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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成就

人类社会在发展进步中，孕育出不同的文明

和制度。同处人类唯一的地球家园，我们该如何

共存，如何并行向前？

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

告鲜明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

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

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

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②

11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丰富、

发展，理论体系不断完备，时代价值日益凸显，

真理光芒穿越时代风云，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不

竭思想动力。

11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倡议

发展为国际共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

到，这一理念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

汇聚了各国人民共建美好世界、共创美好未来的

①https://www.gov.cn/ldhd/2013-03/24/content_2360829.htm
② https://www.gov.cn/xinwen/2022- 10/25/content_5721685.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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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公约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而多次被写

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文件，受到众多国家和国际

组织领导人高度赞赏和支持。

11年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

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取得丰硕成果。共建“一

带一路”等国际合作蓬勃展开，双多边命运共同

体建设不断推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网络空

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

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

全球发展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等多领域建

设，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了多维架构和

切实抓手。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

想的核心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

秩序观、价值观，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

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die wirkli⁃
che Gemeinschaft） 思想的发展运用，也是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回响着世界不同文

明中古老智慧和共同追求的历史共鸣。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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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要求之一。作为拥有世界近五分之一人

口、与世界紧密联系的大国，中国通过自身现代

化发展，助力世界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

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未来。“世界

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①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体现了中国在当今世界

实现自身发展的要求，也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

与担当。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

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

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②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人的前途与命运紧密相连，是着眼人类命

运终极关怀的具象操作，是人类文明赓续传承的

精神指引。

① http://www.beltandroadforum.org/n101/2023/1018/c132-
1174.html
②https://www.gov.cn/ldhd/2013-03/24/content_23608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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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世之道——应对共同挑战的中

国方案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不仅面临沉重的历史欠

债，也面临严峻的现实考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各国应对挑战、解决纷争、弥合分歧的

治世之道，是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持久和平、普遍

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的中

国良方。

（一）直面共同挑战的时代强音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发达国家

依靠武力征服和全球掠夺逐步建立起不平等的国

际产业分工体系和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导致多数发展中国家至今无法彻底摆脱跨国资本

的枷锁和意识形态操控，始终在发展困境中挣

扎。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一味逐利的资本主

义体系也面临过度金融化、产业空心化、社会两

极化、政治极端化等一系列问题，政坛纷乱、经

济滞缓、社会撕裂，民众困惑迷茫愤懑。

长期以来特别是 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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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向大自然索取了太多，构成了严重破坏，也影

响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地球升温、气候变

化造成极端天气频发、农作物减产和一些疾病流

行，人类生命财产损失巨大，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挑战巨大。

新技术革命速度不断加快，由此引发的社会

变革势头迅猛，考验各国的适应能力和治理能

力。新技术带来新的不平等，技术差异、数字鸿

沟形成新的割裂分化，出现技术寡头垄断与恶意

操控等新的不公正现象，人类不仅要应对技术霸

权带来的新危害，还要面对不可预知的技术

风险。

在非传统威胁日益突出的同时，各种传统威

胁并未减少。俄乌冲突硝烟未止，中东地区纷争

再起。局部安全形势恶化，负面影响外溢全球。

一些大国缺少合作共识，阵营对抗氛围再度弥

漫。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零和思维搅

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当今世界的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并存，多边治理

体系面临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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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问题叠加碰撞，复杂矛盾交织发酵，世

界的不稳定、不确定成为常态。正如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2023年8月在金砖国家同非洲国家及

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发表

讲话时所说：“我们无法承受一个全球经济和金

融体系分裂、人工智能等技术战略各行其是、安

全框架相互冲突的世界。”①何去何从，人类又一

次站在十字路口。

面对当今世界各种风险挑战，面对“建设一

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乎

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中国提出了鲜明方案——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共创美好未来的世界愿望

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了

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在中国

人看来，世界是个百花园，不同社会制度、不同

历史文化的国家各美其美。虽然走过的路不同，

各国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是一样的，追求和平

与繁荣的目标是一致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①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3/08/112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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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汇聚了各国人民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

约数。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共”——

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

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

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

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融”——

即便在交通工具极不发达的古代，丝绸之路上的

驼队、漂洋过海的商船、游历广泛的旅行家、无

所不至的探险家，都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进步

发展发挥了作用。地理大发现加速全球资源流

动，科学技术发展拓宽人类认知，全球化的壮丽

画卷徐徐铺开，人类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命运交融、密不可分的共同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合”——

习近平主席强调：“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①推动构建人类

①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 07/07/c_
11276289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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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共同体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反映了世界

