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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体系观

张 辉 *①

内容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是新

时代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性质、未来发展指向的新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

想渊源来自中华传统文化、国际共同体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思想和实践，

具有推动世界和平共赢发展、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营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良

好外部环境、增进中国同世界沟通认知的重要意义。中国确立了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基本政策，并将其付诸国际实践，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联合国机构决议已经多次载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说明国际社会对其日益理

解和接纳，也充分说明这一理念反映了各国人民对世界未来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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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和愿景，这是在社

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性质、未来发展指向的新观点和新认

知。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对峙，到 70 年代的三个

世界划分，再到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当今国际体系，从和平共处到合作共

赢、共商共建共享，中国对国际体系以及自身与之关系的理解在不断发展变

化。中国经过 40 年快速发展，已经成长为体系内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核心国

家。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世界的发展，中国对国际社会和人类未来的发展也承担

了更大的义务和责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中国国际体系观在新时代发展

的成果，将对未来中国的国际实践以及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学科研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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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用“命运共同体”来描述国际体系未来发展方向的提法源于 2011年《中国的

和平发展》白皮书，其中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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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把中国人民的利

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

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共享

人类文明进步成果。”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谈及“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问题时正式提出“人类

命运共同体”概念，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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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习近平总书记

在不同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主张。

2015年 9月，在联合国成立 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述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他援引《礼记》中孔子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指出国际治理的终极原则和目标在于世界为全人类所共有，并进而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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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些目标远未完成，还需要人类持续努力。为此他提出，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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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方面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和

构建路径。

2017年 1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进一步阐释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点和

主张。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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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当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主张通过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实现人民的期待。他强调，《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

宗旨和七项原则，以及 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关系

演变积累形成的一系列公认的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

应在主权平等、沟通协商的基础上推进国际法治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突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指出“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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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报告强

调，“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

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呼吁“各国人民同

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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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渊源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与五千年中华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智慧和洞见在现代环境下的发展和体现。中国儒家思想强调“四海一

家”的“天下观”，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朴素的“国际”秩序观，对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构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传承和启迪作用。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

的世界观，追求内外、上下的和谐。而“和”的根本在于“中庸之道”。儒家著作解

释“中庸”之道为“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①中庸就是待人接物不偏不倚，是

在矛盾中维系和谐，寻求天人合一的理念。但是，中庸并不等于无原则的调和，而

是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联系及对

社会和世界的道德教化，主张从自身做起，完善自我，进而促进家庭、社会、国家和

世界的和谐，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②。在对他人关系上，中国古代儒家思

想强调“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③，人和

是最重要的条件。因此，中国历来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在国

家关系中拒绝和排斥使用武力或其他胁迫手段。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秉承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等理念，这对中国的对外交往行为具有深刻影响。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和”

的追求强调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其中包含的“和而不同”思想承认事物发展的差

异性和多样性，尤其对当代国际关系发展具有借鉴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重要来源。中国一贯主张通过当事方之间直接的对话、协商和沟通方式，努力

积聚共识、增进理解、化解矛盾，这实际上是“和而不同”思想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具

① 《河南程氏遗书·第七》。

② 《礼记·大学》。

③ 《孟子·公孙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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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可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借鉴，

它提出了国家之间相处、合作、发展的基本价值原则，使全球治理变革的中国方案

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二）国际共同体思想

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指出，国家之间将实现永久和平，各民族和国家将逐

渐形成一个国际国家（international state）。①康德对国际关系的这一描述被归结

为国际共同体的理念，康德主义认为，在人类共同体中，人类利益在本质和终极上

是一致的。②在社会学中，共同体和社会是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共同体是基于

血缘、文化、价值、信仰等因素联结成为一体的人的组合，具有共同的情感和认

同。而社会则是差异性的个体的集合，虽然保持着秩序和合作，但彼此之间存在

着紧张和隔阂。这种对共同体和社会的区分也延伸到国际法和国际关系领域，形

成了国际共同体和国际社会的区分。随着国家间联系与合作的日益密切，对国家

间关系的定性也逐渐从国际社会向国际共同体转变，即认为主权国家之间所形成

的关系总和正日益呈现出国际共同体的特征。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之间利益彼

此交织，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关系，而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全球

