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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理念 指引方向

“进入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
化、生态灾难等全球性挑战使世人愈发认识到人类命
运与共、祸福共担，科学家们更是发出了人类命运堪
忧的警示，人类的地球家园意识、‘一个星球’意识空
前增强；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显著表征是
国际力量对比与战略地位加速调整，全球经济与战略
的重心东移，国际关系中的西方中心地位和‘西方中
心论’愈发难以为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教授陈须隆对本报记者说，“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
办？面对‘时代之问’，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
不断提升的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
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
义精神；从 70多年前 《联合国宪章》 明确的四大宗旨
和七项原则，到 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
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古今中外相关思想的一种
沿承。“中国人素有天下主义的抱负。西周时期就有

‘天下大同’的理念。在西方，从但丁到莱布尼茨、康
德、黑格尔等西方哲人，都提出过有关世界治理的观念
和理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种族、文
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全
新视角，融合了人类在 21世纪政治、经济、社会、军事、
安全等各个方面互相依赖的状况。”中国人民大学重阳
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说，“从这个角度看，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是古今中外人类思想的结晶，是近代以来的
集大成之思想，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凝聚了传统与现代中国智
慧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自古就有
的‘世界大同’思想一脉相承，包含着‘天下一家’‘和而
不同’‘协和万邦’‘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也是对新中国成立
以来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优良外交传统
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和合’外交哲学思想释放出的新
光芒。中国不仅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
要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做到统筹中
国梦与他国梦和世界梦，寻求最大公约数，形成巨大合
力。”陈须隆说，“这是回答‘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指明
了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的前进方向。”

“当前，去全球化、极端化、民粹主义、悲观主义

等几种消极思潮在全球蔓延，甚至演变为一些国家的
少数群体行动。可以说，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给世界和人类提供了一盏指路明灯。”王文说。

中国行动 坚定信心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英国广
播公司引述专家的观点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空中
楼阁，而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具体方案的支撑
落到实处。中国能够首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
因为它拥有“在路上”的足够底气。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的。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
表演讲，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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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第一次正式提出。

“之后，中国领导人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重要外交
场合多次强调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纪念联合国成立 70周年联大一般性
辩论中，发表题为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讲话，提出‘五位一体’。
2017 年 1 月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讲坛上，习近平主席将

‘五位一体’行动方略进行全面充实和升级，提出了
‘五个世界’的主张。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把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新修改的 《中国共
产党章程》。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序言部分写入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正式上升为国家意志。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
下，中国又提出了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建人与
自然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和举措，充实和深化了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陈须隆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
丰富、完善，显示出中国的理论自信与行动自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一带
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一带一路”已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规
模最大的合作平台，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2020
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加快共建“健康丝绸之路”步伐。迄今，中国已向120多个

“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提供抗疫援助，向90多个国家提供
了超过 4亿剂疫苗和原液，其中大多数是“一带一路”合
作伙伴，并且正在和多个“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开展疫苗
联合生产。疫情发生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向欧洲发运

1199万件、9.4万吨防疫物资，成为防疫物资运输和各国
携手抗击疫情的“生命通道”和“命运纽带”。

“目前，中国正在努力通过开放式、包容式发展以
及‘一带一路’式互联互通发展，促进全球经济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世
界经济发展最大贡献者，这也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
的实现更有可行性。”王文说。

中国担当 世界称赞

2017年 2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
决议，随后又被陆续写入联合国大会、安理会、人权理事
会及相关国际组织重要文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逐渐成为联合国官方文本
共识，也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最明显标志。”王文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应对全球共同挑
战和建设美好世界而提出的中国方案。美国“外交学
者”网站刊登学者雅各布·马德尔的评论文章认为，人
类命运共同体描述的是一个相互合作的世界，它以双
赢为前提，是一种取代西方落后模式 （零和思维） 的
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美国 《福布斯》 双周刊网站引述
专家观点称，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政治含义，这
个含义就是尽力找到避免对抗、避免我们在冷战年代
体会到的国际社会分裂的新途径。英国广播公司引述
中国国际问题专家的话称，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概念，超越了西方思想以国别、种族、历史、宗教
划分的传统界限，是未来人类发展的新愿景。

“这一理念正在逐渐成为全球性共识。可以说，凡
是不抱有政治偏见的国家与国际组织，都在接受这一
理念。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真正的多边主义者，都
十分赞赏这一理念。在中国的广大朋友圈中，这一理念
更是得到了高度认可与评价。”陈须隆说，“新冠肺炎疫

