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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文明开创的新时代
*
①

傅守祥 魏丽娜＊＊②

【摘 要】在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和挑战时，中国发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倡议并以“一带一路”等举措为抓手身体力行; 同时，党的十九

大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 “新时代”，意味着中国进入新的更

高水平的发展阶段，意味着我们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努

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国的 “新时代”最主要的内

容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长远的联动发展与优良的国内发展，其次是

国际的整体合作与多层次共赢，因为中国认定一个更文明的时代必然是

注重人类整体发展的时代。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中国扩大开放、
深化改革的新突破，它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为思

考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纠正现有文明缺陷、开创新型文明做

了有益探索; 还为构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提供了中国

方案，为全球化调整和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体现了包容共进、
互鉴共存、造福世界的天下情怀和中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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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40 年取得的巨大发展成绩，是中国加大内部治理力度、营造良好政商环

境并不断扩大开放、以开阔的胸怀迎接世界的结果。正是有了改革开放 40 年的坚

实积累，党的十九大豪迈宣示继往开来的 “新时代”的到来，明确了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以及确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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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这是十九大标定的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总

的来看，“新时代”的国情定位可以从三个 “转变”来认识。一是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二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转变”，三是中国从

被动适应的对外开放到为全球化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的 “转变”。因此，我们标定的

“新时代”，是和平发展的 “新时代”，更是与全世界合作共赢的 “新时代”，是开

创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新时代”。
中国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进入新的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意味着我们要

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当前，

中国更重视的是发展质量，而不是数量; 是人们的获得感，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速;

是按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推进全面发展战略，而不是只盯着狭义的经济增长。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

中国的“新时代”最主要的内容是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中国国内的发

展，而不是搞地缘政治或地缘战略。当然，“新时代”也包含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因为中国要发展，就要顺应世界潮流; 中国只能在开放而不是封闭中实现发展，也只

能在和平繁荣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发展。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态度就是

有担当、不缺席、不称霸、不搞扩张; 同时，此倡议并非针对局部的权宜之计，而是

整体与长远战略的核心统领，中国的内外政策均将以此为基点做出进一步调整。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问题意识与哲学思维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提出、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目标的明确，鼓舞着

全体中国人，也激荡着整个世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愿意向世界提供

中国机遇、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带给国际社会更加强大的正能量。十

九大擘画的蓝图，使人相信中国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十九大

报告阐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议程和国际关系建设的议程，展现出强大的战略思维;

深刻回答了中国和世界共同面临的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更

加完善贡献中国智慧。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力推“一带一路”建设等

合作项目，促进各国间的全面交流。
目前来看，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会改变，但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整体复

苏艰难曲折。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

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
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如国际金融危机、难民

潮、网络安全与治理等，根源并不是经济全球化; 解决这些问题，恰恰需要推进经

济全球化，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正如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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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所指出的，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

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

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①

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带来许多新问题。当前，

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反全球化的声音日渐高涨、“逆全球化”思潮日益显现威力。
当今世界正面临开放与保守、合作与封闭、变革与守旧的重要抉择。目前，世界经

济逐渐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西方国家通过“再工业化”总体保持复苏势头，国

际产业分工格局发生新变化，世界经济迎来了逐步向好的势头，但国际范围内保护

主义抬头，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出现政治化、碎片化苗头，世界经济仍面临风险和不

确定性。西方霸权文化与殖民主义思维主导下的全球化发展是片面的，以前的 “顺

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思路和当前的 “某国优先”战略更是直接阻碍了各国人民

过上美好生活、建造美丽世界的进程。
地球孕育了人类，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人类在地球不同地域繁衍发展，创造了

不同社会、文明与文化。这种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共生共处，给世界和人类社会带来

丰富色彩和活力的同时，也带来种种差异和冲突。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因差异而产

生的隔阂与疏离，限制了交流与合作; 因冲突而产生的战争与杀戮，威胁着生存与

发展。随着文明进步和发展，人类社会对交流与合作的内心渴望、对和平与发展的

理性呼唤越发强烈。在当今世界，交流与合作成为人类社会的时代潮流，和平与发

展成为人类社会的时代主题。中国政府的基本定位是: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 中国

好，世界才更好。我们将以建设好中国、发挥好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实际行动，坚定

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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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类的持久和平、发展和繁荣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相互依赖、利益交融、休戚相关为

