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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几年中国大力倡导的 

外交新理念 、新构想。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出深刻 

阐述 ，不断丰富其思想内涵。这一理念展现了 

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和对人类命运的深 

刻思考，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同各国合 

作共赢的真诚愿望 ，开辟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新境界 ，成为新时期 中国外交 的一面重要旗 

帜。这一理念也逐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 、认可 

和接受 ，推动了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 的时 

代潮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现有各种共同体的继 

承发展和推陈出新。“共同体”一词 自二战结 

束以来在政界和学界广为使用，意为由若干国 

家为某种共同目标而结成的联合体。迄今为止 

的 “共 同体”基本上都是领域性 和地区性 的。 

从 “领域”上分，有 “经济共同体”、“文化共 

同体 ”和 “智 慧共同体”等 ；从 “区域”上 

分，有欧洲共同体 、东非共 同体和加勒 比共同 

体等。欧洲共 同体对战后欧洲的和平 、发展 、 

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非洲各种次区域经济共 

同体是非洲联盟发展的重要动力 ，东盟共同体 

则是东南亚国家联合 自强的重要发展 目标。 

中国在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 的基 

础上，提出了视野更加广阔、内涵更加丰富、 

意义更加深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 

念具有前瞻性 的新视野 ，从领域和地域等角度 

整合 目标方向 ，在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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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着力点 ，在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主要机 

制和重点议程上有重大推进 。这一理念更加强 

调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和包容性；在传统的国家 

间利益格局基础上 ，增加中外利益的汇合点 ， 

强化共 同利益 的维度 ，推进广泛 的利益共 同 

体；通过共同责任的担当，使共同利益和共同 

责任相辅相成 ，通 过权利 和义 务 、道义和法 

规、局部和全球的平衡，增加当前“无序”世界 

中的“有序”因素，促进单一的利益驱动向着共 

同的目标导向转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立 

足本国又胸怀全球 ，既照顾现实又放眼未来 ，既 

有具体政策又有宏远战略，对人类社会应对当 

前挑战、推动未来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提出的重要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既有迫 

切性 ，也有可行性。一方面 ，人类社会面临层 

出不穷的挑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叉叠 

加 ，世界经济曲折复苏 ，社会发展多元多样 ， 

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滞后失衡。这些挑战超出 

任何一国或国家集团独自应对的能力，世界各 

国迫切需要从全人类 的角度去认识挑战和应对 

挑战。另一方面 ，正是在应对新形势和新挑战 

的客观需要中，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人类社 

会的休戚与共和同舟共济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和更加务实的行动。世界各国利益融合程度不 

断加深 ，愈来愈形成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紧 

密关系。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言 ：“随着世界 

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 ， 



各国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 ，形成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正是基 

于对时代潮流的准确把握，国际社会各成员 日 

益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不同国家间依然存在利 

益分歧，但通过冲突、对抗的方式解决问题， 

成本更高，风险更大，因而不是理性、务实的 

选项，各国完全可以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追 

求双赢、共赢。这是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重要时代背景。这一理念意在推动国际 

社会在更高境界和更深层次上把握人类的命运 

和前景 ，树立超越国别畛域和文化异同的全球 

意识，加强世界各国同舟共济、解决各类全球 

性挑战的能力 。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 中国为世界提供的 

重要公共产 品。党 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 提出要 

“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向世界发出了中 

国将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积极主动发挥建设性作 

用、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重要信息。中 

国拥有 5000多年持续不断的文明传承，中华 

传统文化历来主张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追求 “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积极 

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内在要求。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和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越来越接近 

国际舞台的中心，国际社会对中国为世界和平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充满期待。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从而具备了 

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条件和能力。在经 

济发展方面，中国数十年的经济增长为整个世 

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发展 

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向和借鉴。中国还大 

力推动提升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在经济增长 

和民生就业方面的正能量 ，积极推动国际经济 

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倡导成立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为世界可持续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都是中国在经济领 

域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在贡献和有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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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在政治安全领域，中国坚持国际正义，坚 

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积极主张在网 

络、外空和极地等 “新公域”建章立制。在思 

想文化领域，中国提出和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 

外交理念、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构建中 

美新型大国关系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 

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的主张，提出构建以合 

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 “天下为 

公 ”和 “寰宇一家”的全球意识 ，主张各国实 

现多赢、双赢，反对 “赢者通吃”。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奋斗的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超越 

狭隘民族国家利益、国家间关系和意识形态的 

全球观和世界眼光，是一份思考人类未来的“中 

国方略”。作为国际社会为之共同奋斗的理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抽象的、飘渺 的，而是现实 

的、具体的，是可以分步渐进实现的目标。 

合作共赢是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 

路。命运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随着各国 

经济 、政治、文化联系的不断密切 ，一国的发 

展日益与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那种只追求 

本国发展而不顾他国发展，妄图独善其身、不 

顾别人死活的发展理念愈来愈行不通。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说 ：“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 

很好 ，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 ，不是个好现 

象。”坚持合作共赢 ，要求各国以合作取代对 

抗，以共赢取代独占，跳出零和博弈、以邻为 

壑的旧思维 ，从大处着眼，把本国人民利益同 

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在追求本国利益 

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各国 

共同发展。 

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要通力合 

作 ，通过解决共 同面临的实际 问题来减少 隔 

阂、培养互信，实现和谐相处。其一，国际社 

会要共同努力纠正历史上的不公正，缩小当前 

的贫富差距，加强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