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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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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全

球化发展背景下及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提出的具有中国智慧的新理念，彰显了新的国际观、新的发

展观、新的价值观、新的共享观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

其核心在于实现合作共赢。深入理解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中

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和合作，推进中国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创造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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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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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次重要场合中提到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并对其思想内涵做出深刻阐释，他致力于

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十九大报告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出现六次，

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2］这一重要思想，这

是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部分。正确理解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探讨

其当代价值，对于实现合作共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

时代背景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交往中多次提到的一种新理

念，它主张国家、社会、人类平等相待，共同发展，使

世界成为一个整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

总书记基于对现实的思考和对未来的发展的基础上

提出的，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
第一，国际背景。人类社会进入到 21 世纪以

来，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由于经济全球化、
科技经济一体化、社会信息化等进步因素的推动，使

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愈加频繁，不再需要用零和

博弈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各个国家之间在经济、
政治、文化等方面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但是，随

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全球性问题也日益凸显，

如生态环境、安全、新能源等问题，这一系列的全球

性问题不仅只是影响某一个国家的发展，同时也会

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

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3］因此，要妥善合理地解决

全球性问题，维护全球稳定，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
互帮互助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将其作

为全球性的治理方案，向世界敞开怀抱，引领各个国

家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行动中，不断扩大我们的

“朋友圈”，促使各国之间建立和平、稳定、共赢的新

型伙伴关系，齐心协力、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只有

全世界共同参与、共同行动、共同努力，才能使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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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达成共识，实现人类社会与各国之间的共有共享，

推动世界的合作永续发展。概言之，这一思想的提

出为实现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赢提供了新思路，同时

也为世界的发展带来了福音。
第二，国内背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社

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党中央的正确领

导下，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方面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表现在: 政治方面，中

国政府励精图治，不断加强内部建设，优化政府职

能; 经济方面，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

优化，经济实力不断攀升，综合国力也得到迅速提

升; 文化方面，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对外文化交流也

日益频繁，文化软实力不断提高; 社会方面，社会事

业取得大发展，在科、教、文、卫等建设方面取得了良

好成绩，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生态方

面，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优化生态环境，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世界，这一系列的成就促

使中国迅速崛起，各项事业繁荣发展，综合实力稳步

提高。但是中国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社

会问题，如腐败现象、社会不良风气、生态环境等问

题凸显。要避免各种社会问题的不断扩大，就要将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将个体与社会统一起来，树立整

体意识和全局意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在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满怀激情，为了实

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而中国也将努力

担当起大国责任，将中国命运与世界命运联系在一

起，把中国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相连，把自

身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相统一，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理念的提出，有助于我国树

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让世界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

的进步，从而为我国与世界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

环境，最终推动世界的和谐有序发展。
第三，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中国传统文

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始终秉承着“和羹之美，在

于合异”的坚定理念和胸怀在中国代代相传，这种

丰厚的文化基因根植于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和实践

行为之中，折射出中华民族浓厚的人文价值情怀。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合”“大同”的

文化智慧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助推器。
在与其他各国的发展过程中，我国非常重视传承和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与世界交流的重要

文化资源，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互鉴，展现中

国智慧。习近平也进一步指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要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

理念，通过从中汲取精华和营养找寻同当今时代精

神、发展潮流和世界大势的契合点、共鸣点。”［4］在

经济全球化、价值多元化、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背景

下，霸权主义、强权主义的出现必然成为阻碍国家之

间共同发展与合作的重要因素，基于此，要打破这种

思维，就必须坚持开放包容、良性互动、和谐共生的

理念，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国家之间始终秉持

和谐思维，尊重不同文化特色，兼收并蓄，实现命运

与共、和平共享的发展。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

提出就是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对中国传统

“和”文化的深化，其精髓在于追求均衡发展、和合

共生，在多元文化中碰撞交融，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

进步，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而不同”“天

下为公”的理念是遥相呼应的，也进一步彰显了中

国的文化自信。

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刻

内涵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内

涵，它彰显的是一种新的国际观、发展观、价值观和共

享观，为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种新的国际观。

其主要表现在吸取不同文化特色、尊重不同文明形

态，迎接新挑战、解决新问题，共同推进全球治理等

方面。首先，在吸取不同文化特色、尊重不同文明形

态方面，人类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和文明，人类创

造的具有多样性、民族性、时代性特征的文化与具有

悠久性、持续性、兼容性特征的文明构成了人类社会

的有机整体，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与合作，不同文

明形态之间进行融合与互鉴，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

进步。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世界是一个

整体，在尊重世界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提倡在

促进中国发展的同时，要紧跟时代潮流，互学互鉴、
补齐短板、共同繁荣进步，推动世界文化和文明的融

合与发展。其次，在迎接新挑战、解决新问题方面，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也随之出现了各种问