依据，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支柱，以对话而非对抗、结伴而非结盟的哲学思

维，扬弃和超越传统国际关系，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思想，其中包含价值

理念、制度设计在内的治理思路与国家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 “价值共

识”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与文明

转型观。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着眼于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而不是某一部分

人的文明进步，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来超越不同国家、民族和宗教

之间的隔阂、纷争和冲突，强调彼此之间要弘义融利、风雨同舟、命运共担。合作

则共赢，对抗必双输，零和博弈、对抗思维不可取。②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3 年 3 月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其后的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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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间里多次重提、不断丰富并付诸多层面的国际合作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中国倡议，首先针对外交领域，其后论述范围不断扩展、内容不断丰富，范围从

东盟、东亚、亚洲到亚欧、亚非直至全球全人类，内容也从安全、政治、经贸到文

化、金融、互联网等领域。命运共同体构建是制度、理念和思想创新，是利益共同

体、安全共同体、科技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互联网共同体的五位一体。党的十九

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 “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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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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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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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基本架构，包括强国方略、构建中国与世界命运共同体思想两大部分，二

者自成一体又相互联系贯通，构成完整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随着

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愿景走向实在的行动，中国已明确其宗旨在于实现人类共同安

全、共同发展、共担责任的内涵。
党的十九大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

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细致算

来，我们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革时代，由西方掌握话语权的时代正走到尽

头，而以世界 85%人口为主导的新兴经济体时代就在眼前。在这个大转型的时代，

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才是开辟未来的正道，两强之间要避免传说中的 “修昔底德陷

阱”，中美关系将向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 世界各国要尽量避免冲突，保证在整个

变革的过程中保持和平。中国的崛起不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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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继续为世界和平安宁、共同发

展、文明交流互鉴做贡献。
一个大国的成长，需要保持正常平和的心态，才能在日益平等而多样的关系中

重新认识自己、在过去与未来的参照中重新定位自己。不企求西方人站在中国的立

场看待中国，但希望他们至少要学会以平等、理解、理性和客观的态度看待中国，

这是不同文明之间实现对话和交流最起码的要求。同时，崛起的中国已经强大到了

可以改变世界，需要重新定义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十九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实

践路径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结底，中国梦与世界梦是彼此相

依、携手并进的。从更长远、更宏观的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好世界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携手共建美好世界的生动实践中推进，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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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美好世界的到来又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与世界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梦想，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深深寓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历史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伟大历史实践也深深地系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二 全球性纷争加剧时代的全球治理与共赢主义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经过 20 年的 “摸着石头过河”和多次磨砺，才有了最近

20 年的突飞猛进。在几代人的打拼和积累下，时下的中国在全球化中遭遇前所未有

的阻力和挑战时发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以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
的态度反对“某国优先”的狭隘与孤傲，符合全球化良性发展的时代潮流，体现了

携手同行、造福世界的天下情怀和中国担当。中国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皆因

认定一个更文明的时代必然是注重人类整体发展的时代，应该多元共生、包容共

进、互鉴共存，不应只是将目光局限于自己的国家之内。简言之，中国倡导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

全新的视角，在纠正现有文明缺陷、开创新型文明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为构建新的

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全球化调整和人类文明发展提

供了中国智慧。
如今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

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面对这种局势，人类有两种选择，要么道不相同兵戎相

见，要么齐心协力共同应对。中华民族用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告诉整个世界，世界各

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只有秉持“天下一家”理

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才能开

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当今世界的多层次博弈使其前所未有地复杂化，政治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

深; 与此同时，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碎片化、阵营化、极端

化日益凸显。展望未来，人类正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既是战略上的明智之举又是战术上的必然选择，唯此一途方有可能为当前纠结状态

的全球治理闯出新路谱写新篇。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的创设以及共同打造命运共同

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三位一体”的口岸共同开放示范区等，既是全球治

理方式的全新选择又是朝着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体制完善的方向

努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强调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

一起; 只有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才能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正变为

现实。不能把世界乱象归咎于全球化，开放包容、交流互鉴与多边合作仍然是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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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趋; 要引导经济全球化良性发展，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

“建筑师”，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从倡议变为现实。人类

命运共同体构想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所导致的阶级分

化、阶级对立基础之上提出的共同体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中的“天下大同”思想

高度契合; 二是与改革开放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关。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为工业化时代人类社会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的解决探索出了一条新路，中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了哲学基础; 历史传统中国家介入生产过程

