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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变局”论断的提出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对于世界格局的变化有了新的认识。2015 年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关于“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
习时发表讲话指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国际力量对比发
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
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①。2017 年 10 月 18 日的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
变革大调整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②。随后，2017 年 12 月 28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接见参加 2017 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明确提出世界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他说，要“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
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
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③。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都讲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现在已写入党和政
府的报告和文件中，成为党和国家的共识。党中央最新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重要文件，

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其中两次讲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
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④。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我们通过学习党和政府的各种文献，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有
关讲话，可以概括出几个要点:一、关于大变局的思想是党和政府多年来从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过程
中得到的一贯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这个认识的最终凝练，它现在已经是党和国家对于世界
局势发展变化的战略判断，也成了被广泛接受的社会共识。二、“全球治理”的格局和体系是其中的
主要关怀，而核心则是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它们成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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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接见二〇一七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 / /www． xinhuanet． com /mrdx /2017 － 12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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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三、“我们”与“大变局”关系的表述，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世界“正处
在”、“正处于”，向着“我们面对”、“世界面临”和“世界正经历”这样的表述的转变，这种转变反映了
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大变局是我们自身经历的一部分，我们也处在变局之中。四、大变局对于中国的
未来极为重要，提出大变局的思想就是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关
键时期”。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关键时期”。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五、该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是世界历史的进程，这段世界历史从最初的“近代以来”、“数百
年来”，逐渐变得清晰，最终聚焦于“百年”。六、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以后，大变局有可能加速。

二、长期趋势中的大变局

关于“大变局”的论断，初看之下，是一个关于现实世界的看法，但它却是从“百年”时段的世界
历史中得到的认识，历史学者有责任提供历史的阐释，以加深人们对于“百年历史”的理解和对“大
变局”的认识。2018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 “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
的历史观……所谓正确的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
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观”，正是就“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而言的。①

我们注意到大变局的历史追溯，有一个从“近代以来”、“数百年来”，到“百年”的聚焦过程。从
历史和理论来看，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这个“聚焦”进行思考。一是，从近代以来或数百年以来的历史
进程来考虑，世界历史的延续性还是存在的，无论我们把这段历史作为全球化的历史、现代化的历
史、从分散到整体的历史，还是称之为马克思理论中的“世界历史”，这五个世纪的世界历史是一个整
体。过去的“百年”是近代以来整体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近代以来或数百年以来这些说法，已经包含
了过去“百年”的历史。二是，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来考虑。我们承认 15、16 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进
程连续性的同时，也认识到历史进程中出现的阶段性变化。在过去数百年的历史上就出现过很多阶
段性的变化，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大变局，正是在世界历史总体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的阶段性的变
化，属于世界体系演变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具有统一性，当今世界出现的新变化发生在这个统一性之中。这个认识符
合历史，也符合现实世界。“百年”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限定，比近代以来或数百年以来的表述要
更加容易把握。那么，“百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在长时段的历史中，“百年”或“世纪”往往不一定指“百年”整数，也不一定正好对应于一个完整
的世纪，如 19 世纪、20 世纪等，它一般是指上百年的时间跨度。例如，西方历史学者常常使用“长 19

世纪”、“长 20 世纪”等“世纪”概念，就不是正好 19 世纪或 20 世纪的百年，而是指以 19 世纪或 20 世
纪为主体，适当前溯或后延二三十年，根据历史实际而确定的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段。现在，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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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从紧扣一百年的历史来看世界格局的变迁。例如，以 1917 年的十月
革命、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或 1919 年的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作为开端。不过，从不受百
年整数束缚的世纪时段来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更加契合世界百年发展史。例如，回溯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依然在“百年”的时间段内。

如何选择“百年”时段的起点，归根到底，取决于人们对世界历史长期趋势的把握。笔者倾向于
用“长 20 世纪”的概念，以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初期作为理解“百年”历史的开端。这样的划分有
一个好处，就是便于我们在更加宽阔的时间段内观察“百年”世界历史的变迁。因为变迁既可以表现
为“突变”，也可以表现为“延续”，而“大变局”往往是一个持续很久的过程。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把“长 20 世纪”纳入 16 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把它作为近代以来世界历史长期
趋势中的一个阶段，这符合我们今天的世界历史分期，使大变局获得更加长远的时间维度。

