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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概念形式，这是习近平总
书记为代表的中国政府在对20世纪人类发展经验方面总结出来的
教训，也是对未来发展的预判。同时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也
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了联合国决议，发挥出中国政府在全
球治理中理论贡献。我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列入到宪法
中，强调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互利共赢的开放式战略
形势。中国政府和人民会积极推动全球法治治理工作开展，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1.1 互相尊重，兼容并蓄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博鳌论坛”的演讲中对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进行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构建中需要保持平等、尊重，在文化上要保持交流借
鉴，同时做到包容。在发展方面强调合作共赢，促进全人类的
共同发展。通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同
时在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为需
要以《联合国宪章》为指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
上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

1 . 2 政治、经济、文明、安全、生态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从政治、经济、文明、安全、生态

等方面进行阐释和分析。从政治方面来看，尊重各个国家的主
权、领土完整和社会制度选择，在政治交往中保持平等相待。
从经济发展层面来看，各个国家都具有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责任，
促进国际经济的平等、共存发展，并以此为共识在发展中求同存
异，通过经济的发展惠及世界人民。从文明方面来看，人类历史
的发展本身也是一部文明史，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是促进人类
进步的重要动力，只有尊重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才能够促进世
界的发展。从安全方面来看，国家间的政治磋商、外交对话等都
需要采取和平的方式，反对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构建良好的世界
安全局面。从生态方面来看，当前全球都面临着生态危机，在对
经济的贪婪下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使社会的发展呈现畸形的
发展状态，因此世界各国都需要肩负起生态责任重担，树立自然
保护意识，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1.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治话语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需要强调法治方面的约束和管理，

在法治话语权中可以从“权利”与“权力”两个属性进行分析，在
发展中坚持法律至上，守好法律的准绳。我国在法治话语权的建
设中从公民的法治价值和信仰方面着手，促进依法治国的全面推
进。法治话语权的构建是国家实力的表现，也是国家进步的重要
标志，中国法治话语权体系构建中需要与国家法治建设同步发展，
实现与国际规则的接轨，构建良好的话语权体系。同时在法治话
语权的建设中还需要加强对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将中国传统文化
资源植入法治话语权中。

2  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法治发展路径
2.1构建民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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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现代国家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必然发展道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分析来看，其中含有丰富的内
涵，其中法治化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需要采用全球治理方式，完成世界和谐发展的愿望。我国在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需要结合中华法系文化，探究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权的发展路径，而在发展中法治化是基本的保障。本文主
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法治基础以及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法律担当等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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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是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关键，
民族是承载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民族发展的灵魂。中华民族具有
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注重儒家的“仁爱”德治和“中华法系”法
治，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系。一个民族哪怕遭受重创，但
是只要民族精神还在，仍然会有浴火重生的能力。但是如果民族
精神涣散，文化载体崩塌，政治、军事、法律等体系衰落，很难
继续生存下去。因此在中华民族这个命运共同体中需要保证民族
精神方面的息息相通，以及物质方面的联系和守望，对提升中华
民族的凝聚力以及综合素质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新的历史时期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中，需要通过依法治国的方式促进民
族团结，加强法治机制创新，结合十三五规划要求，做好政治、文
化以及生态等方面的问题解决，提升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
构建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在共同体意识的引导下形成爱国行动。

2.2坚守国际法治化保障
国际法是针对国家间的矛盾、冲突等进行导向和规范的法律，

消除国家间弱肉强食的不公平现象，引导国际行为的规范化发展，
保持不同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关系的有序发展，促进世界和平。
进入到21世纪后，各个国家的利益联系越来越紧密，为了促进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加强对国际法以及国际准则的构建和
实施，通过国际法以及国际准则实现对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以
及政治关系等进行判断。在国际法律上各国家的权力和责任都是
对等的，在依法享有相应权力的同时必须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比如，在经济以及政治方面享受更多话语权的大国，在国际安全
问题方面也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这个方面来看，国际法治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能够促进各国承担
起相应的国际义务和责任。我国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维护国
际秩序和国际法，积极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各种安全挑战，执行
世贸组织规则，反对霸权主义。坚决支持国家法治的共同追求、共
享理念。

3  结语
综上所述，进入21 世纪后人类社会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

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巨大的进步，但是生态方
面的问题也成为全人类的难题，为了促进人类更好的发展，各国
需要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以国际法治为准绳，衡量各国
在各方面发展的标准，维护国际发展秩序，沟通和谐、健康、可
持续发展的人类生存空间，为全人类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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