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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伟大变革

②②

■谱写新篇章

“困难和挑战进一步告诉我们，人类是
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要顺应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向着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迎接挑战、合
作开创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站在人类
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以长远的历史眼光和
博大的天下情怀，深入思考人类前途命运，准
确把握时代前进方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重要理念，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
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中国将自身
发展融入世界发展进程，以负责任大国的担
当，与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创造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作出更大贡献。

为人类未来描绘方向
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挑战层出不穷、风
险日益增多。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在
关乎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世界迫
切需要思想之光的指引。

2013 年 3 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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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幅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壮美蓝图在全球
渐次展开。

2017 年 1 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
近平主席深入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倡导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
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应时而动，顺势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提出，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时代潮流，揭示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和
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规律，
被不少国际人士视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
唯一未来”。

当前，人类尚未走出世纪疫情阴霾，又
面临新的传统安全风险；全球经济复苏仍脆
弱乏力，又叠加发展鸿沟加剧的矛盾；气候
变化等治理赤字尚未填补，数字治理等新课
题又摆在面前。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
革期，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是中国元首外交
的关键词。习近平主席准确把握时代大势，
持续充实和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
回答时代之问。

2020年9月，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
球性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重要的“四点启
示”，呼吁“让我们团结起来，坚守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
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七十六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
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各方构建全球发展
命运共同体，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

2022 年 4 月，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
会。习近平主席站在心系全人类前途命运
和安危福祉的高度，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
议，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
割的安全共同体”；

…………
世界局势复杂演变，面对层出不穷的传

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愈加放射出真理光芒，赢得了世界的广

泛赞誉。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萝扎·奥通巴
耶娃说，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主张

“为人类未来描绘了方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前无古人

的伟大创举，也是改变世界的伟大创造。”英
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直言，中国提供
了一种“新的可能”，就是摒弃丛林法则、不
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
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

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

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
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
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
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
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这是对时代之问的中国答案，也具有世
界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不断丰富，实
践版图与时俱进，不断拓展——

在国家层面，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守望相助，与哈
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越南、尼泊尔、柬埔寨、
老挝、缅甸、塔吉克斯坦、印尼、土库曼斯坦、
埃及等越来越多的友好伙伴构建起双边命
运共同体，增加双方利益汇合点，实现更大
互利共赢；

在地区范围，中国推动打造周边、亚太、
中国—东盟、上合组织、中非、中阿、中拉、中
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凝聚起更多合
作力量，增强共同应对挑战的信心，为中国
与有关地区实现和平发展繁荣指明了方向；

在全球领域，中方倡议构建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
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全球发展共同
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
为人类共同应对挑战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案。

由点及面，连线成网。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世界各国在中国“言
必信、行必果”的大国担当中看到了命运与
共、建设更加繁荣美好世界的信心和希望。

——中国已经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供应超过 22 亿剂新冠疫苗，并将继续
向非洲国家无偿援助6亿剂疫苗、无偿向东
盟国家提供 1.5 亿剂疫苗；中国还积极参与
世卫框架下的“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和“全球
合作加速开发、生产、公平获取新冠肺炎防
控新工具”倡议；

——中国菌草项目已在100多个国家落
地生根，给当地创造数十万个就业机会。巴
布亚新几内亚前国防部部长卡拉尼特意将
自己女儿改名为“菌草”。他说，巴新民众将
永远铭记中方的帮助和支持，深化巴中友好；

——中国企业参建多条连接非洲和欧、
亚、美洲大陆海缆工程，支持非洲通信领域
快速发展，承建了非洲一半以上无线站点及
高速移动宽带网络，累计铺设超过 20 万公
里光纤，帮助 600 万家庭实现宽带上网，服
务超过9亿非洲人民；

——中国军队迄今已先后参加25项联
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
次，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
第七十六届联大主席沙希德感慨，各种

全球性威胁与挑战印证了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正确性。

大道行思，取则行远。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被先后写入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一份独特的中国
礼物”“全球在21世纪的重要使命”“为推动
世界和平开辟了新的路径”……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获得国际社会高度肯定和赞誉，展
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为人类走出困境指引了
正确的前进方向。