在长 20 世纪里，世界历史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的变迁: 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两次世界大战( 其
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法等西欧大国衰落，也催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二战以后，美国确立了
在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一大批殖民地国家走向独立。更大的变局表现
为“冷战”，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外另立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从而使资本
主义世界出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但是，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主导的体系瓦解，苏联解体，两
个阵营对立的格局消失，世界出现美国“一超”独大的格局，形成全球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
期，中国改革开放得到大发展，逐渐融入世界体系。全球化使一批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崛
起，中国是其中突出的代表。现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大。当
前对于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最重大影响的因素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增加了大变局走向的不
确定性。

长 20 世纪中发生的一些巨大变迁，有的已经成为历史，如“冷战”。有的变迁所造成的影响持久
存在，如亚非拉广大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民族国家，瓦解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从而形成了一部分发达
国家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世界格局，这可以说是殖民体系建立数百年以来所未有的大变局。正是
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中，出现了一批新兴市场经济体，它们的崛起有助于形成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对于
西方国家长期操纵的世界霸权局面形成了挑战。从中国视角来看，以中国目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的现实，以及预期中国未来会发展成全球最大经济体，那么，这个演变趋势很可能使中国重回近代
早期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这样，就整个世界而言，我们的确有理由说，世界正在经历的是“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就中国而言，我们正在经历的甚至还可能是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迁正在发生。但是，当前的变迁以后会如何发展? 变迁能否导致一个明确而稳定的结局? 从
变局到成局需要多长时间? 成局的关键是什么? 如果形成某种新格局，它能够维持多久? 如此等等
的问题，是我们面临和经历大变局时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当然，未来到底会怎样，我们无法完全预
测。好在历史可以借鉴，过去几个世纪的世界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世界格局的变迁，回顾历史有
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正在发生的大变局。

三、世界格局变化的历史信息

在较大的时间尺度下观察历史上的大变局，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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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6 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我们习惯上称为从分散到整体的历史，也是广义全球化的历史。整
体性的世界在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进程的推动下形成，由西方国家主导，它在本
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冷战”期间，世界上虽然出现了以苏联为主导的反体系力量，世界分
裂为两大阵营。不过，随着苏东阵营的解体，这样的对抗也结束了。从长期趋势看，包括长 20 世纪
在内的过去五个世纪的世界历史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迁。

二、大国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变迁，多半要经历战争，战争的结果就是形成赢家主导的世界格
局。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对此已经做了总结，相关论述已经很多。然而，我们想指出的是，首
先，战争并不一定得到战争发起者想要的结局。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拿破仑的大军所向披靡，曾
经横扫欧洲大陆，但最终失败。德国作为 20 世纪早期的新兴大国，曾两次发起世界大战，均以失败
告终。总之，历史上大国的崛起虽然是通过战争而实现，但新的世界格局是胜利者主导的格局，对失
败者而言，战争并不能使自己赢得想要的世界格局。其次，重提“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意味着未来发
生大变局，必然重复战争的历史。而是通过观察历史，人们已经得到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绕过“修
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三、大变局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几十年、甚至一两个世纪的时间。英国成为具有全球霸
权的大国，至少经历了两个世纪左右的时间。16 世纪下半叶，英国与西班牙较量。17 世纪，主要与
荷兰较量。18 世纪时，主要对手是法国。到 18 世纪下半叶，英国已无强劲的敌手，工业革命正在进
行中，但它仍然失去了北美广大殖民地。到 19 世纪上半叶，工业化为英国的世界霸业奠定了基础。
19 世纪中叶，英国的霸业终于达到顶峰。可见，英国最终主导世界体系的过程是个漫长的过程。随
后，英国的世界霸权转手美国，又经历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美国在 1776 年建立，它的崛起有赖于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衰落，美国的力量迅速上升，

但美国最终主导世界，则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格局的变迁在“世纪尺度”下才看得真切。

四、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它的经济实力，是衡
量该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引起世界格局大变迁的条件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个指
标。1820 年，中国的 GDP比西欧各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 30%。① 但是，那个时候，英国和欧美的
工业化正在蓬勃发展之中，英国基本建立了世界性霸业。此后，中英之间发生鸦片战争，但决定战争
结局的不是经济总量。美国的情况也是这样。1870 年，英国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居第一位，这个
位次吻合它在当时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但是到 1880 年，美国变成第一，英国则退居第二位。再过十
年，即 1900 年，这个位序变成了美国、德国和英国。② 英国的经济地位在 19 世纪最后三十年接连下
滑，但在当时英国尚未丧失在世界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美国虽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迅速扩大，经
济总量连续数十年居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但美国取代英国而成就世界霸业，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二
战结束以后才完成了一次大变局。可见，经济总量反映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硬实力，是非常重要
的一个指标，但仅看这个指标是不够的。

