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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1 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
书指出：经济全球化成为影响国际关系
的重要趋势。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
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这是中国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的
概念。

2、2012年，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报告向世界郑重宣告：合作共赢，
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
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
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
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
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
利益。这是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意识。

3、2013 年 3 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
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第一次向世界传
递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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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5 年 9 月，在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全面论述了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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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16 年 9 月 ，在 B20 峰 会 开 幕
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呼吁树立人类
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全球伙伴关系来
应对挑战。他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
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
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伙伴精神是二十国集团最宝贵
的财富，也是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
战的选择。

5、2017 年 1 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
部，习近平在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
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
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
演讲，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
国方案。

6、2017 年 2 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
员会第55届会议日前协商一致通过“非
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首
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追求和平的方略
“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
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
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这是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
务研究所所长、教授王义桅认为：“‘命运共同体’
的提法，最开始出现在2011年《中国和平发展白
皮书》上，后在十八大报告中隆重推出，虽发轫于
20世纪下半叶国际社会‘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等
口号，但有很大超越，是全球治理的灵魂。”

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
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对人
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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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于以合作共赢为核
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告诉世界，“要跟上时

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
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
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

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
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一次次深
入阐述中国主张。这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
态的“全球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
望，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提交
出一份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

谋求共赢的行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中国厅，悬挂着两幅中

国绘画作品——《互动的世界》和《共同的家
园》。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评价，这两幅画
折射出中国在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迈
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不仅是理念倡导者，
更是负责任、有担当的实践者。

在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全球性战役里，中国
坚定地与非洲兄弟站在一起。“别人因埃博拉走
了，中国因埃博拉来了”，改编自利比里亚当地民
谣的歌曲《消灭埃博拉》，唱出了浓浓中非友谊。

在也门纷飞的炮火中，中国海军舰艇不仅

顺利完成本国撤侨任务，还帮助279名外国公
民安全撤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
穆沙希德·侯赛因由衷地说：“中国的行动，再次
验证了一句谚语：患难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今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在中国北京开幕，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
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等
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高峰论坛，来自
130 多个国家的约 1500 名各界贵宾作为正式
代表出席论坛。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向世界郑重
发出宣告：“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
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
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我们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
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
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5 年来，中国努力完善中国—东盟、中阿
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平台，推动国
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与
冰岛、瑞士、澳大利亚等的自贸谈判多点破冰，
为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不懈
努力。中国积极参与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伊核
问题、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反恐等热点问
题，努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5年间，中国的努力，世界看得见，人类命
运共同体，也深入人心。今年2月，联合国社会
发展委员会第 55 届会议协商通过“非洲发展
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呼吁国际社会
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
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被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

改善世界的新秩序
“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

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
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今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
合国总部日内瓦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习主席在演讲中呼吁：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
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
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
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从
此，在构建国际社会新秩序上，世界多了一个新
的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怎样的秩序蓝
图？中国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

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对它做出了诠释。建
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坚持对话协商，
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要坚持共建共享，
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要坚持合作共赢，
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要坚持交流互鉴，
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要坚持绿色低碳，
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接下来，中国该怎么做？习近平主席指出
了明确的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
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
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
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伟大进程。”

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判断，到“人类
只有一个地球”的感言；从“牢固树立命运共同
体意识”的号召，到“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
国家落地生根”的部署；从“共筑亚太梦想”的
呼吁，到“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方案，5 年
间，习近平主席对命运共同体的不断阐释，把
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
寻找最大公约数。

而中国，也在探索实践中，走出了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条符合自身国情需要，
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光明之路。

以 2017 年伊始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
内瓦总部提出并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为标志，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达到新的理论
高度和国际认可度。

需要看到，这一中国方案具有双重基
本内涵。其一，它是中国的世界观，反映
了中国对当今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把握。今天，人类生活在“地球
村”，必须同舟共济、利益共享、责任共
担、问题共治、风险共避。尽管在全球化
进程中出现了一些逆流，但是世界各国的
相互依赖、人类社会的互联互通仍在不断
加深，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既是中国的外交理念，更是中
国对世界的未来愿景。

其二，它反映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从“实然”即客观现实看，当今世界越来
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与外部世界
愈发密不可分、荣损与共，联动加强。中
国与世界各国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
要一员。从“应然”即人类发展愿景角度
看，中国在自身的外交实践中，需要积极
致力于与各方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中国方案对构建当代新型国际关

系意义重大。它顺应了人类愈发“共命
运”的客观趋势，体现了“让和平的薪火
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
明的光芒熠熠生辉”的政治担当，是对零
和博弈国际关系思维的超越，堪称是中国
对 21 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
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有利于推
动国际体系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
向演进，有利于推动全球化朝着开放、包
容、平衡、普惠方向发展。

如今，这一中国方案正在获得更加广
泛和深刻的国际认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重大理念相继被载入联合国决议、联
合国安理会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
议，就是最好的证明。

究其原因，其一，这一中国方案是从
全人类共同愿望出发的。即“这100多年全
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同
时， 体现了对“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
共有一个家园”的深切认知与终极关怀。

其二，这一中国方案是与国际秩序的
基本遵循相对接的。中国方案建基于经过
历史验证的国际秩序原则之上，并以之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即主权
平等、法治、开放包容、人道主义。

其三，这一中国方案是与联合国的崇
高事业相吻合的。它以实现和平与发展的
全人类共同愿望为根本诉求，从而与联合
国的宏伟目标统一起来。推动建设人类命
运共同体，离不开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
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
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联合
国权威和地位，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
务中的核心作用。这为中国方案与联合国
伟业的融合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它也
因此获得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等的高
度赞扬。

其四，中国方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
性和适用性。它提供了解决世界面临重大
问题的中国思路和办法，其中包括“修昔
底德陷阱”的避免、全球反恐统一战线的
建立、解决经济全球化中的公平公正问
题、实现绿色发展和包容性增长、不能让

《巴黎协定》的成果付诸东流等。同时，中
国所提倡和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则
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充
分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真谛，受到沿线
各方的普遍欢迎。(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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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怎么了？人们在杀戮中死亡，你可听见孩子在受伤地哭泣？”
这是一首近几年在美国流行的名叫《where is love》的音乐的歌词。语调轻松，但是充

满忧伤。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饥荒、战乱、恐怖主义在威胁着人
们的生命安全；南北差距扩大、国家间发展不均衡在全球范围积蓄矛盾并制造更大规模的
两极分化；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公平和正义无处彰显；仇恨也在累积和扩散；而日渐扩大的
环境问题更是一点一点地破坏我们的生存空间。每个人都想问，“我们的世界怎么了？”

冷战结束后延续至今的旧有的国际秩序出了问题。在当下问题迭出的世界，人们渴

望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为世界带来和平繁荣和公平正义。
在2012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正式提出了“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倡议，为构建新时代下的新型国际秩序，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方案。5年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上勇往直
前，从G20到上合会议，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从“一带一路”到亚投行，中国在积极探
索实践。从“环球同此凉热”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一直在努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
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赢得认可
陈须隆

“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赢得认可
陈须隆

“人类命运共同体”大事记“人类命运共同体”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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