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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思想的新时代诠释 
◆白丹妮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0） 

 
摘要：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使各个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它在给各国带

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挑战。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成

为人类社会共同的愿望和责任，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此背景下
应运而生。这一思想以共同价值为诉求、共同治理为手段、共同繁荣为

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的新的继承和发扬，蕴含着巨大的

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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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使各个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它在给各

国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挑战，这也使新的治理
理念的需求急剧增加。直面挑战，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并积极将这一宏观理念化为具体实践，使中国的发展成果
普惠更多周边国家，让世界都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反映了各国追求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望，符合世界人民
的共同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扬，蕴含
着巨大的时代价值。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继承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

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破资
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统治，共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同
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社会生产力将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将极大
丰富，人们的精神境界将极大提高，劳动不再是维持人们生存的
手段，而是人们主动的要求的，是生活的第一需要，是发挥人的
才能和力量的人生的快乐源泉，人们将从支配他们的异己力量中
解放出来，最终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
这一思想同样是号召各国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从大局出发，互相
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
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
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
这就是在强调各国人民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有着共同的目标和
利益，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和挑战，应该不论制度、阶级、贫富，
团结在一起共同解决难题，共创人类社会美好的明天。 

马克思思想旨在通过联合体的方式实现全人类解放，共同建
立共产主义社会，而这一愿望的真正实现需要后人的继承和发
展。在俄国，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使共产主义精神不断传播；在中国，通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
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不断努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在当代，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同马克思思想
一样，它号召各国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共同解决难题，是对马克思
思想新时代的继承。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发扬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资本主义

社会斩断了人与社会的联系，把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关系变成了
金钱、利害关系。并且，随着资本的积累和私有制的不断发展，
资本逐渐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这部分人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
不断压榨着工人的剩余价值，作为代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国
家，也只是代表了少数资本家的利益。马克思在看到这种情况后，
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应联合起来共同创造出属于全人类的共同体，
强调无产者要联合起来消灭资本主义，消灭两极分化，消灭剥削。 

现下，很多情况都与马克思所在时代不同，当今时代主题已
变成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不断紧密结合。因此，
习近平明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思想，强调无论是无产阶
级还是资产阶级要摒弃互相之间的对立和差别，进行平等的合
作、交流，共同面对生态环境、能源等问题，最终实现全球治理
的目标。而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做法，习近平指出，世界各国应
“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
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

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
系”，并且做出了相应的实际行动，如发起“一带一路”倡议、
组织亚洲投资银行等。 

可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与习近平的思想是有所
不同的，习近平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将长期共存的新时代新
情况下，发扬了马克思思想，他强调的是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
断交流共同为人类社会发展而努力，是进行实际倡议和行动。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大局出发，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直面国际社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思维视角和解决方法，使
不同意识形态、经济实力、宗教信仰的国家可以互相进行友好相
处和合作。这一思想主张在经济上坚持开放发展、互惠互利；在
文化上坚持促进多样化的文明交流；在生态上坚持绿色、和谐发
展；尤其在国际关系中强调要重建新的规则，公平的对待各个国
家，发挥各国不同的优势，联合起来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直以来致力于世界的和平发
展，并极力倡导一个讲求通过对话合作方式，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的新型国际关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断在各种大型场合强调
这一新思想，指出世界人民应该秉持新思想共同推动社会的发
展，习近平在强调的同时也将这一观念付诸于实际行动中，先后
与非洲、巴基斯坦、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双边、多边
命运共同体。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更是将合作共赢理念、新
安全观、美丽世界观等一系列新观念、新举措纳入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之中，使这一思想的内涵更加丰富。随着脉络的不断清晰，
这一思想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更是被先后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55 届会议决议、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决议，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可，是对新
型国际关系的认可，也是对中国治理模式的认可。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新形势下被提出，以应对新的国际问
题，它将有助于各国精诚团结，共同打造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
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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