的特征，则可以克服全球化时代多元主体分化性力量的挑战。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

球化同步，“一带一路”正在践行共同发展的蓝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理论成果，标志着中国迎来新的发展时代，反映

出中国共产党注重与时俱进，是对社会的期待和人民的需求做出的回应，将为全球

治理提供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并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化类型，中华文化传统中既有相生相克的博弈

思维又有“和而不同”的“有容”精神，深入发掘优秀传统中的现代性内涵并将

其化繁为简地传播到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的多次重要讲话都做出了榜样和示范。
在不断“化用”中华文化传统的同时，还要积极 “借用”外来先进理念，在融会

贯通的基础上、针对层出不穷的世界性难题不断创新理论与实践。如果说以前的中

国是全球化的融入者，那么“新时代”的中国已然成为全球化的建设者并将成为未

来的引领者，所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仅是在理念提升和单一实践上，更

需上升为“战略主体”和战略纵深层面; 在价值共识的达成与塑造方面，我们需要

做的不仅是国际话语权和国家形象传播的引领，更需要在文化自信与文明自觉基础

上的理论创新，做到以理服人、以德动人、以行引人的有的放矢。
应该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思想，中国突破 “文明冲突论”、树立

共享文明模式，在文明开创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实

现的和平崛起尤其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级跳本身，创造了人类文明

的新纪录。与数百年来传统大国通过建立殖民体系、对外武力扩张实现强大截然不

同，中国的发展壮大完全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这在人类发展史上开创了新纪元。
同时，经过新世纪多年的磨砺与积累，中国政府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区域命

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三体思想”贯通并进、形成正向合力，力图把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连成一体。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求我们，对内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

走，在 21 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对外要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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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些宏伟目标的提出既具有推动中华文明当代复兴的深层思考，又体现出推动人类

文明共同进步的战略维度，标志着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迎来了文明进步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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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历史机遇期。“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意味着共掌命运、共享利益和共担责任，

这是建立在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前提下，也是扩大利益交汇点的根本动力。
合作共赢是必然选择，“共赢主义”时代的到来则需要坚实的谋划与行动。

全球性的社会不能只有利害层次而没有道义层次，人类社会需要一个有道义的

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具有重要

意义。当今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也前所未有，世

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 “天下一

家”理念，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努力建设一

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营造

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努力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

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让人人享有富足安康; 努力建

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理念，

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 努力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坚持人与自然共

生共存的理念，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发展与世界发

展的论述，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国内外

发展一体联动与逻辑统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国际共识，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更是其世界意义的

重要标志①。从与世界接轨到与世界相互影响，再到为世界和平做出越来越多的重

大贡献，中国成为全球稳定之锚; 新时代的中国担当，又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增

加着更多的确定性，为共同发展的前景带来明亮的曙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

议是中国提出，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引导其多层面落实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应对时代之变的正确选择。它具有实现的理论基础、政治基础以及物质基础，但作

为一个历史过程，并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帆风顺，而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

力。近年来，中国陆续提出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各种方案，旨在超越西方

中心霸权观，重建和平、对等及互利的世界新秩序。这是符合中国传统 “和衷共

济”的世界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当前，全球秩序可能进入一个较长

的崩解与重组时期，又可能迎来一个无论在经济、文化、宗教、族群等方面皆更能

符合对等、互惠、多元、尊重及公正、发展等原则的新世界。由此，我们更有可能

建构一个体现“休戚与共”与“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新秩序。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文明自觉与中国功夫

全球化、多极化迅速发展时代，人类不仅面临来自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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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而且面临来自人类生存危机的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发展的需

要，中国与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共同肩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自立立人，

自达达人。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主题，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

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智慧基础上，发育出基于“中国经验”的文化哲学，对当

今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基本矛盾和困惑做出了富有启示性、建设性的回答。儒家

主张以和平、公正、文明的手段来解决争端，推崇的是差异和兼容，协调的是 “相

似”与“相近”，以此实现一种“和而不同”“兼容并包”且富有弹性的人文旨趣，

这才是真正健康的世界主义。只有解决好 “共生”问题，实现多元统一、兼容共

生、协调有序、充满活力和众生 “共享”，才能构筑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总之，

“打造新天下—建设新共识—开创新文明”是新时代中国当仁不让的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是: 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

别; 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冷战

后，西方文明似乎“独领风骚”，一时呈现主导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趋势， “西方

