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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领导人为回答人类向何处去而提出的

中国答案ꎬ 其主要思想源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和世界观、 中国马克思主义

的国际观和世界观以及道儒法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ꎮ 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念

下ꎬ 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进过程中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ꎬ 新型国际关系是

实践路径ꎬ “一带一路” 是合作平台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种理念、 方略与政

策ꎬ 也正是构建全球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表现ꎬ 体现在宏观、 中观、 微观等不同层

面ꎬ 包括政治、 安全、 经济、 文化、 生态等不同领域ꎬ 以及双边、 区域、 全球、
功能议题等四个层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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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年ꎬ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论述 “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一概念ꎮ 第一次

论述是: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推动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

文明、 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协调发展ꎬ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ꎬ 创造了人类

文明新形态ꎮ”① 第二次论述是: “中国式现代化ꎬ 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ꎬ 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ꎬ 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ꎬ 代表人类

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ꎬ 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ꎬ 是一种全新的人

类文明形态ꎮ”② 那么ꎬ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要精神源泉具体是什么? 人类文明

１

①
②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ꎬ 载 «求是»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４ 期ꎮ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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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态的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什么关系? 新时代中国外交呈现了什么

特点?

一　 逻辑框架与概念间关系

认真研读上述讲话、 十九大以来的关键文献①以及学者的相关研究②ꎬ 我们

得出以下结论ꎬ 以此形成本文的逻辑框架ꎮ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ꎬ 人类文明新形态包含了 “国内” 与 “国际” 两个层

次ꎮ 人类文明新形态发生于中国这块土地ꎬ 从精神与物质上服务于中国人民ꎬ 是

中国梦与中华文明复兴的首要内涵ꎬ 构成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国内基础ꎮ 其次ꎬ 作

为四大文明中唯一赓续了五千年、 正处于复兴进程中的主要文明体、 一个巨型市

场ꎬ 中国在 “改变自己” 的同时ꎬ 必然越来越多地影响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ꎬ
也接受来自周边与世界的影响ꎮ

我们将在探究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新时代外交关系的基础上ꎬ 进一步聚焦新时

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ꎬ 包括宏观层次的总体目标、 中观层面的外交方略、 微观层

面的政策措施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宏观层次展示新时代外交的核心理念、 总目标

与顶层设计ꎬ 包括五大领域与四个层次: 伙伴关系、 安全格局、 发展前景、 文明

交流、 生态体系五大领域大致上对应政治、 安全、 经济、 文化与生态五个领域ꎻ
四个层次是全球、 地区、 双边与功能议题ꎮ 全球层次即人类命运共同体ꎻ 地区层

次即中国与某个区域的命运共同体ꎬ 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ꎻ 双边层次即两个

国家之间ꎬ 如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ꎻ 功能议题层次聚集某个功能或者议

题ꎬ 如海洋命运共同体、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ꎮ 领域划分与层次划分均有助于人

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观理念的操作化ꎮ

２

①

②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ꎻ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ꎻ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ꎻ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ꎮ

孙代尧: «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ꎬ 载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ꎻ 韩喜平、 郝靖智: «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ꎬ 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ꎻ 王岩、 吴媚霞: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理路»ꎬ 载
«思想理论教育»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１ 期ꎻ 田心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新形态»ꎬ 载 «世界社会主义
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１ 期ꎻ 杨宇、 杨瑞瑶: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新形态意蕴探赜»ꎬ 载 «中共郑州市委党
校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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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国际关系和 “一带一路” 倡议位于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中观层次ꎬ 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与合作平台ꎮ 而不同类型、 层次的伙伴关系的建构

与升级ꎬ 签署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ꎬ 以及具体项目的实施ꎬ 则构成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设的微观层次ꎮ 从领域的角度看ꎬ 伙伴外交主要聚焦政治与安全两个领

