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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面临的现实挑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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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在国际格局深度变革、全球化纵深发

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发展与世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全体人类在追求

自身利益的同时应兼顾他人利益，共同发展、共同合作，增进人类共同

利益，共同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以期构建持久和平、合作共赢的和谐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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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反复阐释的外交战略新
理念，涵义丰富体系完整。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一段阐述，
揭示了其意蕴内涵：“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
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 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
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主席多次在世界公
开场合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如 2015 年 9 月，习近平在纽约联
合国总部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
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
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到了“五个坚
持”[2]，并说“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
考的问题。中国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在国际格局深度变革、全球化纵
深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发展与世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全体
人类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应兼顾他人利益，共同发展、共同合
作，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共同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以期构建持久
和平、合作共赢的和谐世界。 

然而，一个新理念的产生，即使是符合世界的整体利益和长
远利益，要被世界各国广泛认同，也是需要一个理解深化和逐步
接纳的过程。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走向现实面临的主要
现实困扰有： 

第一，政治上，是霸道强权的冷战思维依旧存在，唯我独尊，
恃强凌弱的现象时有发生。 

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
剧变，两极格局彻底走向终结。自此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对于过去美苏争霸的
紧张局面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冷战
虽然已经结束，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旨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和他国出现分
歧，也是在所难免的。 

对策：主动作为，先寻求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体的 大公约
数，以点带面，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利
用一切合适的场合，不遗余力地宣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
通过不断的宣讲，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理解并接受这一新理念。 

第二，安全上，单边主义、恐怖主义依旧存在，不合理的国
际秩序是一些全球性矛盾的症结所在。 

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警醒人类，任何企图转嫁国内危
机，采用穷兵黩武、掠夺资源的方式，必然造成对资源的巨大破
坏和浪费。国家靠战争、恶性竞争来发展，不存在真正的赢家。
因此，想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困扰全球的问题， 终还是要回到塑
造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国际新秩序上来。 

对策：在全球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是要塑造平等相
待、合作共赢的国际新秩序，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
设新型国际关系；不断完善外交布局，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 

第三，经济上，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迟缓了全球
经济复苏，甚至加剧了地区冲突与矛盾。地区和平与安全令人担

忧，中国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也会遇到掣肘。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迅猛发展，成就了蒸蒸日上日渐强大的新

中国。尤其当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跃升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时，面对中国已经崛起这一个不争的事实，个别周边
国家和西方大国“恐惧”之情日盛一日，居心叵测地到处抛售“中
国威胁论”“国强必霸”等论调，企图以此遏制中国的发展。 

纵观当前的世界，仍然处在不确定性因素诸多的时期，这些
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由理念到现实的演变增添了不少困扰。 

对策：从实践出发，加快构建“一带一路”。畅通“一带一
路”经济走廊，推动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
岛、新亚欧大陆桥、中巴、孟中印缅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
设，推进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全球范围内坚决
支持多边贸易，提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第四，文化上，文明冲突的时有发生，“文明优越论”仍大
行其道，“普世价值观”的排他性依然明显，不同意识形 国家
在价值观上的较量仍将继续。 

２０世纪下半期以来，一些西方大国奉行“价值观外交”。 在
它们的精心包装下，西式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等，摇身一变成为
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向全球各国广泛推销。“普世价值”是西
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 。近年来经济低迷、恐怖泛滥、文
明冲突，以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地区动荡等现象，已凸显
出“普世价值观”引领下国际秩序排他性的致命缺陷。事实证明，
“普世价值体系”由于强调自我中心，忽视文明文化的多样性多
元性，已越来越不适应２１世纪各国发展的现实需求，而只会加
剧国际秩序的失衡。 

对策：加强文化交流互鉴，以开放包容的心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对中华文明中的优秀成果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让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第五，生 上，环境上人类的无限欲望对自然消耗巨大，使
人类应对危机的“集体行动”呈现知易行难的尴尬局面。 

对策：中国可以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等新挑战，在构筑尊崇自
然、绿色发展的全球生 体 上对世界有所贡献。 

综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这样理解：它是全球化背景
下解决全球深层次矛盾开始升级的状况下的“中国方案”，是新
发展理念的“国际版”，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即强烈的现实问
题导向与贴近实际的路径探索相结合，是对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
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极大推动，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共
同体”理论的一次重大创新。该理念有助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
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对于壮大世界和平发展事业等方面意义非
凡。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全新的理念要
被不同意识形 的国家所理解并能做到“知行合一”，并非易事，
要成为国际共识还任重道远。但是，这个理念的出现，显示了和
平崛起的中国的理论自信，也是一种大国担当，是主动应对全球
突出难题的“中国方案”。抚今追昔，我们仿佛看到一幅如诗如
画的中国长卷正在徐徐打开：从张骞到郑和，从陆地到海洋，从
北京奥运到广州亚运，从“中国梦”到“世界梦”……展示的是
大国自信，收获的是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传统与现
代高度融合的创新理念，必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更加美好的明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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