性问题也不再是一个国家所能单独应对的。这种形成国际共同体的利益基础即

共同体利益，它特别体现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保护人权、保护环境领域，但又

不限于此，在消除贫困、发展、军备控制、疾病控制、外交与领事关系等领域也可以

发现这种共同体利益。③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在 1999年一次非政府组织会议

上发过题为《国际共同体的含义》（The Meaning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

演讲，他说：“是什么连结我们成为一个国际共同体？宽泛而言，是因为我们有一

个为所有人寻求更美好世界的共识，正如《联合国宪章》所载明的；是因为我们面

对气候变化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共同的脆弱感；是因为国际法框架；是因为感

受到共同的机遇，这使我们建立共同市场以及联合国等机构。联合起来，我们更

强大。”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共同体思想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旨在为人类

① 参见[德] 康德：《论永久和平》，载[英] H. S. 赖斯编：《康德政治著作选》，金威译，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4-99页。

② [英]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③ See Santiago Villalpando, The Legal Dimen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How

Community Interests Are Protected in International Law, 21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

al Law 394-395 (2010).

④ Secretary - General Examines“Meaning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Address

to DPI/NGO Conference, http://www.un.org/press/en/1999/19990915.sgsm7133.doc.html, visit-

ed on 15 Nov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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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一个更美好的家园，它是国际共同体思想的提升和发展，并在其中赋予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特征。

（三）中国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在国际舞台发出了不同以往的独立声音，与

缅甸、印度共同倡导国家间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成为我国外交和国际实践的基本立场和

政策基石，并被载入中国宪法。经过了 60年的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推动建

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并在今天依旧焕发强大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

原则，有力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

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不是过时了，而

是历久弥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不是淡化了，而是历久弥深；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历久弥坚”。①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加需要贯

彻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与世界的关

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变得空前紧密，中国对世界的依靠、

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依靠和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在新的

历史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坚持合作共

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

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②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体现的精神和内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起点和基础，而新

时代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原则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高要求和体现。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一）推动世界共赢发展

“二战”后，伴随着跨国经济活动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席卷而来，许

多国家和地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全球经济体系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

①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第2版。

②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4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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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的利益交错状态，世界不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的关系。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共同挑战和难题，全球气

候变化、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网络攻击等，都不是单个国家或集团所能解

决的，而是必须集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力量予以应对。在这种国际现实面前，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突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和使命，高举合作、发展和共赢的旗帜，主

动承担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应承担的责任，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

和孤立主义；倡导共同发展，反对以邻为壑；倡导同舟共济，反对将自身利益凌驾

于他国利益之上。在晚近反全球化、自我中心主义大行其道的国际背景下，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方式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

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更为复杂和尖锐的矛盾，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已经越来越不

能适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联合国宪章》的

宗旨和基本原则应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更为充分的实现，国际关系应朝着民主化、

法治化、合理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充分反映国际社会

新兴力量的发展，也未能将新兴力量有效地整合进国际治理体系，发挥其应有的

作用，这导致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失灵和运行不畅。旧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在

“二战”后冷战格局下形成的，主导者是发达国家，更多的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

和主张，发达国家在其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伴随着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

大变动，旧有的治理体系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无论从理念到制度，都需要进行

新的调整和变革。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重

要的理念资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描绘了美好蓝图，将对全球治理制度层面的

完善和发展起到重要引领作用。

（三）营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良好外部环境

经过改革开放 4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超过 8000美元，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国家实力大幅增

强，世界影响日益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加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

目标。在民族复兴道路上，中国与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际社会

整体的发展、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关系到中国的发展以及国家利益的实现。中国

倡导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

起来，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相统一的负责任姿态。中国的发展

是世界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目前中国对世界经

张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的中国国际体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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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30%，未来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而另一方面，中

国的发展也得益于世界的发展，没有外部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国也不可能获得发

展的持续保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将中国和世界紧密相连，赋予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更加深刻的世界意义。

（四）增进中国同世界的沟通认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承和弘扬“世界大同”、“和而不同”等中国优秀传统思

想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同时，它也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发展进步、促

