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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党政治起源于西方。西方

文明是分的哲学。分带来竞争、

创新，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个体进步

却导致整体利益受损，个体理性却导

致集体非理性。利益、思维越分越细，

导致政治碎片化、社会极化，助长了

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的兴起……英国

脱欧，德国组阁困难，政党诚信严重

下滑，政治文明衰败。人类向何处去？

人类政治文明前景如何？推动我们反

思政党政治的本质。

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

国共产党的天下担当。面对人类向何

处去的时代之问，世界纷纷向东看。

中国共产党汲取五千年中华文化大同

思想精华，继承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

合体理想，借鉴西方政治文明共同体

经验，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并

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

对话会，就是为探讨政党政治的未来，

探索创新人类政治文明。中国和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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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超越西方政党政治，推动再造政党，

再造政党政治，从而也为自己正名：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

而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天下为

己任的新型政党。 

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正在再造

中国共产党。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初心，就是

为人民服务与为人类服务的有机统

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建

“一带一路”，推进新型全球化和新型

全球治理，在再造政党政治、创新人

类政治文明过程中，再造中国共产党，

着眼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

共的逻辑。

传中共经验  造共赢之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

出，“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

重要力量。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愿

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往来，分享治党

治国经验，开展文明交流对话，增进

彼此战略信任，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

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共经验首先基于自身的治党治

国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年经验：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走符

合国情的发展道路，鼓励各国走符合

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基于这些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自信

地展示中国共产党的担当。

第一，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

作贡献。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

路，积极推进全球伙伴关系建设，主

动参与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政治解决

进程。倡议世界各国政党同中国一道，

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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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第二，一如既往为世界共同发展

作贡献。中国共产党从人民中走来、

依靠人民发展壮大，历来有着深厚的

人民情怀，不仅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

情怀，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着深厚

情怀，不仅愿意为中国人民造福，也

愿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成千上万

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技

术人员、医务人员、教师、普通职工、

志愿者等正奋斗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广

阔的土地上，同当地民众手拉手、肩

并肩，帮助他们改变命运。中国梦造

福中国人民，也将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成就世界梦。我们倡议世界各国政党

同我们一道，为世界创造更多合作机

会，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繁荣。

第三，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交流

互鉴作贡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树立世界眼光，

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

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

中国共产党将以开放的眼光、开阔的

胸怀对待世界各国人民的文明创造，

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党开展

对话和交流合作，支持各国人民加强

人文往来和民间友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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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党执政经验无法复制，但能

给其他国家政党带来启示和借鉴。不

顾本国实际，单纯地复制别国模式注

定会以失败告终，但孤立地“闭门造

车”也不会取得成功。在全球化时代，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

能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中国共

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作为多边

政党交流机制，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世

界各国政党交流治党治国经验提供平

台，为世界各国政党在交流互鉴中实

现共赢提供机会。

举中共方案  践大道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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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初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讲话表明，人

“一带一路”倡议及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式

写入联合国安理会涉阿

决议，这足以表明，

“一带一路”倡议展示

统筹协调、标本兼治的

东方智慧，是解决阿富

汗治理困境的希望。图

为中阿“一带一路”合

作重点项目（中国政府

援建的阿富汗国家职业

技术学院）施工现场的

中铁十四局阿方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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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和平、发展、合

作人类主题的高度浓缩和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同时提出建设美好

世界的“四点倡议”，即我们要努力

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

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

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

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了政党新

时代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

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

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

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

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

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

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

大力量。” [4] 人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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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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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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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旨就

是，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

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

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

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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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信息化开放的时代

弘扬天下大同的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远意义

是告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追

求人类共同价值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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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共同体”之道具有穿越时空的

普遍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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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国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在国际上倡导以人类为中心的

全球观，两者的结合就是建设人类命

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通过世界政党

高层对话会号召，今后的发展应当以

人类为中心而不是以强者为中心，打

造“命”与“运”一体的格局。为天

地立心——心便是人类的共同价值；

为生民立命——命是人类的整体性；

为往圣继绝学——实现中华文明的永

续发展；为万世开太平——实现超越

普世价值的大包容，实现普遍安全和

共同繁荣。

展中共担当  呈公共产品

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一带一路”及其背后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化即美

国 / 西方化失势后，作为世界经济增

长火车头的中国，作为全球治理希望

的中国共产党，将自身的治国理政优

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国际合作

优势，将中国机遇变成世界机遇，融

通中国梦与世界梦。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树立世界眼

光，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

的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

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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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施精准扶

