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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人类
文明的共同财富，也是破解当今
时代难题的钥匙。弘扬全人类
共同价值，才能凝聚最广泛的国
际共识，实现最广泛的国际团结

当今时代，每一秒钟都是马克思所说的“世

界时间”。各国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联结。

2015 年 9 月 28 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七十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首

次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

国的崇高目标。”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刻揭示当今

世界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国家间的最大价

值公约数，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凝聚价值共识，

为创造人类美好未来提供精神动力。

（一）
纵观全球，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

不尽相同，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是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六大要素贯通了个人、

国家、世界多个层面，蕴含着不同文明对价值内

涵和价值实现的共通点。和平与发展是各国人

民的共同事业，是人类追求一切其他价值目标

的基础所在，是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条件；公平

正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反映在一国内部

以及国家间建立良性合理秩序的规范性要求；

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是共同权利

而 非 某 些 人 的 专 利 ，是 人 类 文 明 进 步 的 重 要

标志。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才能推动人类

社会发展进步。个别西方大国长期将自身价值

观视为“先进”价值观，将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

价值观视为“落后”价值观，热衷于对外搞价值

观输出扩张。冷战结束后，所谓“历史终结论”

一度甚嚣尘上，即是这种傲慢心理的体现。今

天，个别西方大国刻意渲染所谓“民主对抗威

权”虚假叙事，亦是这种价值观霸权的新变种。

与这种在价值观问题上搞自我中心和二元对立

的错误做法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文明、国

别、制度、党派的藩篱，凝练概括全人类的基本

价值共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弘扬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已写入中国和许多国家的联合声明。

全人类共同价值源于人类共同的追求和实

践，服务于人类文明进步，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

的世界提供了正确理念指引。正如日本前首相

鸠山由纪夫所指出的，各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都应着眼于弘扬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共同价值，如果过分关注价值

观和政策上的差异，就很容易掉入零和博弈的陷阱。

（二）
不同的价值理念，带来不同的行事做派。

历史和现实共同说明，在价值观问题上搞二元对立、一元化只

会制造灾难，以开放包容精神拥抱共同价值才能推动人类社会发

展进步。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内在的包容性，倡导以宽广胸怀理

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

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

利益的实践中去。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就要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

动力之源。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只有在

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进步。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才能推动文明不

断发展进步，绘就人类历史的宏伟画卷。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就要反对意识形态对抗。和实生物，同

则不继。意识形态对抗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评判一国社会制度

好不好、发展模式行不行，实践最有说服力，人民最有发言权。只

有秉持“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尊重不同社会制度，平等相待，不

干涉别国内政，不搞意识形态输出，才能以真诚对话消弭隔阂与误

解，以兼容并蓄实现共同进步。

（三）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正在经历大调整、大分化、大

重组，不确定、不稳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坚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

为指引，才能在历史发展的关键当口明确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

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

环顾世界，局部地区战乱冲突造成的人类苦难仍在继续；全球

仍有约 7.35 亿饥饿人口；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 169
个具体目标，只有 15%步入正轨，许多目标甚至出现逆转……各国

代表齐聚联合国总部参加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之

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警示：“我们聚集在人类面临巨大

挑战之际——从日益恶化的气候紧急情况到不断升级的冲突、全

球生活成本危机、加剧的不平等和剧烈的技术颠覆。”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凝聚最广泛的国际共识，推动完善

全球治理。为了实现和平与发展，国际社会要遵循联合国宪章的

宗旨和原则，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要尊重各国

发展权利，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

新动能。为了实现公平正义，要争取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

等，国际规则要依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由大家共同书写、共

同维护，要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

语权。为了实现民主自由，国际社会要尊重和支持各国人民对发

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支持各国根据本国国情探索民主发展之路，共

同丰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实现最广泛的国际团结，共同应对

全球挑战。近年来，个别西方大国为了维护霸权，将意识形态和价

值观作为打压他国、推进地缘战略的工具，企图将世界拖入“新冷

战”。面对这一严峻风险，国际社会要共同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

抗，反对“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汇聚合力促进和平与发展；要

共同反对将“家法帮规”包装成国际规则，反对以“小圈子”冲击真

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公平正义；要共同反对打着民主旗号对外

搞干涉、行霸权，反对干扰破坏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有力捍卫

民主自由。

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也是破解当今时

代难题的钥匙。作为全人类

共同价值的提出者，中国将

继续携手各方，积极践行全

人类共同价值，共行天下大

道，共应时代挑战，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世界

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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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携手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和生动实践，展现了中国愿更好与

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信心。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的专家学者认为，面对日益凸显的全球性挑战，白皮书