人民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心声，昭示了历史演进的正确方向，因而得到

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同，汇聚起强大的文明

合力。

自习近平主席 2013年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至今，其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发展，具体

实践稳健推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

为中国在世界历史演变重要关头，为共同应对全

球挑战、共创美好未来提供的中国方案，为动荡

变革的世界廓清迷雾，为全球发展指明前行

方向。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在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其本质要求之一。

中国从来不以孤立割裂的视角看待自身与世

界的关系。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旨演讲中这样讲述中国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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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关系：“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

界会更好。”①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

要中国。”②中国从世界多国进口先进设备、原材

料和重要物资，进口来源覆盖全球六大洲200多
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为各国企业

提供了巨大的合作机遇。③中国广泛学习世界各

国优秀文明成果和先进经验，在交流借鉴中激发

思想火花，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结晶。作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

第一大国，中国积极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

贡献力量。中国是联合国预算第二大出资国④，

成为“维和行动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力量”。⑤过去

① http://www.beltandroadforum.org/n101/2023/1018/c132-
1174.html
②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 11/10/c_
1126723118.htm
③ https://www.gov.cn/lianbo/fabu/202401/content_6925700.
htm
④ https://www.gov.cn/xinwen/2018- 12/24/content_5351537.
htm
⑤http://www.mod.gov.cn/gfbw/jsxd/wh/48396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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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三分之

一。中国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的发展

更好地惠及世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

逻辑必然。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

不仅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

坚定力量，致力于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

界”；中国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

全观，致力于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

界”；中国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希望通过

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

中国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主张坚持

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中国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致力于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

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建设五个世界”一脉相通，均体现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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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

的全方位发展理念，体现了对个体的尊重、对公

平的坚守、对和平的崇尚、对发展的追求、对自

然的敬畏，体现了中国妥处人与人、人与自然两

对关系的智慧和努力。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有机联系、密不可分。中国式现代化将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基础。占世界人口

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实现现代化，本身就是对人类

社会现代化的巨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也

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借鉴和新的路

径选择，助力全球共同发展，推动全人类的现代

化，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备更有利的现实条

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要求之一。这既源于中国共产党内在的历史使

命，也源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所需的外在环境。

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立志为

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人类共同和平发展

的良好外部环境，无疑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有利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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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有别于西方

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伴随着侵略、掠夺、血腥

和不平等。中国不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发展过

程中不危害他国利益，而是秉持人类命运与共的

理念，坚持平等协商、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以

自身的发展为他国发展提供机遇，让各国人民都

从中国发展中受益。

“立己达人”，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将与世界人

民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二、美美与共——激发世界共鸣的中

国主张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都紧密相连，不同群体风雨同舟、和谐共生、合

作共赢。这一理念道出了国与国交往的人间正

道，激发国际社会的共鸣和期盼，也展现中国的

大国责任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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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有开放包容、公

平正义、和谐共处、多元互鉴、团结协作的丰富

内涵：

开放包容——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针对特

定的对象，不拉帮结派，不搞排他的“小圈

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公平正义——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维护国际法治权威，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

用，不搞双重标准，不搞“合则用、不合则弃”；

和谐共处——各国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实现

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

多样性的共存；

多元互鉴——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基本特

征，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

动力；

团结协作——“计利当计天下利”，单打独

斗无法应对全球性的发展难题，各国通力合作才

是唯一选择。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俄罗斯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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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国际社会树

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

识。①

2015年9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

合国成立 7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习近平主席在

联合国倡议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总

体框架：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

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

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

生态体系。②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

部发表主旨演讲，提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

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

界。③“五个世界”总目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①https://www.gov.cn/ldhd/2013-03/24/content_2360829.htm
②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 09/29/c_
1116703645.htm
③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 01/19/c_
11203400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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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深化拓展，为人类未来描绘了更清晰的图

景：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

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

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

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

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五位一体”的总体框架和“五个世界”的

总目标，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立体而丰

富，为人类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发展

提供了重要遵循。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提出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公平正

义、合作共赢的国与国交往新道路。中国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呼吁各国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

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中国提出和平、发

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追求。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渊源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极富科学性的思

想体系。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科学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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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是马克

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结合的智慧结

晶，同时也反映了人类不同民族长期形成的文明

成果和价值认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它的理念基础和内在逻辑

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一脉相承。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

道，“人是类存在物”。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这篇论著中也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

