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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鹿洪莲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摘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对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既存在机遇又面临挑战，在这一

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全球问题，为了破解这些全球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高瞻远瞩的提出了人类命运

共同体思想。本文在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和基本内涵后，分析了两者的契合点以及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之处，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有密切联系的。我们要结合目前

历史发展现状，把握住属于我们的历史机遇，从而更好的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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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该思想是对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现实回应，也是为解决

全球性难题做出的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站在世

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同

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
[1]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提出的。因此，

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

容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与基本内涵 

世界历史思想最初是黑格尔提出的，黑格尔从哲学的角度入手,

对世界历史进行了详细阐述，指出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纯粹抽象的精

神活动自我想象的结果，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是唯心的，他把人的

意识看成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并未彻底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动

因。[2] 

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他认为，世界历史

的发展不能归结为人们的精神和意识，而是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发

展起来的。马克思步入到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去洞悉世界历史发展

的动因，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使世界各地的

联系也日益加强，历史开始转变为世界历史。大工业的发展促进了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这导致了当地原材料和工人的短缺，资本家渴

望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便在世界各地拓展自己的市场，这使得各

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打破了民族之间相对隔绝状态，为世界

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世界历史自此开始逐渐形成。在著作《共

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也提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这表明由于地域

性市场逐渐转变为世界市场，使全球各民族联系日益加强，全球化

格局也因此初步形成。 

综上所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即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劳动

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从而创造自己的历史，随着生产力飞速发展，

全球贸易明显增加，世界市场开始形成，逐渐把相对封闭离散的各

民族连成一个整体，人们的活动扩大到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各民族

的历史开始走向世界范围的历史。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与基本内涵 

当今，全球化程度空前加深，世界历史的发展也表现出全球化

是不可逆的，美国曾经是全球化的引导者，如今却大力推行“贸易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搞“小圈子”等“逆全球化”

的行为。问题不只这些，当今世界面临各种各样的全球问题，再比

如俄乌冲突、疫情肆虐、恐怖活动频繁等问题都会对人类的生命安

全构成威胁，这是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全球化阶段，各个

国家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已经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

面对踵而至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各个国家联起手来，共同应对世界

性难题。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且中国是一

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有义务也有能力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着眼人类发展和

世界前途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也为世界历史发展指明了出路。 

从最开始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构想之后，习总书

记曾多次在重要的场合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阐释。在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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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是在重要的文件中第一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论

述。在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

首次系统的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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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5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联合国峰会上，第一次向国际社会从五个部分论述了打造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在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设成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6]。同年，被大多数国家认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写入党章。在 2017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进行了阐释：“人类

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

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

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变成现实。”[7] 

综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今处于世界历史阶段下的各

个国家，面对各种复杂多变的全球性危机，每一个国家应该都要有

大局意识，应该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携手同行，共同应对百年未有

的世纪性挑战。坚决不能像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比如美国凭借

自身优势就想要称霸全世界，不论任何事情都是本国利益优先，完

全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且到处挑衅，肆意干预其他国家内政，

这些都是霸权主义行径，是不可取的。面对像新冠疫情这种前所未

有的全球性难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没有一个国家可以

退回到孤岛，这关系到每一个国家人民的生命安全，关系到每一个

国家的经济发展。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我们，只有团结合作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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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赢，才可以使全世界人民获得更好的发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致性 

（一）二者哲学根基都是唯物史观 

马克思驳斥了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的发展归结为意识和精神，即

批判了黑格尔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认为世界历史是由人的实

践活动产生的，将研究从抽象的、虚幻的精神世界拉回到了现实，

摆脱了唯心主义的束缚，进而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分析世界历史。

当前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各种各样的全球性难题和

挑战，为了应对这些难题，习总书记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结合时代

现状和特点，创造性的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马克思世界历史

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来源，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世

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发展，两者的哲学基础都是唯物史观，具有密切

的联系。 

（二）二者都体现了整体性思维 

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人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问

题。马克思以宏大的视野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体现出鲜

明的整体性思维，既肯定了资产阶级对开创世界历史作出的积极贡

献，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也提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

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

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8]但同时马克思也批判了资本主义剥削工

人的事实，指出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利益去牺牲大多数利益。当今

世界上仍然存在这种现象，比如：日本排放核废水、美国大量囤积

疫苗、北约东扩引起的俄乌冲突等等，这些事件显然没有体现出具

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了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了世界能够可

持续的发展，中国以实际行动深化国际合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都具有国际视

野、大局意识，能够把本民族利益融入世界利益当中，体现出鲜明

的整体性思维。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性

发展 

（一）从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到实践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使每个人都

能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高级的社会主义社

会，这一理想社会必须是要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的科

学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极大提高的基础上，资本家对工

人的残酷剥削和无情压迫也都不复存在，是一个人人有尊严，以及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合理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的美好社会。 

马克思通过研究社会历史规律得出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

是步入到共产主义社会，但他只是对未来社会有一个美好的构想，

没有具体提到实现这一理想社会的路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针对当

下的实际情况，主动提出了应对全球性难题的中国方案，并付诸实

践。“一带一路”就是为更好的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而提出的

倡议，此倡议不是要对别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更不会为了本国利

益而侵犯他国利益，我们始终坚持的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

从而通过共建“一带一路”让更多国家民众享受到发展红利。因此，

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的实践性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性

发展。 

（二）从霸权主义到世界秩序重构 

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资产阶级并不满足于在本国内通过生

产获得的利润，因而欲望无限扩大，开始将自己的文明拓展到世界

各地，迫使一切民族按照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而且采用

各种侵略手段使得落后国家成为它们的殖民地，这很明显的揭露出

资本主义的霸权本质。马克思说过：“如果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就

夺走了印度和中国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整个生存形

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9]今天，

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持有“西方中心论”的观点，认为人类

历史应该围绕西方文化展开等。比如，长久以来，美国一直不遗余

力把所谓“普世价值”强加于别国，宣称这代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

但越来越多事实让人们认识到，“普世价值”实际上是美国想确立

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 

面对国际局势的转变，一些新兴发展国家把握住了机遇，实现

了自身的转变。为了维护自身以及能够让世界可持续发展，中国主

动参与到国际关系的重构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是有效应

对美国霸权而建立的新的国际秩序方案。该思想绝不是为了向他国

输出中国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绝不是只为了本国自身利益，绝不

是为了实现世界霸权，而是想同世界各国团结一致，通过不懈努力，

最终实现共同发展，也是为了构建世界文明新秩序，保障同中国一

样的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措施。因此，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

之处。 

四、结语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历史像我们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

论的科学性，也证明了全球化程度只会越来越深，美国“逆全球化”

这种行为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必然被历史所抛弃。马克思世界历史

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又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创新，两者具有紧密的联系。

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也日益靠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

将继续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永不称霸，继续为世界贡献中国

力量，同全世界人民携起手来，一同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而

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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