的发布将帮助国际社会和各界人士更加清晰地了解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凝聚起建

设更加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画出了不同文化背景和发展
程度国家之间的最大同心圆”

10 年前，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

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彷徨求索

的世界点亮前行之路。10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

断丰富和发展，实践稳步推进，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表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作为负责任大

国为世界前途命运提供的重要思想引领，推动全球治理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当前世界变乱交织，世界需要解决深层次、长期性问题

的方案来推动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坚持和平

发展、致力于合作共赢的应有之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

研究员苏晓晖认为，白皮书系统阐述当前世界发展需要什么

样的发展动力、面临的问题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经过 10
年的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很多国

家与中国相向而行、同舟共济，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

应了时代潮流，为人类发展指明了方向。”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表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反映了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的广泛共识。“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球和全局视角，深化了对国际关系正

确相处之道的探索，呼吁各国秉持团结合作精神，共同应对

全球性挑战，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唯有弘扬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

同文明交流互鉴，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选择。”

“正如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所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曙光表

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中国秉持的人类立场和世

界情怀，“反映了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追求，画出了不同文化

背景和发展程度国家之间的最大同心圆”。

“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丰硕
成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既是倡导者也是行动

派。10 年来，中国用笃定的信念和扎实的行动，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波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前途光明、愿景美好，但光明的前途、美好的愿景不会

自动到来，需要世界各国的担当、行动与合作。10 年来，中

国率先行动，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

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这些倡议落地生根、惠

及各方。“通过参与这些实践，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认识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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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

“理念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来落实和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和三大全球倡议走深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丰硕成果。”在吴心伯看来，共建

“一带一路”致力于在共建国家间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

同体、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助力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是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

续的包容性发展；全球安全倡议致力于通过坚持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打造安全共同体；全球文明倡

议主张文明互鉴、克服文明冲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

供了价值观基础。

“新时代呼唤新理念。中国提出的理念是基于长期实

践，基于对历史规律的把握，是对全球问题全面深思的成果，

富有生命力。”苏晓晖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世界和

平与发展的大势出发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为当前

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了综合性解决方案。

“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不仅是一个承诺，

中国正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以及三大全球倡议等将其具体

化。”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培永表示，中国始

终把自身发展和世界发展统一起来，始终把中国人民利益

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搭

建起各方广泛参与、汇聚国际共识、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实

践平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得到

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三者彼此呼应、相得益彰，成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连续 6年写入联大决议，多次写入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

家等多边机制决议或宣言……10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获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陈东晓表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在国际层面的自然延伸，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不

仅惠及 14 亿多中国人民，也将惠及世界各国人民。“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为推动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也为各国

人民走向共享繁荣的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方案。”

“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 根 植 于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和平’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内涵。”吴心伯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

10 年来，中国积极运用自身资源和力量，推动一系列从双边

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的合作。“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通

过具体行动弘扬真正的多边主义，弥合南北发展鸿沟，为促

进全球共同发展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引

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陈曙光表示，面向未来，中国将一如

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共同发展作

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同世界各国人

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

界，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报记者 吴 刚 俞懿春 陈尚文 曲 颂

本报柏林 9月 27日电 （记者张慧中）当地时间 9 月

26 日，第四次中德高级别安全对话在柏林举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陈文清指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并积极支持中德执法

安全合作，中央政法委和德国联邦总理府共同牵头建立的

中德高级别安全对话机制，为维护两国共同安全利益作出

了贡献。中方遵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愿

与德方进一步加强执法安全对话与交流，充实和巩固中德

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构建普遍安全的共同体作出

积极贡献。

陈文清表示，希望中德双方携手，充分发挥高级别安

全对话战略引领作用，有效落实两国领导人在安全领域达

成的合作共识。要加强顶层设计，突出战略协调，完善合

作机制建设。要聚焦现实威胁，关注潜在风险，推进合作

创新发展。要推动增信释疑，努力为中德关系发展注入稳

定性、确定性。

德国总理府部长施密特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开幕式后，中央政法委秘书长訚柏与德国总理府有关

负责人共同主持专业交流，中国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与德方相关部门围

绕打击恐怖主义、网络与经济、打击有组织犯罪等议题进

行了坦诚、深入会谈，并达成共识和成果。

第四次中德高级别安全对话在柏林举行
陈文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9 月 26 日，为期两天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