域ꎬ 以及针对发达国家的外交ꎮ 在与发达国家的外交中侧重于构建不同类型的伙

伴关系ꎬ 而较少使用 “一带一路”ꎮ “一带一路” 倡议主要聚焦经济与文化领域ꎬ
共商共建共享是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的原则ꎬ 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原则ꎬ
构成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ꎮ 与中国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 １５２ 个国家

中ꎬ 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ꎬ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 所涉及的大部分也是发展中

国家ꎮ 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伙伴外交ꎬ 它始于构建中美、 中俄新型大国关系ꎬ
并扩展到一般国际关系ꎬ 而且越来越强调 “公平正义” 的内涵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分别从经济、 安全与文化三个

领域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ꎬ 构成伙伴外交与 “一带一路” 倡议在相关领域的

升级版ꎮ 全球发展倡议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领域ꎬ 重点是经济与社会发展ꎬ
可视作 “一带一路” 倡议在经济领域的升级版ꎮ 它对接联合国 ２０３０ 全球可持续发

展议程ꎬ 具有全球正当性ꎮ 中国倡导以综合、 共同、 合作、 可持续为核心的新安全

观ꎬ 它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领域ꎬ 可视作伙伴外交在安全领域的升级版ꎬ 也

是 ２０１４ 年亚洲安全观的全球版ꎮ 全球文明倡议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领域ꎬ
可视作 “一带一路” 在文化领域的升级版ꎬ 以四个 “共同倡导” 为核心理念ꎮ

二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源泉

马克思说过ꎬ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ꎬ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ꎬ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ꎬ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

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ꎮ 在地理范围、 人口数量、 经济规模都非常庞大的国土上ꎬ
复兴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ꎬ 是一项没有先例可循的巨大挑战ꎮ 当代中国正处

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ꎬ 从自身历史积淀、 外来历史影响、 自身经验与现实需要

中ꎬ 通过扬弃去芜存菁ꎬ 倡导新理念ꎬ 并用于新的内政外交实践ꎬ 这具有历史的

合理性与现实的必然性ꎮ

３

①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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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百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ꎬ 诸子百

家则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源头与主要内涵ꎮ “第二个结合” 指出要让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ꎬ 贯通起中华民族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ꎬ 找

到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生长点ꎬ 找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点ꎬ 使我们能够更

加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也使我们能够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宝贵资源ꎬ 探索面向未来的观念、 体制、 制度等创新①ꎮ 习近平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也指出: “第二个结合” 又是一次思想解放ꎬ 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

的文化空间中ꎬ 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ꎬ 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

制度创新②ꎮ

(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国际政治思想ꎮ 马克思的国际观诞生并形成于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及其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ꎬ 对理解当代国际关系发

展及其变迁规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③ꎬ 也指导和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

际政治思想与观念ꎮ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和世界观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飞

跃ꎬ 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 以毛泽东、 周恩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 “三个世界” 划分理论ꎬ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

集体提出的 “和平与发展” 是时代主题的思想ꎬ 以江泽民、 胡锦涛为代表的第

三、 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的 “和谐世界” 理论ꎮ

１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和世界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国际关系ꎬ 其国际观和世界观集中体现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共产党宣言»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资本论» 等马克思

恩格斯经典著作中ꎮ 马克思、 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ꎬ 以其宏大的历史视

野ꎬ 采用严谨科学的辩证哲学方法论ꎬ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世界历史发展和国际社

会变迁的观点ꎬ 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ꎮ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和

世界观主要包括 “自由人的联合体” 理想、 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以及对列强政

治的剖析ꎮ
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是共产主义社会ꎬ 即自由人的联合体ꎮ 科学社会主

４

①
②
③

辛向阳: « “第二次结合” 是又一次思想解放»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８ 日ꎮ
习近平: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ꎮ
姜安: «马克思的国际观及其当代价值»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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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原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 经济学为基础ꎬ 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特征和发展

规律ꎮ 科学社会主义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成果ꎬ 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过

