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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走和平发展道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邢广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环境？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我国将实行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和外

交政策？党的二十大报告给出了答案。 

    一、世界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环境出现新情况，需要增强忧患意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国际上两种趋势同时存在，

一种趋势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种趋势是，

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我国发展依然面临战略机遇：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深入发展；三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同时，我国也面临巨大挑战：一是世纪疫情影响深

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二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

荡频发；三是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

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

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在应对挑战方面，我们需要有忧患意识，“准备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解决全球问题的现实方案。进入 21 世纪，世界面临着一系列新

问题和挑战：一是来自大自然的挑战；二是美国霸权主义给国际社会带来危险；三是世界发展不

平衡趋势进一步强化；四是国际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频频出现，国际安全局势堪忧。这些问题需

要通过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以解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

与世界一些地区构建命运共同体，如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着力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着力推动构建中阿、中非、中拉等命运共同体，着力构

建网络空间、核安全、海洋和卫生健康共同体，着力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卫生健康、发展、安

全和人文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是将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应对

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恪守“命运与共”的理念，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人民总体利益结合

和统一起来，深刻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以和为贵”

“协和万邦”的传统文化价值，也体现了中国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为人类谋大同的世界情怀。 

    三、“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和载体。“一带一路”倡议的基

本要素是“五通”，即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带一路”

倡议的基本纹路是“五路”，即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一带一

路”倡议体现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一带一路”

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倡导多边主义原则，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绿色发展伙

伴关系和开放包容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要在高质量方面下功夫，高质量体现在各合作国

家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经济发展动能，推动数字丝绸

之路和创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国与世界

的深层互动问题。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在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项目等方面逐步推进。

中国与欧盟、东盟、中亚等地区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平台，实行深度的区域经济合作。“一带

一路”倡议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和方式，这就要求“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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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边平台和网络。共建“一带一路”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与京津冀、

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开发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等国内区域发展规划和战略相衔接，

着力形成我国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党的二十大

报告强调，“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近十年来，中国十分重视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不

断加大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力度，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目前，中

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已同 32 个国际组织和 149 个国家签署了 200 多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西方不断抛出“中国扩张论”，旨在干扰中国的发展，国际上也

有个别国家对中国崛起存在焦虑感。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

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中国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本国策。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绝不输出自身模式。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外部环境的要求，这也是中国深刻思考世界发展大势而得出的结

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方面，要推动中国与世界进行良性互动。另一方面，要与其他国家

增强战略互信和实行利益融合。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为自身和世界的发展制造有利条件，

就是主动营造战略机遇期。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基本选择，也体现了中

国外交政策的和平特征。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原则基础上

的。一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中国的立场和政策，旨在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二是中

国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以大小、强弱、贫富将世界国家分为三六九等；三是尊重各国人

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四是中国走和平发展

道路并不排斥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外交的灵魂和旗帜。中国

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不等于不去捍卫自身核心利益。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台

湾，针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中国“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五、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

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旨在打造遍布全球

的伙伴关系网络。一是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

国关系格局；二是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

和利益融合；三是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

共同利益。全球伙伴关系的基本路径是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在“平等性”“和平性”和“包容性”原则基础上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逐步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发展全球伙伴关系要求中国实行全方位开放，与其他国家一道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着力推进国家间的多种类型的创新合作，克服“脱钩断链”“筑墙设垒”、单边制裁、极限施

压等不良的阻碍国际经济发展的障碍性因素，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

面对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的情况，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越发急迫。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

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中，中国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作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支持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

多边机制，推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发挥作用，呼吁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推动国际安全合作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倡导平等、

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中国主张

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主张开创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

系，主张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