文明优越论”一度大行其道。抛开国情和历史传统的差异，用一个标准去衡量文明

的好坏，注定是无效的，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其结果只能导致猜忌和冲突。习近平

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强调，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

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

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我们应该坚持世

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理念，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绘制出斑

斓绚丽的图画，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

念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

化滋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把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

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我定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解决文化差异、文

化误读以及文化霸权问题，要对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譬如环境问题、气候问题、
反恐问题以及现代化问题，展开交流、对话与合作。其中，重要的是考虑中国文化

能对世界文化的进步与人类幸福做出什么贡献，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的思想来解释

甚至规制中国的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源自中国传统智慧与当代社会

主义建设实践的伟大结合，相信其理论上的完善与实践上的创举仍然需要从优秀传

统中汲取与提炼。中国的崛起标志着西方民族国家在全球主导地位的终结，同时也

表明一个运用多种不同方式塑造的新型世界的崛起。只有人类整体的发展才是真正

的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实现了新世纪的 “文明自觉”———以思想

文化自觉为核心、以文明交往自觉活动为主线的人类创造历史的理论和实践活动。①

崛起的中国，当以文明和担当展示于天下、当以道义和慈悲示范于世界。中国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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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开启了盛世中国之路，又重塑了全球秩序，正引领着全球治理的新航向。
中国走向富强文明的基本方法是: 习惯“与狼共舞”的同时放眼世界并见贤思

齐，以中华民族特有的勤恳务实和辩证思维去芜存菁并为我所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更少不了文明自觉。我们应该更加自觉地从中华优秀传统中的博弈思维、和而

不同理念、天人合一思想中撷取精华，从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总结 “中国经

验”、提取“中国特色”，对治当今全球化的疑难杂症与世界纷争。中国不仅要成

为一个有决断力、领导力的国家，更要成为一个受尊重、讲道义的国家; 中国不仅

有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更要把令人振奋的经济成就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正在于此。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

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经济发展，更在于增强中国的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和国际影响力，从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再造中国文明、重构世界文明。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型崛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经济可以致富，文化方能致强。资本立国还是文化立国，显然是更为深层的文化

自觉问题。没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可能变成可笑的夜郎自大，致使文化陷入故步自

封的泥淖; 没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可能沦为妄自菲薄，致使文化缺少发展的动力而

停滞不前。历史经验表明，要建设文化强国，首先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对自己

的文化缺乏自信甚至妄自菲薄，建设文化强国就无从谈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

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中的推进，我们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化用五千年的智慧积累。当前

亟须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面对澎湃激荡的逆全球化浪潮，如何立足中国经验，整合

优秀思想资源、汇聚开明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层次合作平台，驱散保护主

义、孤立主义与自我中心的阴霾; 二是面对近两百年的西方中心主义盛行，如何避免

和纠正生搬硬套与盲目的唯“新”主义，增加文明开创的定力和自信; 三是如何切实

有效地开展跨文化沟通，尽快消除文化壁垒与精神隔阂，建立广泛的民间互信与人文

亲善等。总之，走进“新时代”的中国需要“重新定义”与世界的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目标就是让全世界人民过上他们向往的 “美好生

活”，最大限度地实践“承认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及幸福和自我实现的普遍权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实践行动，需要 “中国功夫”里

特有的勤谨和警觉，更离不开底线思维与交往理性。当今世界深刻变化，新时代的

大国外交在“积极有为”基础上必须 “精准”把握两个方向。一是和合引领，缔

造共享型文明。中国倡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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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既拥有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又拥有造惠于 14 亿

人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为人类文明发展添加包容多元的精神气质，正

在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二是反战促和，提升和平质量。总

之，中国将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

利益交汇点，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努力做好世界

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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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Creation of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FU Shouxiang WEI Lina

Abstract: While globalization encounters unprecedented resistance and challenges，
China advocates to build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practice w ith the “One
Belt，One Ｒoad” and other measures. Meanwhil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defines tha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 has entered
the“new era” . It means that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and higher level of develop-
ment. In the“new era”，China w ill have a long － term linkage and excellent domestic de-
velopment and w ill have mor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multi － level w in － w in. To
build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race，culture，state
and ideology，it is Chinese w isdom to correct existing globalization defects and to create a
new civilization，and also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of man-
kind and focuses on overall development.

Keywords: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creation of civilization，New Era，Chi-
nese w isdom，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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