完善全球治理的生动实践
“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复

杂精巧、有机一体的机器，拆掉一个零部件
就会使整个机器运转面临严重困难，被拆的
人会受损，拆的人也会受损。”习近平主席用
生动的比喻阐述各国命运休戚与共的现实。

应对全球治理挑战，中国主张世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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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始终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
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
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共同发
展的决心不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
展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100多个国
家表示支持，50多国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
友小组”。这充分说明，全球发展倡议顺应
历史潮流，契合各国需求，是大势所趋、人心
所向。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和
地区共同发展的见证。截至 2022 年 6 月 22
日，中国已经同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
签署 200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一带一路”
地区研究中心主任伊沃娜·拉杰瓦茨认为，
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协调各种资源助推各
国共同发展，不断培育和提升各国“供给能
力”，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机遇，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共同安
全的决心不变。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安全倡
议中，以“六个坚持”为核心要义，强调安全
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
体，为弥补和平赤字、破解全球安全困境指
明了方法路径。

泰国暹罗智库主席、泰国正大管理学
院副校长洪风表示，当前全球大环境下，
中国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积极推动合作共
赢，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复苏和国际和平
稳定，展现了大国担当。习近平主席从全
人类前途命运出发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和全球安全倡议，更好地兼顾了发展与安
全，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完
善和实践。

“这是一种让世界共同行动的新方式，
让各国建立起利益共同体，担负共同责任，
创造共同未来。”在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
席斯蒂芬·佩里看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必将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不断前进。

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世
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各国应当站在历史
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同心同
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和
平、发展、繁荣的美好未来。

推动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今年 2 月至 3 月，如期举办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为世界各地冰雪运动员提供了超越自我的舞
台，也为新冠肺炎疫情困扰下的世界注入了信心和
力量。北京冬奥会的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正是
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诠释。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深厚
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中国一贯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大国外交精髓，着眼全人
类的福祉和各国长远发展，为促进世界各国发展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将引
领世界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大
流行，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地区冲突频
发，人类发展进程受到严重冲击。一些国家顽固坚
持冷战思维，政治上拉帮结派划分阵营、蓄意制造分
裂，经济上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人为设置贸易壁垒，
滥用经济制裁手段。在此背景下，加强团结合作，完
善全球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尤为
重大。

习近平主席强调，世界各国要坚持真正的多边
主义，坚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
脱钩，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始终高举多
边主义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通过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各种棘手问题、
携手创造人类美好未来指明了方向。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既是倡导者，
也是积极践行者。中国与很多国家、地区构建命运
共同体，倡议各国在卫生健康、人与自然等诸多领
域建立命运共同体，中国不断践行与发展着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重视同联合国
等国际机构合作，重视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风险挑
战，为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凝聚
了合力。

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始
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各国分享发展红利，与
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疫情发生后，中国积极分享抗
疫经验，向很多国家援助抗疫物资，并积极履行将疫
苗 作 为 全 球 公 共 产 品 的 承 诺 ，助 力 弥 合“ 免 疫 鸿
沟”；中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共建国家
实现互联互通、共同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
与广大非洲国家积极开展减贫合作，通过技能培训、
农业合作等帮助非洲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增强
了当地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我曾多次访问中国，见证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中国如期打赢脱
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前 10 年完成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减贫目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
展，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有力地支撑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复苏。中
国正用自身的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的动力。

在 2022 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在历史前进
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当前，世界面临着各种传统和非传
统安全威胁，时代的大潮要求全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走到一起，形成合力、应
对挑战。毫无疑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正确选择。

（作者为南非大学姆贝基非洲领导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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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头观澜

图①图①：：20202020年年22月月，，在莫桑比克农科院试验站在莫桑比克农科院试验站，，中国农作物专家何昌永中国农作物专家何昌永
（（中中））在水稻示范田间指导莫方技术人员观测水稻穗部性状在水稻示范田间指导莫方技术人员观测水稻穗部性状。。

吴桂云吴桂云 摄摄
图②图②：：20212021年年1212月月33日日，，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图为位于老挝北部乌多姆图为位于老挝北部乌多姆

赛省的中老铁路那通站双线特大桥赛省的中老铁路那通站双线特大桥。。
佘庚思佘庚思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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