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3WWW.ZSPUTUO.COM

2024年5月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刘盛 版式制作：缪喆 理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大价值和意义

□刘结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植根中华文明深厚土壤，丰
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共同体思想，
实现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这一重大理念
直面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在国际交往格局、全球
治理、文明交流等方面提出鲜明主张，取得全方位、开
创性的重大实践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中国和
世界发展大势，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提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
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中国方案，指明了世界向
何处去的正确方向，擘画了人类进步事业的蓝图。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理论价值、深远世界意
义、强大实践伟力，10多年来，已从中国倡议扩大为
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理念主张
发展为科学体系，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

具有重大理论价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
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
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
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
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为实践平台。作为科学完整、内涵丰富的思想
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植根中华文明深厚土壤，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共同体思
想，展现出对历史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对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实现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
发展。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
世界历史理论，认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
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
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
为世界历史”。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人类社会
形态演进规律，用“自由人联合体”描绘未来共产主义
社会，提出了共同体思想。这些重要论述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程度空前加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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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
述深刻揭示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人类命运紧密相连
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对我们所处时代作出的科学判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
论、共同体思想等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人类前途命运
更具历史纵深的思考、对人类进步方向更具时代特
征的指引，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
义。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始终
具有“天下为公”的情怀、“天下大同”的理想，主张“和
而不同”“和衷共济”“立己达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
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
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们党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利益、促进人类
进步，形成了具有文化底蕴和民族风骨的优良外交
传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丰沛滋养，坚持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世界
情怀和宽广的全球视野，体现了中国外交的独特风
范，展现出中国共产党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责任和
担当。

开辟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新境界。当前，国际力量
对比深刻变化、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政治和社会思
潮深刻演变。在国际风云变幻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指明了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国际社会命运与共
的大趋势，指明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所在，展现出
洞悉大势和规律的智慧和远见。这一重大理念以和
平发展超越冲突对抗、以共同安全取代绝对安全、以
互利共赢摒弃零和博弈、以交流互鉴防止文明冲突、
以绿色发展呵护地球家园，蕴含新的全球治理观、国
际秩序观、安全观、文明观、生态观、人权观等，以崭新
的思想内容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超越了西
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窠臼，开辟了21世纪国际关
系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世界的繁
荣进步都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具有深远世界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面当今世界最重要
的问题，在国际交往、全球治理、文明交流等方面提
出鲜明主张，回应了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
作的普遍诉求，展现出强大影响力、生命力和感召
力。

为国际交往开创新格局。世界各国从未像今天
这样互通互联、彼此依存、休戚与共。要跟上时代发
展潮流，就要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思维、老框
框，开创国际交往新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
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格局，建立公道

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建立开放创新、包容互惠
的发展格局，建立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格
局，建立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格局，在伙伴关
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态体系方面形
成“五位一体”总体框架，明确了国与国之间平等相
待、相互尊重的相处之道，指明各国团结协作是实现
文明永续发展、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推动构
建国际交往新格局。

为全球治理确立新思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主张世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各国共同商量国际
事务、共同掌握世界前途命运，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
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必然趋势。但随
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冷
战思维甚嚣尘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面临
一系列困难和挑战。直面全球治理的新形势新问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旗帜鲜明倡导平等有序的
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倡导多极化进
程应总体稳定并具有建设性，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
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
主化；倡导经济全球化应顺应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的普遍要求，解决好资源全球配置造成的国家间和各
国内部发展失衡问题，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
衡的方向发展，从而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新方
案。

为文明进步提供新智慧。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
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源泉。回首人类
文明发展史，文明大交流阶段往往是多种文明走向繁
荣、社会迅猛发展的时期，反之则往往是文明衰落、社
会退步的时期。文明交流交往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路径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主张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全球文明倡议，进一步丰富了对构建一个持久和平
繁荣世界的整体思考。全球文明倡议指出不同文明
交流互鉴和共同发展的理念、原则、路径，呼应了国际
社会增进文明交流对话、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共同需
求，是中国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新的重要努
力。

具有强大实践伟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辉
旗帜下，中国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始终把自身发展
同世界发展统一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
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

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
重大实践成果。

广泛凝聚国际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及其承载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丰富内涵，多次写入联合
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决议或宣言，形成
日益广泛深入的国际共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利己主义和保护主义，打破
了个别国家唯我独尊的霸权思维，反映出中国对人类
发展方向的独到见解，对于推动各国团结合作、共创
人类美好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
到全球，中国同多个国家和地区积极构建不同形式的
命运共同体，形成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
经济体量、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和地区携手共建美好世
界的生动局面。

激发合作共赢动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各
领域国际合作提供思想引领、激发强劲动能。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
际合作平台。中国已同全球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
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成
功举办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建国
家的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设施联通不断加强，贸易畅
通不断提升，资金融通不断扩大，民心相通不断促进，
各类合作项目取得了实打实的成果，共建国家人民生
活得到改善。为应对全球发展事业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各国广泛开展合作提供又
一机制化平台。全球发展倡议纳入数十个国家和国
际机构同中方签署的合作文件，数百个合作项目落地
生根，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发展繁
荣注入力量，生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追求。

汇聚应对挑战合力。当前，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
战严峻复杂，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
字日益加剧，全球治理体系存在诸多不完善、不合理
之处，需要以新理念指导对策、以新方案统筹行动。
针对重大全球性挑战，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打造核安全命运共
同体，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重要理念，站在全人类命运与
共的高度，推动各国凝聚共识、协调行动、创设机制，
推动各国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解
决世界性难题开辟了新的合作模式、汇聚起强大合
力。

（转自《人民日报》，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
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