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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贺鑫  余岩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摘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效应对全球疫情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具有深

厚的中国特色。其理念内核在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过程中面临文化认同差异，疫情污名化、政治化以及单边主义分化团结抗疫等障

碍，我们必须强化国际合作，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加强国际多边协调作用，增进国家间理解认同。构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利于

增进人类健康福祉，增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提升抗疫的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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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health for manki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t is Chinese 

wisdom and a Chinese solution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global epidemic, with profou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re of its philosophy faces 

obstacles such as cultural identity differences, stigma, politicization, and unilateralism in the process of enhancing my country'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We must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mot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 

coordination. role in enhancing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among countries.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human healt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enhancing global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voice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新冠疫情爆发，病毒逐渐蔓延全球，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0 年

初与法国总统通话时，首次阐述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

重要意义。在 73 届全球卫生大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展开抗疫的

国际合作，佑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1]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卫生健康领域的体

现，其理论来源植根于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理论，并结合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蕴含着强大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对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有

着积极作用。 

一、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价值

体现 

（一）理论价值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以人类的生命健康为基点，只有卫生

健康得到保障，人才能实现自由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

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

的，将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

发展的条件。”[2]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的全面发展是其核心要义，

是构建未来社会的基石。而人的全面发展根本出发点则是人的健康

发展，这不但是民生问题，还是政治经济问题。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理念恰好彰显了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立场，为世界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提供理论价值遵循。 

（二）实践价值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基于人类命运相连这一客观事实，中国积

极倡导以合作求共存，以多边主义形式作为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的理念，凝聚合力筑牢共同防线其对于为国际形势发展的积极稳定

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作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在指导我国

帮助国外抗击疫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从防控到治疗，中国无私

地向世界分享经验和处理方式，从提供物资到专家团队，只要有条

件，中国都尽力向疫情严重的国家施以援手，中国对于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一直是积极支持的态度，并用行动证实了这一点。 

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困

境 

（一）文化认同具有差异性 

文化究其本质是人对自然主观反映，意大利思想家巴蒂塔·维

柯说：“由于地区间地理、气候等差异，因此各族人民确实获得了

不同的特性，因此产生了许多不尽相同的习俗。民族习俗一旦兴旺

起来，大半彼此不同，有时甚至互相冲突。”[3]由于社会存在存在差

异，社会意识作为其反映也会存在差异，尤其是精神文化层面，人

们所具备的价值取向、思维定式和美学观感都会受到社会实践影

响。在现实社会中，个体行为受到法律道德的制约，但法律道德的

建立以社会文化背景为基础。正是各个国家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

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譬如，在疫情爆发初期，党中央

果断采取“封城”措施。然而就西方国家而言，封城、戴口罩是违

背自由精神、违反人权的。由此可见，由于各国文化认同存在差异，

导致每个国家在面对疫情所采取的措施也会有很大不同，因此很难

产生合作的念头。 

（二）疫情污名化、政治化 

新冠肺炎并非政治家的“政治筹码”。疫情面前，无一国能置

身事外，因为这是人类与病毒的斗争，而非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世

卫组织总干事在呼吁各国联合抗疫时谈到，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最

大问题并非是新冠病毒，而是借病毒恶意攻击他国的行径。此次抗

击疫情实践中，中国第一时间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多维式地向

国际社会展现了负责任大国形象。但是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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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媒体在无确凿证据下，仅因病毒在武汉地区首先爆发为由，

完全甩锅中国，将此种病毒命名为“武汉病毒”，将疫情受难者刻

画成“肇事者”，甚至妄言提出让中国“赔偿”。中国在疫情初期就

向世界公布疫情信息，为全球的防疫工作争取了时间。个别国家政

客无视中国发出的卫生安全警告，为了转移本国矛盾，反倒无端指

责、诋毁中国隐瞒疫情。这些污名化的指责，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

国抗击疫情的误解，给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传播的顺畅性带来

了猜疑，对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也带来了阻力。 

（三）单边主义分化团结抗疫 

单边主义、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直接或间接地煽动民族情绪和

国际舆论，不仅对疫情是火上浇油，更无益于降低全球公共卫生风

险。多元文化构成了世界多元化的政治经济制度，病毒面前没有地

缘政治边界，也没有旁观者，只有国际合作的执行者，搞单边主义

只会削弱国际合作的动能。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告诫我们，公

共卫生危机来临时，国际社会没有“世外桃源”，各国都是命运相

连的共同体。各国要打破政治壁垒，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积

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维护世界公共卫生安全。然而，

特朗普政府抛弃多边合作的有效途径，背离国际组织普遍代表性原

则，强行要求国际组织遵循美国利益要求，否则就“退群”“脱钩”，

这无不是单边主义的现实表现。这些行为不仅不利于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理念走出国门，更是给全球公共治理，全球抗疫合作以及多