程ꎬ 创立了唯物史观ꎬ 进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

势ꎬ 揭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ꎬ 论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①ꎮ 科

学社会主义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图景: “将是一个联合体ꎬ 在那里ꎬ 每个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ꎮ 未来共产主义的文明形态ꎬ 应是

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ꎬ 物质财富极大丰富ꎬ 私有制被彻底消灭ꎬ 社会成员共同占

有全部资料ꎬ 社会成员各尽其能ꎬ 生活资料按需分配ꎻ 人对人的剥削消失后ꎬ 民

族对民族的剥削也随之消失ꎬ 民族融合ꎬ 世界一体ꎻ 全体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共

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ꎻ 阶级差别和重大社会差别被消灭ꎬ 没有国界的限制ꎬ 也

没有等级的分别ꎻ 人与自然也达到真正的 “和解”ꎮ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其特色就是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③ꎬ 这与 “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的精神相贯通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继承和发展了 “自由人联合体” 思想ꎬ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遵循ꎬ 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指标ꎬ 以实现全人类发

展、 繁荣和幸福为宗旨ꎬ 蕴含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前瞻性思考和对人类进步发展大

势的准确把握④ꎮ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ꎮ 马克思一直在追寻世界和平的基本实现途径ꎬ 反对

帝国和殖民战争ꎬ 在马克思的思想世界中ꎬ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

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ꎮ 战争是一个历史范畴ꎬ 有其产生、 发展和消亡的过程ꎮ 受

国际分工与世界交往、 世界市场与国际贸易、 私有制与阶级关系、 民族关系与国

家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各国对外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ꎬ 战争与和平作为一

对矛盾体以不同的形态出现ꎬ 对人类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ꎮ 马克思在考察世界战

争冲突史的基础上ꎬ 将战争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ꎬ 明确表达了对帝国之间

５

①
②

③

④

王怀超: «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载 «科学社会主义» 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ꎬ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ꎬ 人民出版

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５３ 页ꎮ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 第 ２２ ~ ２３ 页ꎮ
徐步: « “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引领人类进步的伟大理论创新»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ｃｈｉｎａ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ｏｒｇ ｃｎ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８１１００２９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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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资产阶级战争、 帝国殖民战争的批判和谴责①ꎮ
正如马克思一直在追寻世界和平的基本实现途径ꎬ 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思

想的历届中国领导人都在孜孜探索世界和平的实现路径ꎬ 从建立 “和谐世界”
到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包括为解决全球安全赤字问题而提出的 “全球安全

倡议”ꎬ 都展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来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努力ꎮ 而对于霸

权政策和强权政治的批评与谴责ꎬ 也贯穿在中国对外交往的实践中ꎮ
对国际关系不平衡性的研究ꎮ 马克思恩格斯也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国

际关系的不平衡性ꎮ 在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一文中ꎬ 马克思通过对英俄外

交关系、 西方列强与落后国家关系等进行的针对性分析ꎬ 指出西方列强密谋牺牲

弱国的土地和权益而满足本国扩张胃口的实质②ꎬ 认为列强的战争政治是国际秩

序动荡和冲突的主要原因ꎮ 马克思强烈批判西方列强向世界各地推行的殖民战争

政策ꎬ 并赞叹落后国家民族独立解放运动ꎮ 马克思在 «新的对华战争»③ 中的分

析也表明ꎬ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战争和剥削ꎬ 完全是基于资本逻辑催生的殖民扩张

意志、 虚假的战争借口以及列强之间的内部交易ꎮ
在研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际关系的过程中ꎬ 道德和正义是马克思处理和

解决国际关系的基本伦理准则ꎮ 他始终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ꎬ 依据大量外交公

函、 官方文件和议会纪录披露出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弱

国、 小国的殖民和剥削ꎮ 这种尊重正义和公平、 尊重世界各国民族生存和主权平

等观念也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国际观和世界观ꎮ 从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的互