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共同愿望，借鉴了一些区域和国家建立不同形式共同体的

有益经验。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蕴含全人类共

同价值。这一理念寻求各国建设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不断增进各国人民之间

的思想和心灵沟通，加强了中国同世界各国彼此间的认知和认同。

四、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政策与国际实践

（一）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政策

1. 坚持维护世界和平

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国必须始终不渝走

和平发展道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①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崇

尚“以和为贵”，主张慎战、不战。中国古代王朝与周边国家建立了体系化的朝贡

制度，以朝贡贸易代替了边境战争，在大尺度历史时空内维持了彼此和平。几千

年来，和平主义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基因。1840 年鸦片战争后的 100 多年

里，中国频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蹂躏之害，饱受战祸和动乱之苦。孔子

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②中国人民深信，只有和平安宁环境下国家才能繁荣

发展。中国人民靠勤劳奋发，而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将一个积贫积弱

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和平发展的范例。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

平发展道路。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

围。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③

2. 积极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发展

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为全球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将继续奉行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

② 《论语·颜渊》。

③ 参见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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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风车”。1950 年至 2016 年，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款 4000 多亿元人民币，

今后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对外帮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

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中国市场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进口数额不断增长，对外投资迅速发展，人员交流不断扩大，都将为世界各国发展

带来更多机遇。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努

力实现共赢共享发展。目前，已经有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一

大批早期项目落地开花。中国支持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

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将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进一步促进发展中国

家基础设施改善和经济增长。①

3. 继续打造伙伴关系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

发展友好合作。中国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同 90
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努力构建总体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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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4. 坚定支持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长期以来，联合国等国际机构

做了大量工作，为维护世界总体和平、持续发展的态势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将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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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已经正式投入运营，中国将把资金优

先用于联合国及日内瓦相关国际机构提出的和平与发展项目。随着中国持续发

展，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力度也将越来越大。③

① 参见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② 参见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③ 参见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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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实践

1. 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

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2013年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各国应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稍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尼国会发表重要

演讲，提出全方位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强调要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

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

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 2014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国际关系中的主导性因素是大国关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下，中国与

传统大国正在着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近 5年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多次互访，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形成重要共识，两国把握不断增长的共同利益，管控彼此

间的分歧和敏感问题，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并建立了外交安全对话、

全面经济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 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深化

了各领域交流合作，中美关系行稳致远。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益巩固和

提升，中俄在国际舞台相互支持，在多个全球热点问题上有力地维护了国际秩序，

维护了联合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促进了世界和平，中俄关系处于历

史最好时期。2015年，习近平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同意建立面向21世纪全

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为中欧合作注入了新动力。中

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发展，中法在气候变化、全球金融治理

体系改革等方面有着许多共识。

以金砖国家为核心的新兴市场国家合作更为紧密有效，2015年，习近平出席

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在会议发言中呼吁金砖各成员国共

同构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弘扬多元文明、加强全球治理的“四大伙伴

关系”，并就如何强化金砖国家合作提出具体建议，获得了普遍赞同和响应。2017
年，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取得丰硕成果，五国共同推动经济务实合作实现新

突破，政治安全合作取得新进展，人文交流合作成为新支柱，确立了经济、政治、人

文“三轮驱动”的合作架构。厦门峰会还形成了“金砖+”模式，指的是金砖国家进

一步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联络、互动、对话及合作，通过金砖国

家合作更好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立场和集体意愿。这是金砖合作在总结迄

今有益做法基础上的重大创新。

中国与非洲、拉美、阿拉伯国家关系全面快速发展，得益于双方对构建命运共

同体的愿望更加强烈。2015 年初，习近平与拉美和加勒比四国领导人共同出席

在京举行的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此次会议标志着中拉关系进入双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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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整体合作并行发展、相互促进的新阶段，实现了中方倡导、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地

区多边合作框架全球覆盖。2015年底，习近平对津巴布韦、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并

在约翰内斯堡主持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2016年 1月，习近平对沙特、埃及、伊朗进行国事访问，并访问阿盟总部。习

近平在阿盟面向整个中东发表了重要演讲，提出中国要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发

展的推动者、工业化的助推者、稳定的支持者和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有针对性地

提出了促进稳定、创新合作、产能对接、增进友好四项行动计划。

2. 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2014 年 5 月，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发表讲