边合作造成巨大困扰。 

三、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路径

选择 

（一）积极推动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全球化纵深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国际秩序调整的大变局中，世界权力开始在各

国、各政府及社会组织之间重新分配，全球化趋势开始趋于稳定。

不同于以往的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即以实现资产阶级利益为

标准的全球化，如今的全球化呈主体多元化特点，以坚持多边主义

原则为基点，推进全球化深入发展为方向。首先，以平等方式对待

文化的差异性。文明是平等的，不论是价值上还是表现形式上，平

等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前提。世界上的文明各有千秋，没有哪种

文明是有“绝对优势”，我们必须以平等、谦逊的态度去接触各类

文明，傲慢、歧视的眼光只能阻碍文明交流。因而，我们必须要在

平等基础上，寻求不同文化间相互包容，这样不仅有利于各国共识

的形成，也有助于强化国际社会大团结意识的生成。其次，倡导文

化多元，摒弃文化霸权。在抗疫战中，中国以全球人民健康为基石，

呵护人类健康，并未因文化底蕴的不同而“见死不救”。中国积极

参与全球文化交流活动，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中国力量，尤

其是提出的共同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国际社会存在的矛盾，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起到正面作用。 

（二）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合作，构筑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人类与病毒的斗争一刻也未曾停止过，人类历史可以说是与病

毒殊死较量的历史。在全球日益走向联合的今天，国际社会日益表

现出“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命运相连趋势，因为没有任何

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能力独自解决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后果，必须

发挥各个国家独有的优势，共同维护全球安全。面对突发疫情，我

们必须跨过零和博弈陷阱，集聚世界力量，只有这样人类卫生健康

才得以保障。首先，中国应更积极参与到全球抗击疫情“统一战线”

的构建中，积极开展多方外交，强化政府间的交流合作。需要注意

的是，在寻求国际合作的同时一定要具有底线思维，始终维护自身

合法利益。其次，要处理好政治互信与疫情防控的关系。病毒传播

的全面性就决定其具有跨国界跨种族的特性，控制疫情就需要摒弃

政治屏障，加强政治互信，排除全球疫情防控中的不利因素影响，

应该深刻认识到政治手段不能成为阻碍人类发展的绊脚石，构建各

国政治互信的良好环境，不仅有利于疫情之下各国团结起来共同打

击病毒，也有利于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政治互信的环境搭

建离不开每一个国家，无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发生卫生危机时走

“独木桥”，这是历史的教训，所以排除政治的不良影响非常必要。 

（三）重视国际多边协调作用，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 

此次疫情之所以能在全球蔓延，应急机制不健全、物品储备不

足等因素表现的比较突出，加上国际社会没有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

的应急机制。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倡导“休戚与共”的命运观，

即世界正逐步形成命运相连的共同体。首先，各国应摒弃单边主义

思维，积极配合国际组织的协调和组织，强化信息交流共享，开展

检测、救治、疫苗研发及病毒溯源国际合作，为各国控制疫情提供

资金支持，同时在医疗物资采购和分配，医疗力量分配问题上发出

中国声音。其次，借助国际组织平台，先行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理

念。早在 2011 年，卫生部长级会议机制在金砖国家内就得到了确

立，并在医疗互助，共同治理全球公共卫生中达成一致。2017 年，

中国倡议在金砖国家内试行“健康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十分深

远。随后，中国又提出建设“健康丝绸之路”的号召，成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路径。最后，中国要树立责任大国形象、

勇于担当，积极开展联防联控工作。目前，中国已与许多国家在阻

断疫情蔓延研发上建立了联系机制，在抗击疫情经验上也得到了其

他国家的肯定，为建立跨国联防联控机制树立了榜样。总而言之，

各国应切实履行好自身职责，积极配合世卫组织工作，共同佑护人

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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