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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和实践路径 
鹿洪莲 

（内蒙古工业大学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51）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而贡献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不可能一蹴而就，其过程是非常艰辛和曲折的。在现实的情况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挑战包含国家之间战

略思维的影响、各个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的差异、各个国家之间核心利益的冲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通过以下几种路径来

实现，分别包含通过国际间传播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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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局势加速演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肆蔓延以

及乌克兰局势的紧张，使国际冲突变得更为严重。在面临传统安全

和非传统安全的频繁发生的情况下，已经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不

能处理和解决当前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

理体系亟需变革。 

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了维护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根据现实情况提出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符合历史发

展趋势，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是具有战略前瞻性的伟大构想。习近

平总书记提到，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的不断

发展，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个

国家应该团结合作，携手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面临的各种挑

战，从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一）国家之间战略思维的影响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赢得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该理

念已经超越国界成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价值指向。当前世界政治

是处于多极化发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各个国家要根据自

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2021 年 1 月 25 日，习近

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特别致辞指出：“世

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

制度。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

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

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各

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

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
[1]但是我们也要清楚世界多极化中存在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比如

每个国家都追求和平、自由、平等、公正等，每个人都对美好生活

有所向往，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就包含这些理念，这也是能赢得大

部分国家认同的原因，虽然如此，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依然

需要面临巨大的挑战。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转为竞争性战略，

将中国视为美国的竞争者和威胁者，并认为中国想要建立一个与美

国利益和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实践平台，一直以来，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持否

定怀疑态度。2018 年美国权威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NAS）

发布了一份名为《权力的游戏：应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报

告，报告认为“‘一带一路’ 终是为中国实现经济、外交和军事领

域的野心而服务的”[2]。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

几乎一样。2021 年 6 月 13 日，在 G7 峰会闭幕式上，拜登提出一项

名为“重建美好世界”的计划，该项计划是帮助低等收入和中等收

入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目标，主要目的就是想替代“一带一路”。

由于中国和美国存在巨大的战略思维差异，致使两国战略沟通成效

不显著，这也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了巨大障碍。 

（二）各个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的差异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各

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浪潮空前加深，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同时存在，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

人民可以感受到其中存在的矛盾，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变，有哪些变

是有重要意义的？国际力量的变化必定会影响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

治理格局，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对美国有益的，是维护的美国等

发达国家的利益，但是会对中国等发达国家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世界格局正在由“一超独霸”演变为“一超多强”，在纷繁复杂

的世界局势中，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起到决定性作用。近几年来，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力量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总

的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力量在逐步提升，发达国家的经济力量

在逐步下降，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和美

国相比其综合实力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美国极力维护现有的全球

治理体系，所以使得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进度缓慢。 

当前世界正朝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并不

是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特别顺利的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实现需要各个国家一起努力，共同奋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基本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但因为各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差距使共

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面临很多困难，比如强大的经济力量并不是一个

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部，它只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虽说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 70％，但在军事实力、文化和政

治影响力等方面来说中国与美国相比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再比如

说，各个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的差异使得共商共享共建基本原则的实

行产生困难，此原则的践行必须每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是平等的，不

管是大国家还是小国家、富有国家还是贫穷国家、强国还是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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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特别平等的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来，这样才可以称得上共商

共建共享，事实上，各个国家综合实力之间的差异会使得穷国、小

国、弱国在国际事务当中处于不利状况。 

（三）各个国家之间核心利益的冲突 

人类活动的 基本动力就是追逐利益，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

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

表现为利益”[4]。同时，利益决定着思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这样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基于

人类共同利益提出的。习近平在出席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时指出：“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

联合国的崇高目标。”[6]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主要就是维护全世界

人民的共同的利益，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局势

复杂多变，为了维护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为了世界的可持续发

展，人们必须携起手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各个国家间核心利益的争夺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

情况，各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核心利益，国家不同核心利益肯定

也是不一样的，这样就会产生矛盾冲突。中国和美国的核心利益就

是不同的，中国的核心利益包含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社会稳定、

国家统一等，而美国的核心利益就是想要称霸全世界，获得世界上

重要战略资源。各个国家核心利益的不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其

中一方面是，不管各个国家之间有多大的核心利益冲突，在全人类

的共同利益受到损害的同时也标明各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受到损害。

另一方面，人类共同利益在国家核心利益中优先排序不同，这造成

了国家核心利益的冲突。[7]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一）通过国际间传播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自提出后，赢得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但

也会有个别西方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持怀疑态度，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着国际话语权，他们不加判断的对中国进行污蔑，

甚至诋毁，总是以一种狭隘的视角认为中国提出该思想只是本国人

民可以从中获利，根本不会照顾到其他国家，一度认为中国想要通

过各种方式实现世界霸权，美国的这种不道德行为使中国的形象遭

受污名化，美国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友好态度会直接影响到

西方人民的看法。 

对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传播人类命

运共同体思想，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改变对中国

原来的偏见。比如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上，每一个“雪花”引导牌

上都印有参赛国家的名字，聚在一起后就是一朵大雪花，冬奥会吉

祥物“雪容融”名字的寓意表达了世界各个国家共同参与、共同努

力、共同享有的理念，体现了通过冬奥会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

景。在闭幕式上，美丽的烟花腾空而起，体育场上空呈现“天下一

家”中英文字样，向世界传递出团结合作的信息，可以说，北京冬

奥会是向世界民众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载体，更是中国与多国

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 

（二）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的实施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中国沿线国家同

样可以享受到红利，“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了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互

联互通，其目标是让每个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让每个国家都

有平等竞争的机会。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强国

还是弱国，我们都欢迎大家来搭中国的顺风车，中国会通过“一带

一路”实践平台，使世界上更多人民获益。 

习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指出：

“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

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7]，“一带一路”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符合

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受到了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好评，“一带一路”

不仅是国际间互利共赢的方案，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

践平台，中国会充分展现一个负责任大国形象，会一如既往的在力

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的责任，履行更多的义务，也会持续实施“一

带一路”建设，不断扩大自己的朋友圈范围，从而更好的服务于全

人类，更好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三）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国际规则的制定，以此来

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在百年变局之下，国际秩序正在悄然发生

变化，由以往的传统大国转向新兴国家，随之而来的全球生态问题

也愈发突出且生态治理主体有所变化。生态问题关乎到每一个国家

的未来，关乎到全球可持续发展，所以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单纯一个

国家就可以完成的，需要世界上各个国家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

上来。 

习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打破发展与保护对

立的束缚，坚决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保护环境刻不容缓，全

球变暖已为人类敲响警钟，必须从现在做起，大力做好生态文明建

设方面的工作，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有家园。恩格斯早就指出：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

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8]这表明人类对大自然无休止

索取的同时，也会把人类自己推进深渊，从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疫

情我们也可以认识到“生态文明”的可贵。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把高

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实现环境质量发展，而且是资本主义

的生产方式引起的环境恶化，因此，对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理应积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但现实中这些国家却在

尽可能的规避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面

对这种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各个国家应该紧紧抱在一起，团结一致

形成一个整体，共同建成一个清新美丽的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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