话，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

一个国家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合作，就是

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

持久安全。

中国还积极参与伊朗核问题谈判，斡旋南苏丹国内和解，提出政治解决叙利

亚问题“四步走”方案，促成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首轮和谈，努力为重启朝鲜半岛

核问题六方会谈创造条件，为解决热点问题提出中国建议。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向世界多个热点地区派驻 2700余名维和

人员，已经成为维和行动主要出兵国和出资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了积极

贡献。中国宣布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组建常备维和警队，

并建设 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未来将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还将向非盟提供总额为 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

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加强非洲地区维和行动，促进非洲和平、安全和秩序。

3. 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2014年北京APEC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取得丰硕成果，为亚太未来合作

绘就了蓝图。各方一致同意，本着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构建面向未来的亚

太伙伴关系；着力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推

动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和进步的亚太梦。

2016年 1月 16日，中国发起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北京开业，这是

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为改善亚洲各国基础设施状况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得到

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响应和支持。习近平在开业仪式上表示，

他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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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增添新力量。亚投行致力于支持

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将为亚洲经济增长注入长久动力。

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制定了《二十国集团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张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的中国国际体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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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行动计划》，其中包含了一些高级别原则，例如，重申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普遍、

变革、不可分割、融合的特性，以及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在地球上生活的每个人

享有尊严、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此框架中，二十国集团承

诺将加强可持续发展政策协调，重申将根据各自国情并充分发挥二十国集团比较

优势，将自身合作与全球落实议程等结合起来，同时承认联合国在全球落实和审

议上述议程方面的领导作用。

中国还建设性地参与制定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努力将合作共赢、共同发

展的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中国设立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 20亿美

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还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

国家投资，力争 2030年达到 120亿美元。中国还宣布开展“6个 100”务实项目，在

减贫、卫生、农业等领域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实际困难。

2017 年 5 月 14 日至 15 日，中国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这是各方共商、共建“一带一路”，共享互利合作成果的国际盛会，也是加强国际合

作，对接彼此发展战略的重要合作平台。高峰论坛期间及前夕，各国政府、地方、

企业等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重要举措及务实成果，主要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类、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

4. 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的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指出：“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

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十九

大报告再次提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

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一系列文明交流主张，成为增进各国人

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2015 年 4 月，习近平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中国未来 5 年内将向亚非发

展中国家提供10万名培训名额；连续在华举办亚非青年联欢节，共邀请2000名亚

非青年来华访问并参加联欢；将成立中国—亚非合作中心，进一步推进亚非各国

交流合作。2016年分别举办中拉文化交流年、中埃文化年、中俄媒体交流年等文

化交流活动。

习近平在巴西国会题为《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的演讲中明确倡议，

“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

近平更是明确强调，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

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并就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五点主张”。在 2016年 11月举行的

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发表视频讲话，再次指出：“互联网发展是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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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无边界的，利用好、发展好、治理好互联网必须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携手构

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5. 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2015年 12月 12日，气候变化巴黎大会达成包括《巴黎协定》和相关决定在内

的巴黎成果，这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历史性的一天。为推动巴黎谈判取得

成功，习近平就此与有关国家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并在开幕式上系统阐述加强

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张，为谈判提供了重要政治指导。在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式

上，习近平强调，《巴黎协定》是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并就未来全球

治理模式提出三点主张。中美两国元首于 2014年 11月在北京、2015年 9月在华

盛顿发表了两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有力地推动了《巴黎协定》的达成，标

志着多边气候外交的新时代。中法两国元首于2015年11月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为《巴黎协定》最终达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方面，多年来，

中国政府认真落实气候变化领域南南合作政策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

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为加大支持

力度，中国宣布设立 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国同时积

极敦促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性责任，兑现减排承诺，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

气候变化。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情况下，中国再次重申

了自己对全球气候变化多边体制的支持，重申减排承诺不变，体现了一个负责任

大国的担当，这是中国以实际行动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贡献。

五、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和接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逐渐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接受。2017年 2月

10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下属机构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

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建议稿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

联合国机构文件中。根据社会发展委员会的建议，2017年 6月 8日，联合国经社

理事会正式通过该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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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决议欢迎并敦促各方进一步促进非

洲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便利区域互联互通的举措。②

① Commiss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Draft Resolution I - Social Dimensions of 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https://undocs.org/E/2017/26, visited on 4 January

2018.

