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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代谱写世界社会主义
新篇章｜ 9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苏东剧变后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力量下降、思想彷徨、探索艰
难时期开始进入信念重启、目标重建、力量重兴的
新时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引领中
国不断走向世界的征程中，必将推进世界社会主义
进入新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相结合，能实现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能集
中力量办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世
界左翼力量有着巨大吸引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继承、发展和强盛，必然推
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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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的指导思想
和总体布局｜4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指出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

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中

国发展营造良好外部条件。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将使中国更加

深刻地影响和牵动世界格局重

组和国际秩序重建。中国正在

为人类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万方数据



3

2018.2
当代世界

CONTENTS目 录

1 Ji Si / Join Hands to Tackle Common 
Challenges and Open up a Better Future 
for Mankind
4 Yu Hongjun /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Guiding Principles and Overall 
Programme
9 Chai Shangjun/ “New Era” in China: 
Opening up  a New Chapter in World 
Socialism
14  Liu Zhongmin / Cold-War Tendency of 
Middle East Situation and Its Impact
18  Fan Hongda / Strategic Pursuit 
of Great Powers in Middle East and 
Environment for Development
22 Zheng Yongnian & Zhang Chi /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China
26 Liu Guozhu /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Continuity and Changeability
31 Li Ruiqin / Russia’s Respond to and 
Evaluation on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35 Tang Haijun / Changing of World 
Political Party Situation: New Features 
and Causes
39 Yuan Qun / Party Politics in Nepal: 
Features, Trends and Prospects 
44 Zhang Guifeng / European Ideal and 
Policy Measures of German SPD 
48 Zhang Hongming / Forum Mechanism 
Facilitat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52 Sheng Xin & Liu Mingming /  Regional 
Effect of Developing “China-Russi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56 Wang Zhengda / China’s Contribution 
to Global Governance in New Era
59 Zhong Lin / Strong Momentum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Speeded Evolution 
of Regional Order: Review of South Asia 
Situation
63 Lu Wenyi & Wu Peibin / Overall Stabl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 
Situation
66 Liu Xing / Stalemating Struggle 
between Left and Right Wings and 
Stabilizing and on-the-up Economy: 
Situation in Latin America
69 Lu Gang / Geographic Space Cognition 
and Big Data Support to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for Belt and Road
73 Tian Xingjian / Building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der against 
Backdrop of Belt and Road
77 Wang Tianming / Making Our Humble 
Contribution to Developing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ractice 
and Thoughts of Foreign Affairs Work 
at Provincial Level under Guidance of 
Theory of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79 Monthly Briefing on CPC’s 
International Work
79 Latest Developments of Foreign 
Political Parties

56 新时代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新贡献

王政达

地区情势

59 经济增长势头强劲  地区秩序加速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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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动态

79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简讯

79 外国政党动态

论坛机制助推中非合作转型升级｜ 48 ▼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启动后，中非关系呈现出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非洲日趋紧
密地融入中国外交战略和发展战略之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2015年中非合
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中非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将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目前，中国的对非关系已经步入转型升级的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有新思维、新
作为和新气象，当务之急是在中国国家战略或国际战略的总体框架下，加快运筹、制订中
国对非战略。

“一带一路”地理空间认知
与地理信息系统的大数据
支持｜ 69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大数据战略”的
讲话为“一带一路”的大数据研究指明
了方向。随着研究的深入，应该在“一带
一路”大数据决策系统上引入地理空间的
认知概念。“一带一路”地理信息系统
（GIS）是沿线国家地理空间与决策者之
间实现有效沟通的大数据可视化工具。该
系统面向“一带一路”决策高层，强调智
库与专业机构之间的合作，具有协同性、
叠加性和可塑性，可以随时对沿线地区
的实际情况做出反应，为决策高层提供精
准、即时和周到的大数据决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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