相尊重领土与主权完整ꎬ 再到推动 “建立和平、 稳定、 公正、 合理的国际新秩

序”ꎬ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中体现的公正与客观一脉

相承ꎮ

２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和世界观

百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ꎬ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ꎬ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ꎬ 不断开辟

马克思主义新境界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 中国外交的社会主义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

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发展ꎬ 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独特的国际观和世界观ꎬ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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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安: «马克思的国际观及其当代价值»ꎮ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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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三个世界” 划分理论、 “和平与发展” 时代观和 “和
谐世界” 理念都对世界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ꎮ

毛泽东、 周恩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国际观和世界观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以后ꎬ 中国作为新生大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ꎬ 当时正处于国际社会两极冷战格局

之中ꎬ 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ꎬ 在洞察国际关系的变化情况

下ꎬ 以维护国家权益和人民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ꎬ 提出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 “三个世界” 划分理论ꎮ

１９５４ 年中国与印度、 缅甸共同倡导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①ꎬ 在之后的国际

舞台上ꎬ 中国一直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作为处理与他国关系的外交准则ꎬ
尤其是在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交往之中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反映了大多数国

家的基本权利要求ꎬ 具有国际合法性和公正性ꎬ 历届中国领导人的国际观和世界

观中都从不同程度与不同方面展示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精神ꎮ 随后ꎬ 毛

泽东把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革命统一战线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到外交领域ꎬ
发展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ꎬ 从 “一个中间地带” 理论

向 “两个中间地带” 理论演进ꎬ 最终形成以 “三个世界” 划分为基础的国际

观②ꎮ “中间地带” 理论认为美苏是世界两大军事政治力量中心ꎬ “中间地带” 有

两部分: 一部分是指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ꎬ 一部分是指

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ꎮ 这一论断既指出了资本主

义殖民国家与亚非拉被殖民国家之间的矛盾ꎬ 也直击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ꎬ
对中国外交产生了巨大影响ꎬ 使新中国在发展对外关系上更大限度地团结了国际

社会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ꎬ 中国的反霸权主义战略也获得了更多的力量支持ꎬ 对

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具有深远的意义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坚持的 “平等互利” 原则、 以及

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处理国际事务的态度ꎬ 也为之后中国历届领导人所承

继ꎮ １９８４ 年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讲到: 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ꎬ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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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４ 年中印政府签署的文件中正式使用五项基本原则ꎬ 即 “双方同意基于 (１) 互相尊重领土主
权ꎬ (２) 互不侵犯ꎬ (３) 互不干涉内政ꎬ (４) 平等互惠ꎬ (５) 和平共处的原则缔结本协定”ꎮ 经过中国
与印度、 缅甸三国政府的大力提倡ꎬ 把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ꎮ １９５５ 年万隆会议上ꎬ 中国把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改为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ꎬ 自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固定下来ꎬ 成为
中国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ꎮ

姜安: «毛泽东 “三个世界划分” 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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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ꎬ 而 “大家庭” 方式、 “集团政治” 方式、 “势力

范围” 方式都会带来矛盾ꎬ 激化国际局势①ꎮ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也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②ꎮ “三个世界” 划分理论所代表的

“团结大多数” 理念ꎬ 也一直影响着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战工作ꎬ 例如ꎬ 中国

的 “一带一路” 项目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过程中积极争取一切能够争取的力量ꎬ
并与联合国成员国中的 ７９％ (１５２ 个) 签订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ꎮ

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的国际观和世界观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ꎬ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迈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ꎬ 邓

小平提出了 “和平与发展” 的时代主题观ꎬ 认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ꎬ
带全球战略性的问题ꎬ 一个是和平问题ꎬ 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③ꎬ
“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

