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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民粹主义甚嚣尘上，英国脱欧冲击着

欧盟体系，并引发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中东地区

战乱频发，百姓流离失所，和平似乎遥不可及；新冠疫

情肆虐全球，冲击着全球经济秩序与交往方式。面对复

杂、分裂的世界局势，中国展现大国担当，提出中国方

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背景

共同体概念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有阐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发展的当代理论化成果，最早在中

共十八大的文件中有所涉及，阐述了“倡导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 [1]。

世界格局波云诡谲，全球性危机呈现井喷趋势，粮

食安全危机、全球气候变暖、传染性与流行性疾病频发、

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和危机对人类

的发展构成重大挑战 [2]。透过种种现象，可以管窥世界

正处于“撕裂”态势，这就倒逼着各国重新找寻“全球

治理失灵”下的新路径。如何构建新型国际秩序和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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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方案，成为各国在对外政策、国际交往中必须面对

的重要主题 [3]。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

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但要清晰地认

识到，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主旋律。恐怖主义、生态问题

等是人类普遍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置

身度外，需要所有国家一起参与、携手面对，因为没有

任何国家能单独应对挑战。这就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产

生奠定了事实性依据，在此后的多种场合和外交会议中，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向外界阐述中国方案。

作为全球治理背景下的重大创新，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有其产生的必然性。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

思主义的指引下，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积累丰富的执政经

验和理论创新底色，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奠定了理

论基础。第二，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淀。在中华文化

发展长河中，“和合”文化始终具有旺盛生命力，并一直

延续至今。“和”指和谐，“合”指合作。“和合”文化

在承认不同主体之间差异性的同时强调差异共生，即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荣。第三，强

烈的问题意识。面对全球背景下的发展赤字、和平赤字、

治理赤字，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不仅影响着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还对世界的高质量发展与和平进步有很大

的阻滞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大国责任担当和对人类

未来发展的高瞻远瞩，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

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视

角和新的路径。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依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有诸如《共产党宣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背景、建构依据及当代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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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乱象，表达出对人类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关切，成为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国际新秩序重塑的价值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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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等经典书籍的影响，同时也有中国共产党多年执政

实践的经验积累。其内涵不断丰富，涵盖了政治、文化、

生态等多个层面。

（一）构建世界永久和平的战略诉求

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的趋向，各国都是全球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和利益相关

者。有效应对纷繁复杂的全球事务需要各国共同协商、

共同参与、共同治理。

和平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望，世界各国在历史

的不同时期都曾为和平进行不同程度的协商，一定程度

上保证了部分时间和部分区域的和平。但从历史的脉络

看，这些和平呈现出不可持续性和地域性。

因此，需要对传统的国际关系模式予以反思，从世

界各国的总体利益出发，推动各国之间的理性沟通与和

平对话。

（二）基于全球共建共享、普遍安全的深度考量

寻求各国普遍安全，需要突破传统的基于权利谋求

安全的模式，应坚持在各国共同支持的背景下构建普遍

安全，最终形塑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

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普遍安全需要各国遵守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深入双边及多边合作，推动各国安全机制间

的合作交流，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 [4]。另一方面，

世界各国有平等的权利参与世界及地区的治理，以共建

共享的方式解决安全问题。

（三）坚持全球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价值支撑

发展赤字是当今世界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由于资

本主义的自身局限性，经济危机时有发生，譬如 2008 年

次贷危机，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造成全球经济增长乏

力，时至今日，世界仍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当今世界，

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日益凸显。

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在承认不同

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存在利益矛盾的基础上，寻

求共同价值，以此提升全球发展的整体性、共享性和共

赢性。

（四）秉承全球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的文化内涵

在世界发展过程中，部分国家在文化方面表现为霸

权主义，挤压他国文明的生存空间。然而，世界发展不

能单单依靠一种文明，文明的多样性是世界文化繁荣的

重要基础。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积极从世界各国优

秀文化中汲取营养，在文化交流中实现文化创新，构建

包容的世界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格局。

（五）建构全球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的发展模式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就

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良好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思想内涵之一。人类命运共同

体主张尊重自然，力图构建绿色、生态的发展模式，强

调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圆融效果。著名

的“两山论”就是最好的诠释，“绿水青山”和“金山银

山”需要协调、统一，让和谐共处成为常态，最终实现

可持续发展。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保持经济增

长的同时，也体现着大国担当，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减

排任务，积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转变能源消费结构，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同时，中国将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

意志，将“绿色发展”写入相关的国家文件中，以此作

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说明书”。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

世界政治格局处于快速演变的历史时期，“人类命运

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集合全党智慧，对人类未

来发展之路的思考。该思想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对重塑新型国际关系、提升

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参考意义。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理论。在《共产党宣言》及《资本论》等著作中，马

克思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共

产主义未来社会的描述。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在思想内涵上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有共通之

处。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期实践，不断消灭阻

碍人类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不利因素，从而实现人人自由

发展的共产社会。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不可消除的矛盾，

必将推动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趋势，当然也需要较长时间进行转化 [6]。所以，从一

定程度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马克思对未来社

会构想的重要跳板。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关系重构的创新

路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求做到四个平等：

即“主权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7]。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后，西方中心主义占据国

际关系构建的主导地位，中心主义秉承“社会达尔文主

义”理念，强调零和博弈，推动世界霸权，构建“中

心—边缘”国际关系体系。该体系在新时代全球治理背

景下，已经出现“治理失灵”现象。因此，国际社会需

要重塑国际关系体系，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合作共赢；

摒弃霸权主义，坚持尊重与平等。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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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规则上主张最大公约数，在文化上主张和而不同、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和平、发展、公平、自由”不仅

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同时也是联合国着重实现的目标 [8]。

这种注重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关系，必将越来越受到国

际社会的支持与肯定。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基于世界性的视角

审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

宣传与推广还面临诸多瓶颈与阻碍，譬如以美国为首的

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敌视。因此，在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实施过程中，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入手，突

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局面，形成世界各国

协同发展的合力。正如习近平所说：“世界命运应该由各

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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