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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被写进了联合国重要文件

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我提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同有关各方多次深入交换意见。我高
兴地看到，这一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欢迎和认同，并
被写进了联合国重要文件。我希望，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手
前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
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

——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
式上的主旨演讲

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我说过，大就要有大的
样子。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
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我们也要通过
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我们不“输入”外国模
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
法。

——2017年12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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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
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
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年9月28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

形势在发展，时代在进步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形势在发展，时代在进
步。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
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我们认为，应该积极
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
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
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2014年5月21日，在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
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

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我们希望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世界会
变得更加美好。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前途是光明的，道
路是曲折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写到：“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
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
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人类社会发展
的历史证明，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都总是按照自己
的规律向前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

——2013年3月23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
讲

和平与发展仍是两大主题

我们必须攥紧发展这把钥匙

环顾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要解决
好各种全球性挑战，包括最近发生在欧洲的难民危机，根本出
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面对重重挑战和道道难关，我们
必须攥紧发展这把钥匙。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
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2015年9月26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
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

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

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
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
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
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国际社会应该

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
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
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各国交往频繁，磕磕碰碰
在所难免，关键是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与和平谈判，妥善解决
矛盾分歧，维护相互关系发展大局。

——2013年4月7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
旨演讲

中国人民盼的就是天下太平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
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
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
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
平安定的生活。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
就是天下太平。

——2013年1月28日，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
集体学习时讲话的要点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中国将努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积
极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俄罗斯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同金砖
国家发展团结合作的伙伴关系。中国将继续坚持正确义利观，
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实现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
中国将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同周边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秉持真实
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同非洲国家共谋发展，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
伴关系实现新发展。

——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同美方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同美方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我们愿同美
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
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我们
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邻盗斧，不能戴
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
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
阱”。

——2015年9月22日，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
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

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

“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
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
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
快，众行远”。我多次讲，中国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将坚
持正确义利观，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
将照顾对方利益。中国人讲求言必信、行必果。中国说到的
话、承诺的事，一定会做到、一定会兑现。

——2014年8月22日，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演讲

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

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
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
念。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
针。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
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
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

——2013年10月24日，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一带一路”建设是重要实践平台

“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到行动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
践平台。几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到行动，发展成为实
实在在的国际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要抓好首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的落实，凝聚各方共识，规划
合作愿景，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同各国的沟通、协商、合作，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行稳致远，更好造福各国人

民。
——2018年5月15日，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上讲话

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
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
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
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2017年5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

不会干涉他国内政

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一带一
路”建设参与国的友好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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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总结经验、坚定信心、扎实推进，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
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聚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
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以钉钉子
精神抓下去，一步一步把“一带一路”建设推向前进，让“一
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2016年8月17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
会上讲话的要点

丝绸之路承载的精神薪火相传

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中阿人民在维护民族尊严、捍卫
国家主权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在探索发展道路、实现民族振兴
的道路上相互帮助，在深化人文交流、繁荣民族文化的事业中
相互借鉴。

——2014年6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
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不能一遇到风浪就退回到港湾中去

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
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不能一遇到风浪就退回到港湾中去，
那是永远不能到达彼岸的。我们要下大气力发展全球互联互
通，让世界各国实现联动增长，走向共同繁荣。我们要坚定不
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
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
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2017年1月17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为促进亚洲和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

我期待并坚信，通过各成员国携手努力，亚投行一定能成
为专业、高效、廉洁的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成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为促进亚洲和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
献！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增添新力量！

——2016年1月16日，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
上的致辞

各经济体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亚太各经济体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在这个动态平衡的链条中，每个经济体的发展都会对其他
经济体产生连锁反应。我们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
以自身发展带动他人发展，以协调联动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
势，传导正能量，形成各经济体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

——2013年10月7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亚太经
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

（本报记者 陈振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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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习近平主席首次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
议，此后有大量论述。近年来，
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断
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
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赞同，这一
倡议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

中共十九大，更是宣示了中
国愿同各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真诚愿望。坚持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
重要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

近日，习近平《论坚持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书出
版。本报从该书中摘录相关论
述，供读者参考。这些内容，体
现了中国致力于为世界和平与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崇高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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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说明：
①2017 年 3 月 23 日，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呼吁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②广西北海市借助“一带一路”倡

议和区位优势，走出一条开放、创新的
发展之路。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③9月4日举行的2018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媒体吹
风会上，外媒记者认真记录。 翁奇羽摄 （人民视觉）

④当地时间 10 月 2 日，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抵
达格林纳达首都圣乔治，开始对格林纳达进行为期8天的
友好访问。 江 山 史奎吉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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