题，如恐怖主义、安全、地区贫困、生态恶化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局部地区的发展，而且也会影

响全局，若仅靠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力量来解决

问题是难以实现的。因此，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提倡从多角度、全方位考虑，国家与地区之间要

做到团结协作、互相学习，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和

智慧，汇聚力量，形成合力，共同迎接挑战、解决问

题。最后，在全球治理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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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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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将世界各个国家的命运联

系在一起，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需要各个国家共同

协商、通力合作。由此，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在提倡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实

现全球治理的目标。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种新的发展观。

其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从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

代主题的角度出发，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永续发展

任重道远，而发展则是解决问题、实现这一目标的关

键和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谋求开放创新、
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6］，并且号召全球“携手构建

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7］。
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世界的发展与中国的

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对面向人类社会、面向世界的

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就是谋

求开放创新，推动共同发展、和平发展、包容发展、联
动发展、共享发展，体现了新发展观整体性和互惠性

的特征。另一方面，从五大发展理念的角度来看，中

国未来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发展也必

须坚持开放发展的原则，使其能够更加全面地融入

世界发展的体系之中，充分发挥中国的优势，开拓中

国开放发展的空间，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全方位发展。
此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之上，坚持共同

利益原则，将中国的利益与世界的利益相结合，统筹

兼顾，全面发展，实现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由此

可见，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蕴含的新的发

展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也使世界各个国家都能够秉持开放发展、共享

发展的原则，实现互惠共赢。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种新的价值观。

随着经济全球化、网络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

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整体，彼此

之间的依存度不断加深，形成一个利益相关、休戚与

共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超过两百多

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背景和国情使各个国家和地

区之间具有多样性、差异性的特征，无论是从社会制

度、价值观念层面还是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层面都

存在巨大的差异，同时具有自身的优势和特点，但是

就从整体性而言，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又具有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和谐、自由的共同价值。因此，为

了使这种共同价值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维护这种命

运相连的共同体，就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价值观推

动世界向前发展，引领人类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

蕴含的新的价值观，既表达出了各国家之间追求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愿景，又反映了以人民为

中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价值诉求，引导全人

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价值理念，摒弃错误的价值

理念，努力追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实现人类社会

的和谐、美丽发展。
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种新的共享观。

其表现为共享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安全保障三

个方面。首先，共享尊严。尊严是指可尊敬的身份

或地位不容侵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尊严就是人

的权利和人格应该被尊重; 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尊严

是对社会中与他人或群体发生社会关系的个人给予

的尊重和认可，由此形成的一种令人敬畏的身份或

地位; 从主体构成来讲，分为个人尊严、社会尊严、国
家尊严。而国家尊严是在国与国之间，无论实力大

小强弱，享有的主权都应该得到尊重和承认。人类

是共享尊严的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坚持国家不分

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

发展道路的权利”［8］，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彼此尊

重，使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享受尊严。其次，共享发

展成果。共享发展成果就是各国、各民族人民应该

共同享受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发展过程中

取得的优秀成果与红利，合理分配利益，促进各国与

世界的共同发展。最后，共享安全保障。面对全球

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威胁，各国在确保自身安全的

前提下，也要维护他国安全，坚决不能做出以邻为

壑、损人利己的不良行为，要同心协力共同应对挑

战。共享安全保障就是在面临压力、危机时，不能单

打独斗，要合作应对，化危机为生机，是“合作安全、
集体安全、共同安全”［8］的集中体现。

三、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

意蕴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切中了时

代发展的脉搏，顺应了世界人民的意愿，为推动新型

国际关系的构建，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迈

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有助于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近年

