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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在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领

域，青年以聪明才智贡献国家、服务人民，奋力走在创新创业

创优的前列。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和“揭榜挂

帅”、“赛马”等制度的激励推动下，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

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在“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

子”、“天问”、“嫦娥”等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中担重任、挑大梁，

北斗卫星团队核心人员平均年龄 36 岁，量子科学团队平均年

龄 35 岁，中国天眼 FAST 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仅 30 岁。在工程

技术创新一线，每年超过 300 万名理工科高校毕业生走出校

门，为中国工程师队伍提供源源不断的有生力量，他们用扎实

的学识、过硬的技术，持续创造难得的“工程师红利”，有力提

升了中国的发展动力和国际竞争力。在国家持续出台创业扶

持政策的大背景下，青年积极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

踊跃参加“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国国际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创业交流展示活动，用智慧才干

开创自己的事业。2014 年以来，在新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中，

大学生创业者超过 500 万人。在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娱

乐业、科技应用服务业等以创新创意为关键竞争力的行业中，

青年占比均超过 50%，一大批由青年领衔的“独角兽企业”、

“瞪羚企业”喷涌而出。中国青年自觉将人生追求同国家发展

进步紧密结合起来，在创新创业中展现才华、服务社会。（见图

3）（见专栏 7）
（五）在社会文明建设中引风气之先

新时代中国青年顺应社会发展潮流，适应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在社会文明建设中引领时代新风，争

当正能量的倡导者、新风尚的践行者。

无论在城镇还是乡村、企业还是学校，青年都自觉把正确

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带头倡导向上向善社会风气、塑造社会文明新风尚。在城乡社

区建设中，越来越多的青年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主

动参加“社区青春行动”，加强实践锻炼、提升服务贡献。在各

行各业，青年秉承“敬业、协作、创优、奉献”的理念，踊跃创建

“青年文明号”，大力弘扬新时代职业文明，展现新时代职业形

象。广大青年运动员弘扬体育道德风尚，以良好的赛风赛纪

和文明礼仪，获得竞技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1993 年“中国

青年志愿者行动”启动以来，志愿服务成为青年参与社会治

理、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面旗帜，成为青年在奉献人民、服务社

会中锻炼成长的重要途径。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志愿服务信

息系统中 14 岁至 35 岁的注册志愿者已超过 9000 万人，他们活

跃在社区建设、大型赛事、环境保护、扶贫开发、卫生健康、应

急救援、文化传承等各个领域，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

新风尚。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连续 18 年派遣 41 万余名研究生、大学

毕业生，到中西部 2100 多个县（市区旗）开展扶贫支教、卫生医

疗等志愿服务。青年始终是大型赛会志愿服务的主体力量，

给千家万户乃至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见专栏 8）（见专栏 9）

四、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世界、展现担当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新时代中国青年

既有家国情怀，也有人类关怀，秉承中华文化崇尚的四海一

家、天下为公理念，积极学习借鉴各国有益经验和文明成果，

与世界各国青年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弘扬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携手创造

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一）更加开放自信地融入世界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新时代中国青年以

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认识世界、融入世界，在对外交流合作

中更加理性包容、自信自强。

“走出去”的道路越来越宽。通过留学、务工、旅游、考察

等方式，中国青年以极大的热情和包容的心态，全方位、深层

次了解世界、融入世界、拥抱世界，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

经验和文明成果。出国留学是中国青年了解世界的重要途

径。1978 年，中国选派出国留学人员仅 800 余名；2019 年，超

过 70 万人出国深造，40 多年来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超过

650 万人；1978 年回国留学人员仅 248 人，2019 年超过 58 万人

学成回国，40 多年来回国留学人员累计达 420 余万人。与此

同时，大批中国青年通过旅游、考察、商务、劳务等方式走出国

门、感知世界，2019 年国内居民出境达 1.7 亿人次，中国青年认

识世界的渠道更加广阔、国际视野不断拓展。（见表 1）
沟通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在各种国际舞台上，中国

青年讲述中国故事、参与全球青年事务治理，在双多边框架下

积极交流互动、促进合作共赢。中国青年参与双边交流机制更

加广泛深入，与各有关国家青年走得越来越近、友谊越来越

深。在“中国青年全球伙伴行动”框架下，中国与 100 多个国际

组织及外国政府青年机构、政党和非政府青年组织建立交流合

作关系。在中俄、中美、中欧、中印、中日等中外人文交流机制

框架下，中国青年在教育、科学、文化、艺术、体育、媒体等领域

对外互动合作活跃。中国青年不仅与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

国家青年伙伴开展亮点纷呈的人文交流，还通过创新创业、经

贸往来、技术交流等方式实现互惠互利。中国青年更加主动地

加入国际组织、参加国际会议、参与全球治理，树立了更加亮丽

的国际形象。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数百名中国青年为

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付出辛劳、作出贡献；在联合国青年论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会议和相关多边机制框架下，在亚洲青

