、守护世界安全寻找新

思路、探索新办法而来。

今年是习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 10 周年，提出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 10 周年，具有特殊意义。在今

年 2 月 发 布 的《全 球 安 全 倡 议 概 念 文

件》中，北京香山论坛被纳入落实全球

安全倡议的重点平台机制。本届北京

香山论坛聚焦“共同安全、持久和平”主

题，体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

议题设置也紧扣国际安全关切，包括

“大国责任与全球安全合作”“发展中国

家在全球安全中的作用”等 4 个全体会

议议题，以及“东北亚安全趋势与塑造”

“核风险与全球安全”“人工智能安全”

等 8 个平行分组会议议题。论坛还举

办了包括“中外名家对话”“中外青年军

官学者研讨会”等特色活动，以及议题

涵盖“全球南方”与全球安全治理、发展

中国家对全球化的期待等小型研讨会，

让更多与会代表拥有参与感。

正如“生活中从不缺少美，而是缺

少发现美的眼睛”，世界上也并不缺少

观点，而是缺少表达观点的渠道。许多

与会代表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的一个重

要特色，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

个重要的国际安全舆论场，可以表达对

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及国际安全的想法

和看法。比如，第二次全体会议的主题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安全中的作用”，就

是为发展中国家搭建讲台；第四次全体

会议的主题是“地区安全与发展：路径

与目标”，主体也是发展中国家。另外，

有关东北亚、东南亚、中东等地区安全，

是平行分组会议里的重要议题，会议得

到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与会代表

普遍感到，与往届相比，发展中国家的

声音更多了也更强了。

参会国数量创历史新高

香山论坛创办于 2006 年，最初为

学者交流研讨的“二轨”对话平台，从

2014 年第五届论坛开始，升级为外国官

方代表团参会的“一轨半”高端安全与

防务论坛，2018 年正式更名为“北京香

山论坛”，层级规模不断提升。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小卓介绍，今

年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数量创历史

新高。第八届论坛共有 74 个官方代表

团参加，第九届论坛 76 个，本届论坛超

过 100 个，国际社会对论坛的认可、对

中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认

可明显增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新

凤表示，从 2006 年数十位学者参加的

圆桌会议，到今年 100 余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北京香山论坛的

规模越来越大，规格不断提升。

论坛的议题也更加广泛务实，紧贴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新变化和军事技术

新发展。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李抒音表

示，最初，论坛只是围绕亚太地区安全

问题进行研讨，现在已扩展到全球安全

问题，不仅涉及传统安全，还涉及非传

统安全。曾多次参加论坛的韩国外国

语大学教授黄载皓表示，自 2006 年论

坛举办以来，出席者的级别逐渐提高，

活动组织流程也更加完善。

同时，北京香山论坛已成为文化交

流平台。记者在现场经常看到中外代

表热情拥抱。首次参会的阿根廷学者

爱德华多·迪亚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他很高兴受邀参加论坛，在这里代

表们不仅可以讨论安全问题，还可以讨

论大家共同关心的其他话题。

“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共识”

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在全球化时

代，中国的发展已与世界发展融为一

体，中国的安全也与世界安全紧密相

连。北京香山论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不断发展壮大。一路走来，论坛致

力于共商安全大计，始终与人类前途命

运同频共振。一路走来，论坛积极回应

各国关切，从聚焦亚太到关注全球，从

防务安全到国家安全，从传统领域到新

兴领域，为解决重点问题献智献策。

北京香山论坛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能够让各方聚在一起、聊在一起？

在于开放包容。北京香山论坛秉

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以对

话增互信，以协商化分歧，以交流促合

作。一位经常在世界各地参加国际安

全会议的外国代表表示，北京香山论坛

更具包容性，论坛上的观点更加多元。

在于和而不同。“北京香山论坛是

一次了解各国如何看待某个问题的好

机会。我参加了讨论小组，得到不少启

发。”论坛期间，被记者包围的瑞典斯德

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非常驻资深研

究员司乐如，讲着一口流利的汉语，精

神饱满地回答一个接一个的问题。

在于合作共赢。“为什么这么多国

家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

教授郑永年说，“大家看到了中国在国

际事务上所能扮演的正面积极角色，希

望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一些共识。”首次

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坦中友好促进会

秘书长约瑟夫·卡哈玛表示，中国一直

希望把相关人士聚集在一起沟通与对

话，而且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也不把

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他人。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

相悖”。当今世界，各国处在一条命运与

共的大船上。北京香山论坛将进一步

倡导平等对话，倾听各方声音，集思广

益，博采众长，以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影

响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

集智共商 和而不同
■本报记者 张小丽 孙晨姌 通讯员 宋 歌

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现场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杰杰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