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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世界交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析 
——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 

刘紫君 

(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010051) 

摘要：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对 21 世纪世界交往去向进行探析。21 世纪，习近平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为解决纷繁复杂的世界格局中的难题提供了方向，对 21 世纪世界交往起到推动作
用。本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世界交往的去向探究；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在 21 世纪的发展且推
动了 21 世纪世界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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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对世界交往的去向进行探究，

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
论为理论基础，是其的继承和发展。 

一、世界交往的去向探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

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1 世界交往作为交往的一种高级形式，
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
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
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 社会生产力决定
世界交往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世界交往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生产力
的提升。世界交往的领域涉及方面比较广泛，现从经济、政治、文
明这三个主要方面对世界交往的去向进行探究分析。 

在经济交往方面，起初，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
业转变为机器大工业，随后，机器大工业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
资本家无偿占有国内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同时，为了谋取高额利润，
在国内市场已经满足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况下，对外扩大销路和
寻找原料供应地并落户，最终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突破了地域限
制，范围拓展到世界，世界市场进而形成，交往也从地域性交往拓
展为世界交往。资本主义把世界市场作为平台，在全世界范围内通
过殖民扩张等野蛮手段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这种经济联系，便是
世界经济交往。随着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
系也建立起来，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不断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投资
逐渐趋于自由化，经济逐渐全球化，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
盾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日益凸显，这也是导致全世界经济危机频繁发
生的主要原因。21 世纪以来，全球性经济危机仍时常发生，如，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在政治交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对外殖民掠夺、扩张
等暴力血腥的资本主义模式的交往方式，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全世界
范围强制推行资本主义制度使自身利益最大化。马克思指出，“资
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
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
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
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
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 忽视民族、国家的自体差
异，强行推进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
脱节，严重影响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利用这种制度
的不平等性，进而制造出不平等的对外交往政策。在国家间交往中，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美化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抢占主导地位，使
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弱势。 进入 21 世纪，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依然要在国际交往中抢占国际话语权和占据主导地
位，甚至企图干预他国内政。 

在文明交往方面，起初，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其所创造
出的文明（科学技术、文学等）传播到世界各地，落后国家的古老
文明却遭到资本主义的贬损和破坏，它们被动地接受资本主义文
明，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各种文明发展具有严重的不平
等性。进入 21 世纪，国家间多层次、全方位的文化、科技交流增
多，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对我国及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
“资本主义式”价值观输出（例如，一些具有导向性的外国电影等），
潜移默化地影响我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人民，目的是使发展中国
家人民完全认同其“资本主义式”文明、其“资本主义式”价值观，
对自己国家的文明产生质疑。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对一些发展
中国家进行科技封锁，并对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产业进行打压。 

综上，可以看出，进入 21 世纪，世界交往在经济、政治、文
明领域依然存在很多现实性难题亟待解决。针对上述现实性问题，
资本主义没有找到也不想找到合适的方法去解决，而中国共产党经
过长期探索逐渐找到了一条解决之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
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马克思主义世
界交往理论，吸收借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既考虑本国利益也
考虑他国利益，站在全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以解决当今国际社会
中的现实性难题为目的，以全世界各国合作共赢为核心，既符合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性发展要求，又满足全球化大发展的需要，
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创新性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世界交
往理论在 21 世纪的继承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智慧。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 21 世纪世界交往的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的内核一致。进入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依然散发着强大的生命力，而当
今世界交往依然没有达到马克思所提出的普遍交往的程度，因此，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目的是“建设合作共赢、和平
发展的美好世界，更高层次、更深远地促使世界交往普遍化。”4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中国对外处理国际关系和促进本
国人民发展的思想，而是促使世界各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和使全
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所贡献的中国智慧。它推动 21 世纪世界交
往的发展，它从经济交往、政治交往、文明交往、安全交往等主要
方面对 21 世纪世界交往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在经济交往方面，
它提倡全世界各国经济合作、互利共赢，从而推动世界经济共同繁
荣发展。在政治交往方面，它倡导全世界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守望
相助，从而促进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进步。在文明交往方面，它
主张对待各国文明秉持着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的态度，积极参与世
界各国文明交流，从而促进全世界文明大发展。在安全交往方面，
它提倡在全世界各国携手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上使全世界处于普
遍安全之中，从而保护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使全世界
各国人民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着 21 世纪世界交往
等实践活动，在经济交往方面，要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要积
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全球贸易发展。在政治交往方面，增
强政治互信，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不干预他国内政，以平等对话交
流的方式来协商并解决国际争端。在文明交往方面，要主张进行全
世界民族、国家之间平等地文明交流与互鉴，更好地展现文明的民
族性与世界性。在安全交往方面，面对世界灾难性的威胁，全世界
各国人民要平等交往、和平共处、通力合作共同面对并解决这些世
界性难题，使世界处于普遍安全之中，从而保护世界各国人民的生
命健康安全。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并推动着 21 世纪世
界交往，从而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 

三、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在 21 世纪的今天依然焕发着光彩，

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解
答了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社会中应建立何种国家的恰当联系和共同
认知来应对和如何应对世界性难题等问题，推动了 21 世纪世界交
往的发展，从而维护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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