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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9 月 2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
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

特别关注        Focus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何引发世界共鸣？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升华，成为推动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

  王义桅

如果将来历史学家书写历史，恐怕

会将2017年描绘为全球化发展的分水岭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元年。是年初，中

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

沃斯论坛提出中国引领全球化主张，随后

访问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在万国宫就人类

命运共同体是什么、为什么做了系统的阐

述，年底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

对话会上深入阐述了如何建设人类命运

共同体。

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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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

合国决议。3月17日，“构建人类命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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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同年11月1日，第72届联大负责裁军和

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通过了“防止

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

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次载入这两

份联合国决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评论说：

“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

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

命运共同体。”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

得·汤姆森表示，“对我而言，这是人类在

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引发世界共鸣？

——继承与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

继承了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150多年前日内

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70多年

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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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积累的一系列

公认的原则。

这些原则构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基本遵循。与此同时，又实现了超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词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人类：超越国家身份，体现天下

担当；命运：升级合作共赢，体现命运与

共；共同体：超越地球村，树立大家庭意

识，塑造共同身份。

——相通与包容：各国具有差异性，

世界具有多样性，但共同的历史记忆，共

同的处境，共同的追求，将各国紧密相连，

形成共同身份与认同，塑造共同未来。西

方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铭言，东方

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思想及“世界同聚一个鸟巢”（泰

戈尔）理念，《古兰经》也有“人啊！我确

同，已然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

值规范。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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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弘扬了《联

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全球治理的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核心理念，为“一

带一路”建设塑造了灵魂，超越消极意义

上“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

界”，形成积极意义上的“命运相连，休戚

与共”，就是不仅要在物质层面，还要在制

度、精神层面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塑

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新身份，

开创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类新文明。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天的

“合”，就是超越国家的狭隘、利益差异，

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命运共同体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

推动建立文明秩序，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

视角，树立人类整体观。这是从人类文明

高度理解“命运共同体”思想应有的启示。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呼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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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超越时空之变，追求通古今之变、穷

天人之际，着眼于当今世界的共同挑战、

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任务，顺应了各国要将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走符合自身国情发

展道路的普遍诉求。这是其引发世界广

泛共鸣的根本原因。

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

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相互认识”的说

法。也就是说，“不同”是这些不同的民

族和部落了解彼此的动力，而不是冲突的

原因。作为人类思想的包容和集成，“人

类命运共同体”聚同化异，形成人类新

共识。正如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在第

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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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

共同体之道，就是寻求人类价值的最大公

约数，塑造人类共同价值。

——务实与前瞻：“一带一路”是践

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抓手。如

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问题贡

献了中国智慧，“一带一路”则是为解决

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方案。针对极端主

义、恐怖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各国蔓延的局

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着眼于告别意识

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追求人类价值的中

庸之道。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利益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思想的升华，最初着眼于周

边：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后来

多用于发展中国家，强调南方意识，最高

境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现实世界延

伸到虚拟空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从传统领域拓展到全球公域——要秉持

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

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

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命”和“运”要

结合在一起，“命”是解决身份认同的问

题，解决安全感和获得感的问题；“运”是

解决发展的问题，解决态势和未来的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外交旗帜予以升华，求世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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