② UN，E/RES/2017/11,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E/RES/2017/

11&referer=/english/&Lang=E, visited on 4 Jan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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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017年3月17日第790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的

第 2344（2017）号决议。决议强调指出，“本着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区域合作极为

重要，作为有效方式以促进阿富汗和该区域安全、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①。这是在联合国体系内第一次明确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写入正

式决议，表明国际社会不仅明了这一概念的内涵，而且还接纳了这一概念所蕴含

的精神和价值，承认这一概念在推动国际合作发展中的作用。

2017年 3月 21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34届会议通过关于“食物权”的决议，

指出“决心为实现国际社会的承诺采取新的步骤，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和团结，坚

持不懈地作出努力，争取在实现食物权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从而建设人类命运共

同体”。②同日，人权理事会还通过了“在所有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问

题”的决议，指出“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其中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确认，

他们决心不遗余力，促进民主和加强法治以及和平、发展及尊重一切国际公认的

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发展权；并相信需要作出广泛而持久的努力，来建设人类命

运共同体”。③

2017年11月1日，第72届联大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的第一委员会通过了

《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④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⑤两份安全决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次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也是这一理念首次纳入联合国安全

决议。这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理念的广泛支持，也表明中国将为新时期的全球安

全治理作出不懈努力的决心和信心。国际社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载入

联大一委决议纷纷给予积极评价。联合国副秘书长、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表

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高度契合、与联合国共同安全

的和平理念高度契合，给充满不确定的世界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中国方案，符合国

① UN, S/RES/2344 (2017),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

RES/2344(2017), visited on 4 January 2018.

② Human Rights Council, The Right to Food, UN, A/HRC/34/L.21, https://docu-

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G17/071/08/PDF/G1707108.pdf?OpenElement, visited on

4 January 2018.

③ Human Rights Council, Question of the Realization in All Countries of Econom-

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UN, A/HRC/34/L.4/Rev.1,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

UNDOC/LTD/G17/072/08/PDF/G1707208.pdf?OpenElement, visited on 4 January 2018.

④ First Committee, Further Practical Measur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an Arms Race

in Outer Space, A/C.1/72/L.54, http://undocs.org/A/C.1/72/L.54, visited on 4 January 2018.

⑤ First Committee, No First Placement of Weapons in Outer Space, A/C.1/72/L.53,

http://undocs.org/A/C.1/72/L.53, visited on 4 Jan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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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本届联大一委主席、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阿鲁罗姆大使表

示，中国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前瞻性，是破解全球安全治理困境的

有效办法，应该在多边领域加以推广。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在为人类

的安全和未来贡献智慧和力量。俄罗斯出席联大一委代表团代理团长伊尔马科夫

表示，联大一委是设置国际安全议程的重要平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一委决

议，意义重大。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洛迪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

了中方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大力推动国际合作的远见卓识，是21世纪促进国际和

平与可持续发展最为重要和最具雄心的理念。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创新思

维，即通过强化利益融合和深化全面合作，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体系。①

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接纳，充分说明这一理念反映了国际社会

的现实需要，说明这一理念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向往。在未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

用世界各国可以理解的话语方式、实际可行的中国方案以及实实在在的中国实践

逐步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为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作出更

大的中国贡献。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ina’s View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New Era

Abstract: The report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laborated the though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ich reflects the new view of China on the nature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new era.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s its origin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ory and the diplomatic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cept is significant in pushing the

world development in peaceful and win-win ways, driving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creating a good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nhanc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aware-

nes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China has set up the basic standpoint

and policy choice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concept in-

① 外交部：《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一委决议》，http://world.peo⁃
ple.com.cn/n1/2017/1103/c1002-29626393.html, 2018年1月4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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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United Nations’resolutions showed that international society understands

and accepts it increasingly and it reflects the eagerness of people to the future

world.

Key words: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new era;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lobal governance; win-win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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