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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构建国际新秩序中的角色担当
王巧荣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推进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

的目标追求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各国及其相互关系都发展

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社会

中的地位大幅度提升。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

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

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与之同步，世界也在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随着经济

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逐步推进，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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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包容、兼爱互利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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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产生的“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在两千多年中国统一

国家的历史中，始终占据着主流位置。

秦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欧亚大陆东西和平交往

的“丝绸之路”，这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

隋唐时期的“册封羁縻体制”以遣使朝贡、经书互传等外交措

施，开始向外部世界推广中国文化，通过中国典籍的文化媒介

作用，使得中国与外邦“混一车书，文轨大同”。两宋时期的

“守内虚外”，重视道德感化，强化了“怀柔远人”的传统理念。

明洪武朝，朱元璋确定了十五个“不征”之国，由此形成并奠

定了以“不征”为特点的明代和平外交模式。著名航海家郑和“七

下西洋”，远涉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攻略他族一寸土地，

在经济上与海外诸国互通有无、厚往薄来。

近代在不断遭受欺凌的境况下，中国人民对于和平的信念

也从未消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极为珍视中国自古

以来的和平思想，他认为，“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

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惟中国数千年

来，即知和平为世界之真理。人人均抱有此种思想，故数千年

来之中国，纯向和平以进行”。中国重返联合国后，1974 年 4 月，

邓小平同志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阐明了中国的外

交政策，并庄严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展

现出新中国追求和平、反对霸权的价值取向。

和平思想已深深地积淀在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当代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正是和

平思想的体现。随着当代中国的崛起，人们开始关注 ：中国

将带给世界什么？对此，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

那就是中国将与世界一道打造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  

（作者分别为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博导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

事管理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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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

同时，人类也面临着诸多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挑战。国际冲突、

强权政治等传统安全问题仍然是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主要威

胁，恐怖主义、生态环境安全、经济危机、信息安全、非法移

民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对国际社会的威胁日益加重。中国在全球

体系中的权力、身份、地位变化，必然也会带来责任和战略目

标的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依据时代特点，为

应对当今世界复杂严峻的局势而提出的中国方案，是中国推进

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目标追求。

“命运共同体”一词，最早出现在 2011 年 3 月国务院新

闻办发布的《2010 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亚洲各国抓住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机遇，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地

区稳定，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党的十八大以

后，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先后提出过“中国 - 东盟命运共同

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理念。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讲话，

首次谈到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

运共同体。2017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总部演讲

时，进一步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这

一理念的内容得到进一步充实和丰富，在国际社会中引起强烈

反响。2017 年 3 月 17 日，联合国安理会以 15 票赞成，一致

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 2344 号决议，强调“应本着合作共

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以有效促进阿富汗及地区安全、稳定和

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

被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3 月 23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

开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

“粮食权”两个决议，决议均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被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

充分说明这一理念已经得到联合国广大会员国的普遍认同，彰

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和”文化的当代延伸，是

中国外交理念的创新发展

和平的文化基因对当代中国的外交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

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中国的战略目标在不断调整，

中国外交理念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传统的和平观念始终

是中国外交理念创新发展的思想之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传统“和”文化

思想，特别是“协和万邦”理念的具体体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追求的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

界。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正是以国家之间要构建对话不

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为特征的。作为当今世界正在崛

起的大国与守成大国，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对世界和平有

着关键性的影响，习近平主席提出通过构建中美“不冲突、不

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以避免两国陷入“修

昔底德陷阱”。追根溯源，正是中国独特的“和”文化特质决

定了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世界

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并且尊重各国自主选

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

兼收并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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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和”文化中“聚同化异”“求同存异”“和

而不同”理念的延伸。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通过共建、共享、协商、合作

的方式追求共赢、共荣，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在积极地把这些

理念贯彻到外交实践中去。为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

发展新机遇，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中国提出以共商、共

建、共享为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截至 2016 年 12 月，中

国已经同 4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中国企业已在“一带一路”沿线 20 多个国家建设 56 个经贸合

作区，累计投资超过 185 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近 11 亿美

元的税收和 18 万个就业岗位。2013 年，中国倡导设立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目前，亚投行有 80 个成员，2016 年 6 月，

亚投行批准了首批四笔贷款项目，共计 5.09 亿美元。中国的和

平理念与诸多和平举措，均向世界展现出中国和平发展、开放

包容、兼爱互利的价值取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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