平”④ꎮ 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结合当时国际局势ꎬ 就时代主题作出

的重大判断⑤ꎮ 基于世界处于 “和平与发展” 时代的判断ꎬ 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的基础上ꎬ 提出 “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ꎬ 或者叫联合与合作”⑥ꎬ
积极发展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ꎬ 进一步发展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友

好合作ꎬ 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安全的维护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

地区环境ꎮ 邓小平还提出了 “冷静观察、 稳住阵脚、 沉着应付、 善于守拙、 决不

当头、 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 的对外战略方针ꎬ 引导中国潜心耕耘本国的经济与

社会发展ꎬ 并对发展的艰巨性与长期性保持清醒的认识ꎮ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直延续到现在ꎬ 睦邻友好的周边政策依然有效ꎬ 并

演化为新时代的 “亲诚惠容” 周边外交政策ꎮ 中国历届领导人集体在对世界多

极化、 经济全球化等的观察基础上ꎬ 继续坚持邓小平 “和平与发展” 的时代主

题判断ꎬ 认为求和平、 谋发展、 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ꎮ 同时ꎬ 他

们也充分认识到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ꎬ 又在 “和平与发展” 基础之上提出了

“合作共赢” “和谐世界” 的理念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 “新型国际关系”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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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和平ꎬ 而 “一带一路” 则继续推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ꎬ
这一系列理念是对 “和平与发展” 时代主题的继承、 创新与发展ꎮ

江泽民、 胡锦涛为代表的第三、 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国际观和世界观ꎮ 冷战结

束后ꎬ 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ꎬ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中国共产党

十四大报告中正式将 “建立新秩序” 定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ꎬ 对新秩序

的内涵也作了系统阐述: “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ꎬ 我们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

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ꎬ
建立和平、 稳定、 公正、 合理的国际新秩序ꎮ 这一新秩序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国

际经济新秩序ꎮ”① 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都专门用一段来阐述建立新秩序问

题ꎮ “建立新秩序” 这一观念摈弃冷战思维ꎬ 主张各国不论大小、 强弱、 贫富ꎬ
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ꎬ 这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不断深化ꎬ 为促进我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ꎬ 推动了中国与世界上其

他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经济、 科技、 文化的交流与合作ꎮ
进入新世纪ꎬ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经济快速发展、 与世界经济关系更为紧

密ꎬ 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关系重大ꎮ 为此ꎬ 党的十六大以

来ꎬ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于 ２００５ 年提出构建 “和谐世界”
的主张②ꎮ “和谐世界” 是中国国内构建 “和谐社会” 在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方

面的外延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发布的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白皮书明确而系统地阐

述了和谐世界理念所包含的四个内涵: 民主的世界、 和睦的世界、 公正的世界、
包容的世界③ꎬ 表明中国实力的强大将会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ꎮ
在国际社会 “建立新秩序”ꎬ 其最终目标就是建立 “和谐世界”ꎮ 因此ꎬ “和谐世

界” 成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外交实践的指导思想ꎬ 指导着中国不断提高国际

关系的民主化程度ꎬ 推动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ꎮ “和谐世界” 所倡导的世界秩序

观既反映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时候对国际大势的深刻思考ꎬ 也包含着中

华文化的深厚积淀④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对 “和谐世界” 思想的继承与发展ꎬ 在 “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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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基础上扩大了内涵与外延ꎬ 更深刻地展现出中国作为 “有为大国” 将对

整个世界前途承担起相应责任ꎮ 尤其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ꎬ 强调在文化

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ꎬ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ꎬ 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优

越ꎮ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世界上的各种文明、 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

彼此尊重ꎬ 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ꎬ 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ꎮ”① 党的十七大报

告指出: “文化上相互借鉴、 求同存异ꎬ 尊重世界多样性ꎬ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

荣进步”②ꎮ 可见ꎬ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是多任中国领导人始终强调的理念并延

续至今ꎮ

(二) 文明新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思想博大深邃ꎬ 自成体系ꎬ 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主要原因ꎮ 特