贫取得历史性成就，对

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

70%。图为云南省西盟

佤族自治县勐梭镇秧洛

村博航八组村民住房

2015年和2016年的前后

对比，这是中共十八大

以来中国精准扶贫成就

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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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

一、全球化 ：包容性、联动性、

本土性

 “一带一路”着眼于欧亚地区的

互联互通，着眼于陆海联通，是对

传统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扬

弃。美战略家康纳在《超级版图》一

书中提出，未来四十年的基础设施投

入将超过人类过去四千年！传统全球

化——关税减让，最多能推动世界经

济增长 5%，而新型全球化——互联

互通，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10%—

15%。[6] 因此，“一带一路”给全球化

提供更强劲动力，并推动改革传统全

球化，朝开放、包容、均衡、普惠方

向发展。“一带一路”的特点是实体

经济全球化，路径是发展导向的全球

化，方向是包容性全球化，目标是共

享型全球化。

二、国家治理 ：标本兼治，统筹

协调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7] 

这句话表明，通是可持续发展及可持

续安全的关键。阿富汗就是典型例子。

阿政府认为，“一带一路”给阿富汗

实现和平与发展带来福音，阿绝不能

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希望将地缘战略

优势转化为实际经济利益，提出以光

缆、交通、能源“三通”促“五通”，

体现阿在欧亚大陆互联互通中的地区

中心（hub）地位。阿不仅要从“陆锁国”

（land-locked）变为“陆联国”（land-

connected），更要扮演连接中国与中亚、

南亚、中东、非洲，中亚与南亚及印

度洋的“五方通衢”角色。为此，中

巴经济走廊已经向阿延伸。以政党治

理推动国家治理，以国家治理推动全

球治理，这是中共的治理逻辑。

三、全球治理 ：共商、共建、共享

“一带一路”是改善全球治理的

新抓手，是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良

方。它体现了中国理念：共商、共建、

共享。首先，中国倡导“共商”，即

在整个“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充分尊

重沿线国家对各自参与合作事项的发

言权，妥善处理各国利益关系，打造

利益共同体。沿线各国无论大小、强

弱、贫富，都是“一带一路”的平等

参与者，都可以积极建言献策，都可

以就本国需要对多边合作议程产生影

响，但是都不能对别国所选择的发展

路径指手画脚。通过双边或多边沟通

和磋商，各国可找到经济优势的互补，

实现发展战略的对接。其次，中国倡

导“共建”，共担责任和风险，塑造

责任共同体。“共商”毕竟只是各方

实质性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第一

步，接下来要进一步做好“走出去”“引

进来”的服务工作，同时鼓励沿线国

家在引入资金、技术后培养相关人才，

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只有做到了前面

两点，才能保证“一带一路”建设的

成果能够被参与各国所共享，建设命

运共同体。通过倡导基础设施的互联

互通，“一带一路”正在治疗新自由

主义全球化顽疾，引导热钱流向实体

经济，正在消除全球金融危机之源，

实现全球金融治理。通过以发展促安

全，以安全保发展，强调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安全观，推进全球安全

治理。

“一带一路”倡议及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正式写入联合国安理会涉阿

决议，这足以表明，“一带一路”倡

议展示统筹协调、标本兼治的东方智

慧，是解决阿富汗治理困境的希望，

旨在以“五通”、地缘经济乃至地缘

文明消除近代以来阿富汗作为“帝

国坟墓”“地缘政治角斗场”的魔咒、

打破贫困与暴力恶性循环，并将为全

球与区域治理树立典范，为此突出了

“一带一路”倡议的文明性、和平性、

包容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迈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必须推动构建新型政党

关系、新型全球化、新型全球治理、

新型南南合作。 “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倡议就是主要抓手。“一带一路”

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彰显共产党人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信与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旨讲话中提出，

“我们倡议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

高层对话会机制化，使之成为具有广

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政治对

话平台。” [8] 中国给世界提供的公共产

品不仅仅局限于器物层面的物质性公

共产品——“一带一路”促生产，精

神层面的观念性公共产品——人类命

运共同体，也体现在制度层面的制度

性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

高层对话会，彰显中国共产党不忘世

界初心，以天下为己任，为世界人民

服务的胸怀与担当。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张牧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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