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生命的绽放，只有在共同

体中才能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

形态》中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

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

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共同体符合人类本

质的内在要求，是人类本质的必然显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共同体的演进经历了

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前资本主义阶段，人类社会

形态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构成一种“自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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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体”。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人类社会形

成“虚幻的共同体”，人的个体有能力进行生产

和交换，看似获得自由，实则开始从依赖共同体

转变为依赖于以财产或货币形式存在的“物”。

“虚幻的共同体”不能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

实际利益，未来必定被“真正的共同体”取代，

每个人终将成为自身的主宰，是处于一定社会关

系并自由自觉地从事生产生活的人，每一个自由

发展的人以个体身份参与联合，并在联合中真正

获得自由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的时代条件下

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开

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天地新境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思想，如“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世界

观、天下观，“以和为贵”“和合共生”的价值

观、文明观，“天下为公”“义利并举”的道义

观、利益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

观、自然观。

“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当代内涵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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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相待、和平合作。习近平主席 2013年在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就指

出，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

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

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让每个

国家发展都能同其他国家增长形成联动效应，相

互带来正面而非负面的外溢效应。①

“以和为贵”“和合共生”意味着彼此尊重，

美美与共。正如《中庸》所说：“万物并育而不

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始终主张以平和

的态度看待不同文明和国家的差异，以包容的心

胸理解不同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差别，“万物

并育”“道并行”的当代诠释，就是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所强调的，尊重文明多样性，尊重

各国人民自主决定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

“天下为公”“义利并举”奠定了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追求公平正义、互利共赢的思想底

①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 09/06/c_
1172496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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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习近平主席 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全面阐述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核心思想内涵时指出：“我们要在国际和区

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

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大国

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

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

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①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蕴含着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系统思想，体现了中华文

明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与追求。习近平

主席多次强调，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人类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解决好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问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怀的是全人类的

共同命运，倡导的是全球各方互利共赢的价值导

向，追求的是建设更加公平正义、团结合作的美

①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 09/29/c_
11167036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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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世界，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推动人类和

平与发展的天下情怀，也给予全世界所有抱持同

样美好愿望和理想信念的民族和群体以崇高

回应。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人类文明的共同智

慧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

造了多元共生的文明。尽管不同文明的语言载体

不同，思维框架不一，信仰基础有异，但追求和

平与发展的目标是共同的，建立公平、正义秩序

的愿望是共同的，实现民主、自由权利的追求是

共同的。

人类很多文明都存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共通的文化基因。瑞士联邦议会的联邦宫圆顶中

央，铭刻着一句格言——“我为人人，人人为

我”（Unus pro omnibus， omnes pro uno）。①古印

度经典哲学文献《奥义书》提出“世界是一个大

家庭”（Vasudhaiva Kutumbakam）。②非洲很多地

① https://blog.nationalmuseum.ch/en/2020/04/one- for- all-
all-for-one/
②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59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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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信奉“乌班图”思想，其核心观念是“我们在

故我在”。在美国犹他州费舍湖畔，一株地表以

上有 4万多棵枝干、地表下却共享同一根系的 8
万年巨树被命名为“潘多”，拉丁语含义是“我

延伸”。“潘多”精神感召人们，看似毫不相干的

独立个体，其实彼此存在深层联系。正因为每个

个体都为整体提供养分，这个8万年的生命才能

抵御洪水、干旱、山火、虫害等各种灾难，顽强

地存活下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极具包容性的思想体

系。它汲取世界多元文明相融相通优秀成果，反

映全人类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心声，凝聚不同民

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价值共识，体现了不

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族群的治理经验和思想

智慧。

（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汇聚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盼稳定的最大公

约数，画出不同文化背景和发展程度国家之间的

最大同心圆，超越零和博弈、强权政治、冷战对

2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成就

抗的陈旧思维，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

向的鲜明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

国在国际格局演变转折关头，为共同应对全球挑

战、共创人类美好未来提供的中国方案。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建立更加公平

公正的国际治理体系。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世界

不能走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老路，但对于如何

进一步完善国际治理体系，使其向更加公平公正

的方向发展，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这一进程，尚

未形成共识。在人类历史的转折关头，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治理体系的公平化民主化

指明方向。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坚持大小

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

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意味着尊重各国自主选

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全球事务应该由

各国共同商量。任何国家都没有包揽国际事务、

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的权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经济全球化的

时代潮流。从历史的眼光看，当今人类经济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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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