年理事会等国际性青年组织中，中国青年更加自信地发出中国

声音、阐述中国观点，成为沟通中外友好的青年使者。

（二）展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青春担当

新时代中国青年深刻地认识到，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

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努力把

共同的地球家园建成一个命运与共的大家庭。

在心与心的交流对话中汇聚青春共识。中国青年积极

倡导、努力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围绕脱贫减贫、气

候变化、抗疫合作等主题，征集世界各国青年故事、传播世界

各国青年声音、凝聚世界各国青年共识。2020 年，在联合国

有关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共同举办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网络

会议上，中国青年代表向全世界介绍参与抗疫志愿服务的感

人故事、分享科学应对疫情的经验做法。在上海合作组织、

金 砖 国 家 、G20 等 国 际 机 制 青 年 领 域 合 作 文 件 的 制 定 过 程

中，中国青年积极贡献智慧、提出主张，为保障世界各国青年

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贡献智慧。在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上，各国青年运动员和青年志愿者，超

越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差异，用笑容播撒温暖、用拥抱传递友

谊、用心灵汇聚力量，共同搭建起“一起向未来”的桥梁，以青

春 特 有 的 方 式 向 全 世 界 传 递 了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理

念。（见专栏 10）
在手拉手的并肩前行中绘就美好图景。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中国青年铭于心，更笃于行。中国青年积极投身

“一带一路”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几十万名海外中

资机构青年员工在异国他乡辛勤工作，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贡献；开展志愿服务、慈善捐赠、文化交流，增进与所在国

青年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以青年为主体的国际中文教师志愿

者在 100 多个国家服务，帮助各国青年学习中华文化。“中国青

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累计派出超过 700 名青年志愿者，在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 20 多个国家，开展医疗卫生、农业技

术、土木工程、工业技术、经济管理、社会发展等方面服务。中

国军队青年官兵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胸怀人间大爱，恪

守维和使命责任，秉持人道主义精神，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

更多正能量。截至 2020 年，4 万余人次中国军人为和平出征，

16 名中国军人在维和行动中牺牲、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中国

青年用行动向世人证明，只要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同向、携手共

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必将更加美好。

（三）中国青年的全球行动倡议

人类已经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

运紧密相连。当今世界面临越来越突出的治理赤字、信任赤

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混乱、撕裂、不公愈演愈烈。百年变局

和世纪疫情叠加，给世界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严重挑战。

和平还是战争，光明还是黑暗，人类在进步和倒退的十字路口

面临着重要抉择。时代呼唤全世界青年团结一心，加强彼此了

解、相互取长补短，用欣赏、互鉴、共享的观点看待世界，携手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中国青年向全世界青年倡议：

——坚持向美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立正心、明大德、行

大道，崇德向善、追求美好，热爱生活、奉献社会，在一点一滴

中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

——展现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自信自强、昂扬向上，不

断自我提升、自我超越，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实现青春梦想和

人生价值。倡导健康生活，锻炼强健体魄，涵养阳光心态，保

持青春活力。

——为国家发展进步奋斗担当。以主人翁的姿态，刻苦

学习本领、发挥聪明才智、大胆创新创造，始终保持拼搏向上、

奋斗进取的精神，始终走在时代最前列，担负起国家发展进步

的历史责任。

——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智慧力量。胸怀世界、胸怀未

来，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站在历

史正确的一边、人类进步的一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弘扬公平正义，捍卫民主自由，为建设繁荣美好的世界作

出积极贡献。

中国青年真诚希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真诚希望每

个国家和地区都能为青年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真诚希望全世界

青年能够携起手来，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智慧力量、展现青春担当。

结束语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

有希望。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世界的未来也属于青年。

未来的中国青年，必将“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

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

宙”，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未来的中国，必将在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接续奋斗中，实现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

升。中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

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伟大的中国梦一定能够

变成现实。

未来的世界，关系到每一名青年的前途命运，更取决于每

一名青年的拼搏奋斗。只要各国青年团结起来、同向同行，坚

持平等协商、开放创新、同舟共济、坚守正义，就一定能远离战

火硝烟、倾轧斗争，真正建设一个和平发展、亲如一家的“地球

村”，共同开创共赢共享、发展繁荣、健康安全、互尊互鉴的美

好未来，实现全人类的共同梦想。

中国青年愿同世界各国青年一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

（注 1）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共 5788 家，“十三

五”期间平均每 2 天就新增 1 家。

（注 2）即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本专科教育

和研究生教育所有学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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