行）第八届理事会年会在埃及沙姆沙伊赫闭幕。这是亚投

行首次在非洲召开年会。年会以“全球挑战下的可持续增

长”为主题，围绕基础设施发展领域的关键需求，聚焦多边

合作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区域互联互通与应对全球共同

挑战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年会期间，亚投行宣布将启动《气候行动计划》，并批

准萨尔瓦多、所罗门群岛、坦桑尼亚加入亚投行的申请。

前者被视为“亚投行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里程碑”，

后者被认为是亚投行“朋友圈”不断扩容壮大的又一例证，

展现了这一新兴多边金融机构的生机与活力。至此，亚投

行成员数量增至 109 个，覆盖世界人口的 81%和全球国内

生产总值的 65%。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表示，《气候行动计划》展示了亚投

行在动员资金、提供赋能以及凝聚合作方面为帮助成员应

对气候变化的雄心壮志。据悉，这一行动计划建立在亚投

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基础之上。亚投行将根据不同客户

的需求和具体情况制定气候解决方案，加强融资伙伴关系，

为气候项目动员资金，同时加强促进减缓和适应工作的技

术创新。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截至 2022 年年底，亚投行气候融

资占总投资比重已超过 56%，提前实现了到 2025 年气候

融资占比 50%的目标。2023 年，亚投行发行了亚洲首个气

候适应性债券，展示了其支持成员增强气候抵抗力的承

诺。今年 7 月 1 日，亚投行兑现了所有新投资项目与《巴黎

协定》相关目标完全保持一致的承诺。

谈到亚投行扩容，埃及《金字塔报》副总编塔里克·苏

努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亚投行成员数量不断增

加，覆盖区域越来越广，彰显了其强大的吸引力和公信

力。亚投行已为埃及基础设施项目拨款 13 亿美元，大力

促进了埃及各领域发展，并将为更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作

出贡献。”

金立群说，亚投行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最大的

联合融资伙伴，亚投行还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欧洲投资

银行等机构开展了密切的联合融资合作，“这充分展示了

亚投行致力于通过伙伴关系解决发展挑战的承诺”。

“亚投行在支持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

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埃及财政部长穆罕默德·马

伊特表示，亚投行发展迅速，已成为全球性多边开发机

构。希望亚投行下一阶段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和绿色经济

相关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投入更多资源支持非洲发展。

（本报开罗 9月 27日电）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八届理事会年会举行——

聚焦多边合作 促进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黄培昭

新华社北京 9月 27日电 9 月 27 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

部部长刘建超在北京会见沙特交通和物流服务大臣萨利赫，

就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推动交通、物流等领域务实合作，促

进中沙、中阿关系发展等交换意见。

刘建超会见沙特交通和物流服务大臣萨利赫

本报布达佩斯 9月 27日电 （记者李增伟、禹丽敏）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研讨会 25 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

行。匈牙利国家银行（央行）行长毛托尔奇·捷尔吉在研讨会

上致辞表示，10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为欧亚互联互通和全

球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龚韬在研讨会上致辞说，中方将举办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匈将共同规划合作

新蓝图，挖掘务实合作新潜力，为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注入新动能。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研讨会由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和

匈牙利国家银行共同主办，以资金融通搭建共赢桥梁、绿色发

展共谋合作新路、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为题举行 3 场专题

研讨。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研讨会在匈牙利举行

新华社北京 9月 27日电 9月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同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通电话。

王毅说，匈牙利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

府间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在习近平主席和欧尔班总理战略

引领下，中匈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

的良好典范。中方欢迎匈方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愿同匈方以此为契机，增进互信与友谊，为中匈关

系下一步发展作出新的战略规划，注入新的强劲动力。中方

愿同匈方一道，把匈塞铁路项目建设好，共同打造中匈务实合

作样板。

王毅表示，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采取反补贴调查有违国

际贸易基本规则，很可能扰乱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中方

坚持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与欧盟发展方向完全一

致。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制造业的提升要靠公平竞争，

而不是保护主义。希望匈方继续推动欧盟采取更为积极开放

的对华合作政策，和中方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西雅尔多表示，匈中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重要成果，

匈方从中获益良多。匈方将积极参与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继续深化匈中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扎实推进

匈塞铁路建设，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匈方强烈反对与

中国“脱钩”，希望欧中紧密合作，不支持欧盟采取任何不利于

公平竞争与合作的举措。匈方赞赏中方为欧洲实现和平作出

的努力，希中方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王毅同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 9月 27日电 9月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在京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内市委书

记丁进勇举行会谈。

尹力表示，中越是志同道合、命运与共的好同志、好伙伴，

两党总书记的战略引领是中越关系行稳致远的最有力保证。

希望双方以此次会晤为契机，共同落实好两党总书记重要共

识，深化两国首都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

丁进勇表示，越方希同中方加强党际交往和地方合作，推

动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

双方还共同见证签署北京和河内有关合作文件。

尹力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内市委书记丁进勇举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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