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紧密，各国走

向开放、融合是时代大势。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坚持经济

全球化正确方向，反对任何人搞技术封锁、发展

脱钩，共同将全球经济的蛋糕做大，同时秉承合

作共赢的精神，将经济发展的蛋糕分好，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不让任何一个

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世界对持久和

平与普遍安全的追求。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一些

国家为追求自身绝对安全，在全球范围内挑动冲

突对抗。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推动人类社

会永铸和平之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家间

分歧和争端，重视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共同防范

各类安全风险，反对肆意扩大军事同盟、挤压别

国的安全空间，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文明进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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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新愿景。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

越，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意味着认同各国

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鼓励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

情的发展模式；意味着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

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

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

之别。文明差异不应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对人类文明形态的

前瞻性思考和对人类发展进步大势的准确把握，

指明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共同奋

斗方向，必将凝聚越来越多的共识，推动人类社

会迈向光明前程。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助力人类更好地

面对生态挑战，实现永续发展。地球是全人类赖

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

梦想。面对生态环境危机，人类一荣俱荣、一损

俱损，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2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成就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共同建设

更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共同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守

护人类栖息的蓝色星球。

三、惠益世界——造福全人类的中国

实践

2013年以来，在中国的不断推动下，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稳步推进，实现从“一方

领唱”到“众声合唱”的多重跨越。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日益受到国际社会

广泛欢迎和支持，给世界带来巨大红利，为各国

人民创造实实在在的福祉。

（一）不同层面、多个领域的命运共同体建

设稳步推进

中国在多边与双边合作中，从不同层面、多

个领域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和平与发展

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多边层面，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最早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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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命运共同体。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命运紧紧相连。2013年3
月，习近平主席就任国家主席后不久就出访非

洲，面向世界首次提出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

正确义利观，郑重宣告中非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

诚伙伴，强调“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10
余年来，在中非领导人引领和顶层设计下，中非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

平台上不断深化合作，成果涵盖经贸、基建、民

生等多个领域，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

造福双方民众，成为中国与地区国家构建命运共

同体的成功范例。

此后，中阿、中拉、中国－太平洋岛国、中

国－东盟、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等命运共

同体建设稳步推进，相关国家团结共进、合作共

赢，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获得更广泛国际认

同，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在双边层面，中国同老挝、柬埔寨、缅甸、

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蒙古

国、古巴、南非、越南等国，就构建双边命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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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发表行动计划、联合声明或达成重要共识，

同中亚五国双边层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覆

盖，打造了新时代国家间关系的典范。

在不同领域，中国积极推动相关议题下的国

际合作，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具体实

践，以应对各种全球挑战。面对肆虐的新冠疫

情，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面对失

序的网络空间治理，中国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面对不断上升的核安全风险，中国提出

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面对日益复杂的海上问

题，中国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面对日趋严

峻的气候变化挑战，中国先后提出构建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重要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多元立体的，而

且是生动鲜活的，它既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紧迫

问题，也解决未来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

问题。

（二）“一带一路”合作有力践行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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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它以互联互通为

主线，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开放、绿

色、廉洁理念，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

标，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推动基础设

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共建国家人

民“心联通”，使共建国家在政策、设施、贸

易、资金乃至民心上产生更加紧密的连接，促进

协同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11年来，共建

“一带一路”从亚欧大陆延伸至非洲、拉美，150
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举办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成立了 20 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

平台。

“一带一路”成为中国与共建国家携手发展

的合作之路、机遇之路、繁荣之路。2013－2022
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19.1万亿美

元，年均增长 6.4%；与共建国家双向投资累计

超过3800亿美元。①2023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

①http://www.scio.gov.cn/zfbps/zfbps_2279/202310/t20231010_7736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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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规模和占中国外贸总值的比例再创新高。①

经济走廊和国际通道建设卓有成效，共建国家港

口航运、“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国际多式联运

大通道持续拓展。共建“一带一路”有力提高共

建国家的减贫能力。据世界银行预测，到 2030
年，共建“一带一路”相关投资有望使共建国家

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

困。此外，中国与共建国家积极扩展在文化旅

游、教育、媒体和智库等领域合作，搭好“民心

相通”的社会根基。“一带一路”合作在健康、

绿色、创新、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等方面也取得积

极进展，国际合作空间更加广阔。②

“一带一路”合作开创 21世纪人类大合作、

大发展的新格局，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实践。共建国家致力于协同发展、互利共赢，

有力推动各国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链优化布局。

陆海空网大建设改善了许多国家的基础设施，平

① https://www.gov.cn/lianbo/fabu/202401/content_6925700.
htm
②http://www.scio.gov.cn/zfbps/zfbps_2279/202310/t20231010_7736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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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协商对话打通共建国家之间的政策堵点，贸易