来，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凸显，网络信息技术的步

伐也不断加快，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越来越

密切，这一系列的发展动态促使各个国家和地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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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贸易、社会、文化再到生态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互相合作，互惠互利，使世界成为一个“牵一发而动

全身”的统一体，助推国与国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特征。如今，全球化时代的不

断发展既给人民带来了福音，同时也带来了生态问

题、部分地区发展不稳定问题等。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的提出，就是针对现存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抓根

本、找重点，本着互商互谅、互学互鉴的原则，为解决

当代问题提供新的思维视角，树立国家共同体意识，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政治上主张平等相处、相互尊

重，反对霸权主义; 经济上坚持开放发展原则，互帮

互助、互惠互利; 文化上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

文明交流; 生态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筑绿色

发展体系; 在国际关系中要共同制定公平合理的规

则，发挥各国优势，整合各国力量，推动和平发展、公
平正义、和谐美丽的新型关系的构建。在全球化深

入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打破旧的思

维模式，勇于创新，正视全球性问题，抢抓机遇，努力

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强化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在这一过程

中，我们都应该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

应该平等相待，既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其他国家发

展好。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9］。要把人民

梦、中国梦、世界梦连接起来，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

同体，为努力“探索构建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

方、具有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10］提供价值

导向。
第二，有助于推动中国同世界的交流与认知。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积极倡导的一种

新的外交理念，糅合了优秀文化与智慧的结晶，绝非

凌空蹈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立足于打破世界二

元对立，摒弃你输我赢的旧观念，实现各国之间的有

效融合与互动。一方面，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

河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主要表

现为“‘天下为公’‘兼济天下’‘大邦者下流’的天

下情怀，追求‘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协和万邦’
的‘和合’文化”［11］。从本质上讲，这彰显了中国传

统文化中蕴含了和谐的文化精神、价值理念和哲学

思维，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在继承和发展中

国传统文化与智慧的基础之上，将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髓推向世界，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坚定对

中国的认识，促进各个国家和中国的交流与合作，同

时也向世界传播了中国优秀的“和”文化。另一方

面，当今世界，国家和地区之间具有差异性，存在着

不同的种族、宗教、文化、习俗等，但是各国人民都拥

有共同的愿望，就是追求和平、发展、自由、和谐，这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可谓是如出一辙。正

因如此，每当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场合提到人类命

运共同体时，都会受到来自各国人士的赞赏和回应。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古今中外的

优秀传统文化和智慧，而且与外国的优秀思想文化

是一脉相承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国人民的

根本利益，促使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得到

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这对深化中国同世界各国

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具有重

要作用。
第三，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

就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就是说，人与自

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个共生共存的命运

共同体。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依赖自然界，同时也

是自然界的一员，必须尊重和善待自然，开发改造自

然要遵循自然规律，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这

表明我们要合理利用自然，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

系，进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有助于推动经

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然而，在当今全球化迅

速发展的背景下，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

效益的最大化，但与此同时，也给全球带来了生态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严重问题，致使生态效益与经

济效益失衡，全球生态问题日益严峻，人类赖以生存

的自然环境也失去了活力。因此，要实现经济效益

与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关系，就要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树立命运共同

体意识，“站在整个‘类’发展的高度，以人所拥有的

方式，体认自然的主体性，赋予自然以人道主义，从

而履行尊重自然的义务，形成尊重自然的自觉”［12］，

促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此外，还应树立绿色发展

理念，倡导全球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道

路，优化国际发展环境，积极参与经济合作，共谋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的丰富内涵，为促进全球多领域、多方位的发展，实

现全球的双赢、共赢奠定了基石，对全球经济社会与

生态的协调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四、结语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彰显了中

国的自信与能力，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它既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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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发展要求，又具有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聚同

化异的特征。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的提出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加强中国与世

界的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创造和谐美丽世

界提供了新思路，旨在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3］的美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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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inping’s Thought on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Its Modern Value

PAN Jian － rui
( School of Marxism，Lan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anzhou Gansu 730050，China)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of XI Jinping． It is a new concept with Chi-
nese wisdom and put forwar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
ty，demonstrat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 outlook，new development concept，new values and new shared
view． The idea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and its core is to
achieve win-win cooperation．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to pro-
mot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to push China into a new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o create a harmonious world．
Key words: XI Jinping; the idea of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moder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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