情以一种‘急迫而悲怆’的方式发出人类命运与共的
警示，这一理念的国际认同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近日
发表文章称，在世界抗击疫情之际，人类命运共同体
堪称伟大愿景。照字面意思且不带偏见的话，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一个对全球都有益的词语。疫情自证了

“共同命运”思想的全球重要性。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愿景敦促所有国家为了共同利益采取行动，它符合
我们这个动荡时代的需求。

王文说：“后疫情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抵御疫情致命冲击的‘急所’。疫情之下或者说
后疫情时代，它对于未来各国之间的合作将会产生至
少三方面的重大影响。第一，强化各国间的政策沟
通，以减少乃至避免更多冲突，尤其是大国间的冲
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加强政策沟通，避免
大国冲突造成人类共同的悲剧。世界各国间有了更好
的政策沟通，才会有更好的全球社会环境，人类文明才
会有进一步良性发展和繁盛的基础。第二，明确阐释了
人类相互联通、沟通命运的未来，在经济上进一步加强
各国间互联互通的政策导向。第三，极大地提升各国社
会之间的全球认同。过去我们只认同国家，现在不仅要
认同国家，也要认同国家之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图①：6月5日，“韦德印度（WIDE INDIA）”轮
靠泊宁波舟山港金塘港区大浦口集装箱码头，将在大浦口
码头装载1502标准箱，前往尼日利亚、多哥、贝宁、马
来西亚、新加坡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姚 峰摄（人民图片）
图②：6月1日，一名医务人员在柬埔寨金边为民众

接种中国研制的新冠疫苗。 批 隆摄（新华社发）
图③：近日，首趟“大红袍号”中欧班列从福建

武夷山陆地港驶出前往俄罗斯莫斯科，这也是今年以
来从武夷山开出的第十趟中欧班列。 杨丹平摄

百年大党，为世界谋大同
□ 李嘉宝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经历了一年来的
风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到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
时，重申解答“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站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历史节
点，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时
代中国向世界展现出携手应对挑战、合作谋
求共赢的真诚愿望。作为中国发展的领航
员，中国共产党倡导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充分彰显了一个泱泱大国执政党的使
命担当：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
世界谋大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基本的意蕴，
就是“天下一家”的世界情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一个具有世
界情怀的政党。新中国成立之初，共和国的

缔造者们就立下了这样的宏愿：“中国应当对
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进入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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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当代中国共产党
人全球视野、人类情怀和开放胸怀的集中
体现。这一理念呼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
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
界。这是各国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最大公约
数，也是世界各国向往和平、发展、繁荣的最
大公约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面时代挑战，为

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

叠加，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沉
渣泛起，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
赤字、发展赤字增多，世界面临的不稳定
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世界上的问题错综
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
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
程”对话会上作特别致辞时说。

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行胜于
言：提供抗疫援助实实在在，“一带一路”

合作逆势上扬，扩大开放与各国共享发展
机遇，在多边舞台上力主国际合作……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领
导新时代中国勇毅笃行，定格一个个合作
共赢的高光时刻，升腾起革故鼎新的万千
气象，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正能
量，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新思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大国和大党
的历史担当，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
任担当。”“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
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党之“大”，

大国之“大”，意味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
更大责任、对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更大担当。

作为为世界谋大同的中国方案，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坚守和平、发展、公
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摆脱意识形态偏见，最大程度增强合
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日益成为中国引
领时代潮流和人类进步的鲜明旗帜。疫情
发生后，中国又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理念，呼吁凝聚全球抗疫合力，彰显
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时俱进的强大生
命力。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从承
载民族希望的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
致远的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正带领新时
代中国大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美丽的中
国梦与世界梦紧密相连，交相辉映。

观 象 台

京新高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首都放射线中的
第七条，是我国第二条进出新疆的高速公路大通

道，也是“一带一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总
里程约2700多公里，6月底全线通车。蔡增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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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已肆虐一年有余，它深刻改变着世界。中国提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出越来越大的魅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
和大国担当。如今，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后疫情时代应对共同挑战的“人间正道”。这一理
念提出的背景如何？具有怎样的中国特色？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
程？在世界眼中，这一理念究竟有怎样的吸引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指明前进方向
本报记者 张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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