五、与经济总量有关，但比经济总量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一是经济体制，二是科学技术。

近代以来，大国的崛起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而形成的世界市场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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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麦迪逊著，伍晓鹰等译: 《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9 页。
潘润涵、林承节著: 《世界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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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近代早期，资本主义是弱小的但是新兴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封
建的和小农的生产方式已经成熟，甚至到了发达的阶段，仅仅从经济总量来比较，资本主义经济可能
暂时还不能显示其比较优势。不过，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而旧的生产方式已经
没有多少发展空间，被资本主义体制超越是必然的。正如前面已经指出，1820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依
然压倒西欧，但是局面的反转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体制的优势归根到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
时，新的科学技术对于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工业革命
为英国的霸业建立了物质基础，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是机械化和使用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革命，

以化学工业、电力电气工业为主，以内燃机为主要动力，建立在新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正是在第二
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曾经引领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角色被美、德两国所取代。20 世纪最后二十
年，美、德的经济实力先后超过英国，靠的正是新的科学技术的支撑。

六、西方是一个整体，美国是这个整体的领导者。冷战结束，西方世界的共同敌人消失了，使得
过去以美国为首的整体西方也出现了“松散的”局面。欧洲意识的增强，说明欧洲有意作为独立的力
量在世界格局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欧美关系出现了变化，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在当今紧张的中美关
系中，已经看到欧洲保持着一种相对独立的姿态。但是，西方世界是一个整体，那是经过凡尔赛—华
盛顿体系和二战以后在西方国家与苏东体系的对抗中形成的。西方这个体系已经超越了“西方”的
空间，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是通过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生活方式和意识形
态等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这个整体的内部是在变动的，但整体的兴衰不是由一国地位的变化
所体现的，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整体”的存在及其意义。

四、把握大变局的机遇

世界格局的变迁正在发生。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严重冲击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深刻地影
响到国际关系和秩序，加速了大变局的势头。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全球体系，取决于各方力量
的博弈。

无论如何，正在发生的变局为非西方新兴国家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与西方国家的不平等关系提
供了机会。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正好合上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节奏。所以，

大变局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和特殊的意义，我们应当把它们结合起来进行观察，从历史中寻找智
慧，不仅要避免在大变局中失策，更要善于把握局势，在变局中开新局。

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认为:

第一，16 世纪以来，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近代以来出现的大变局多数都是在这个大趋势中实现
的。到目前为止的世界历史表明，现存世界体系依然具有比较稳定的结构，即使当前的“反全球化”

和“逆全球化”势力，也不足以改变全球化趋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整体上和从更长的历史时
段来看，大体是在现存的世界体系内和全球化的趋势里所发生的变革，不过其未来走向以及由此可
能产生的变化也值得关注。

第二，把握机遇，努力争取在世界格局内改变既有的相互关系，占据核心地位。根据世界体系理
论，世界体系内部的相互关系在不断地变动，大国的兴衰就是既有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动的一种结果。

可见，在世界体系内，世界格局始终存在着变化。对于一些国家和地区来说，只要参与全球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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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内的地位是可能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成就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就是证
明。未来的世界局势不论发生什么变化，我们都不能离开这个体系。美国越是要与中国脱钩，我们
就越要对外开放，争取在世界体系的变动过程中占据核心地位。

第三，大变局的过渡期较长，短近的尺度往往难以衡量这个进程，我们要用世纪的尺度、足够的
耐心和持久的定力，应对世界变革，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

第四，一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体现了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和比重，它表现了一种发展的势头，但
并不能完全决定世界格局的变迁。只有在创新制度、发展新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才具
有争取有利于自己的世界格局的基础和条件。

第五，“西方”是一个整体，它是由分布在全球的一大批具有共同的经济体制、共享的意识形态和
价值观，以及大体相似的政治体制的国家，加上强大的军事同盟而结合在一起、称霸全球的势力，是
一个互相依靠的利益共同体。美国则是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西方的盟主。在当前的大变局中，我们要
关注的不仅是美国及狭义上的西方力量的变化，而且要关注整体意义上的西方的变化，保持审慎的
态度，避免对于世界局势的变迁做不切实际的估计。

最后，国际格局的发展方向是开放的、多向度的。因而，最终的格局如何，目前来看也是不确定
的。要善于利用大变局来谋划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且使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成为影响大变
局进程和方向的一个重要力量。

［本文作者俞金尧，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责任编辑:李 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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