往来蓬勃开展促进国际商品交易，各种便利化措

施加速共建国家之间资金流动，合作共赢的经济

交流带动各国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人类历史

上从未有过涉及国家如此之多、涉及人口如此之

众、涉及领域如此广泛、涉及内容如此丰富的

“大合作”。“一带一路”合作给21世纪的世界带

来巨大发展空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具有重要历史

意义。

（三）落实三大倡议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战略引领

2021年以来，习近平主席陆续提出全球发

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引领中

国扎扎实实维护全球和平、促进全球发展、推动

文明交流互鉴。

全球发展倡议有效回应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

大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强烈愿望和迫切需求，着眼破解国家间和各国内

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推动世界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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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发展指明了方向，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响应。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

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全球发展

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①全

球发展倡议，最核心的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最重要的理念是倡导共建团结、平等、均

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最关键的举措在

于坚持行动导向，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

康的全球发展。

如今，全球发展促进中心顺利运转，全球发

展倡议项目库不断扩大，超过200个合作项目开

花结果，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

倡议，70多个国家参与在联合国成立的“全球

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坚定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已成为 14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同 28个国家和地区

① https://www.gov.cn/xinwen/2021- 09/22/content_5638597.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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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了 20多个自贸协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力所能

及地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帮助受援国

提高发展能力。中国同世界粮食计划署等近 20
个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在埃塞俄比亚、巴基斯

坦、尼日利亚等近 60个国家实施了 130多个项

目，涵盖减贫、粮食安全、抗疫、气候变化等

领域，受益人数超过 3000万人。中国帮助非洲

减缓债务压力，积极推动并全面落实二十国集

团缓债倡议，同 19个非洲国家签署缓债协议或

达成缓债共识，在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中贡献

最大。①

全球安全倡议倡导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不可

分割、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不可分割、安全权

利与安全义务不可分割、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

主张国际社会成员以更加全面综合的视角审视全

球安全问题，以更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守护国际

共同安全，为解决国际纷争、维护共同安全指明

了方向。

①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9/content_69063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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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

会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

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①2023年 2
月，中国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提出

“六个坚持”，进一步阐释了倡议的核心理念与原

则、重点合作方向及合作平台和机制。文件指

出，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

理念指引，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是基本

前提，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根本遵

循，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是重要原则，坚

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

争端是必由之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

统领域安全是应有之义。②

全球安全倡议自提出以来受到国际社会广泛

欢迎和积极响应，目前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支持、赞赏，写入中国与其他国家、国际

组织交往合作的众多双多边文件，一些合作行动

① https://www.gov.cn/xinwen/2022- 04/21/content_5686424.
htm
② https://www.fmprc.gov.cn/wjbxw_new/202302/t20230221_
1102832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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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倡议框架下提出 20 个重点合作方

向，涵盖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维和行动等传统

军事安全领域和气候变化、信息、生物、外空、

人工智能、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直面当

前国际社会最突出的安全关切。

长久以来，中国始终致力于成为维护世界和

平安宁不可或缺的建设性力量。从持之以恒推动

政治解决朝鲜半岛以及伊朗核问题，到成功斡旋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复交，并围绕乌克兰危机和巴

以新一轮冲突发布代表中方立场的文件、积极促

和止战，中国守护全球安全的诚意和担当始终

如一。

全球文明倡议展现中国对人类文明多元平等

的高度尊重和致力于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共

同繁荣的宽广胸怀。

2023年3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不同文

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

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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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①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在中

国看来，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

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

源，而应该成为人类共同进步的动力。全球文明

倡议既强调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指

出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正确态度和方法；既

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

展创造条件，是推动不同文明和衷共济、和谐共

生、互尊互敬、互谅互让的重要遵循。

中国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

话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等，广泛开展双多边政党交流合

作，推进形式多样的民间外交、城市外交、公共

外交，与多国共办文化旅游年、国际艺术节等双

多边文化交流活动，推动建立发展友好城市（省

州）关系，为促进各国文明交流发展搭建新平

台，汇聚新力量，促进新共识，有力推进全球文

明交流互鉴，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

① https://www.gov.cn/xinwen/2023- 03/15/content_5746950.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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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站在充满挑战的十字路

口，中国鲜明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

人类共识的理性光辉照耀未来，推动人类社会在

风雨考验中携手前行！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站在历史

正确的一边，站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一

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中国始终致力于做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

的维护者。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

家和人民的认同与支持。这是世界迈向可持续发

展的正确路径，也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共同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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