别是其中的道家、 儒家、 佛教和法家ꎬ 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建设国家的实践以及

对人类世界的构想ꎮ 儒释道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 (主干)ꎬ 这是中国文史哲研

究界的主流认知ꎬ 但就国际关系而言ꎬ 佛教的影响比较小ꎬ 本文略而不论ꎮ 而法

家则为中国古代的天下治理提供操作化的理念与工具ꎬ 其中的积极成分对于当今

中国的外交实践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ꎮ
道家源泉及其时代化ꎮ 道家侧重人与自然的关系ꎬ 兼及社会与国家的顺势治

理ꎮ 鲁迅提到ꎬ “中国根抵全在道教ꎬ 此说近颇广行ꎮ 以此读史ꎬ 有多种问题可

以迎刃而解”③ꎮ 李约瑟认为ꎬ “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ꎬ 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

已经烂掉了的大树这些树根今天仍然生机勃勃”④ꎮ 在道家看来ꎬ “一阴一阳

之谓道”ꎬ 阴阳互相转化ꎬ 世间万物都应该 “道法自然”ꎬ 人显然也是如此ꎮ 因

此个人应该修身养性而达于天人合一ꎬ 而君王治理天下时应该合于道ꎬ 以此为圭

臬ꎬ “无为而无不为”⑤ꎬ 也就是说: (１) 合于道者无不为ꎬ 因为 “天下难事ꎬ 必

作于易ꎻ 天下大事ꎬ 必作于细”⑥ꎬ 治理天下应该 “为之于未有ꎬ 治之于未乱”⑦ꎮ
(２) 不合于道者无为ꎬ 即无为而治ꎬ 因为 “我无为ꎬ 而民自化ꎻ 我好静ꎬ 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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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正ꎻ 我无事ꎬ 而民自富ꎻ 我无欲ꎬ 而民自朴”①ꎮ 道家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处处

可见ꎬ 典型如老子认为 “后其身而身先ꎬ 外其身而身存”②ꎬ 这是一种豁达、 利

他的心态ꎮ 而 “上善若水ꎮ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③ 则展示了胸怀广阔、 容纳万物

的心境ꎮ 习近平外交思想倡导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ꎬ 推动

“构建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④ꎬ 以及坚持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ꎬ 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高质量发展等ꎬ 均体现出豁达利他、 容纳万

物的思想与心态ꎮ
儒家源泉及其时代化ꎮ 儒家注重人与人的关系ꎬ 儒家理念因而成为中国人构

建人际关系、 治理国家与天下所凭借的主要价值观ꎮ “礼表仁里” 是儒家思想的

主要特征ꎬ 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ꎬ 它是关系本位而非 (基
督教文明那样的) 个体本位ꎮ “仁” 是儒家价值观的核心ꎬ 意味着恻隐之心人皆

有之、 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ꎬ 它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ꎬ 主张 “和
而不同” 并注重相处过程中彼此的 “舒适度”ꎬ 而不是像基督教文明那样 “区分

他我、 强调对立”ꎮ “礼” 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ꎮ “礼” 经常与 “仪” 合称

“礼仪” 或者 “仪礼”ꎮ 两者关系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观察ꎮ «史记礼

书» 云: “缘人情而制礼ꎬ 依人性而作仪”⑤ꎬ 这是基于横向视角从感性与理性两

方面分析礼与仪的来源ꎮ 从纵向视角看ꎬ “仪” 是 “礼” 的操作化ꎬ 两者均强调

节制与分寸感⑥ꎮ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ꎬ 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对世界的构

想ꎮ 儒家认为 “大道之行也ꎬ 天下为公ꎬ 选贤与能ꎬ 讲信修睦ꎮ 故人不独亲其

亲ꎬ 不独子其子”⑦ꎮ
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强调 “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ꎬ 大家共同富

裕才是真富裕”⑧ꎬ “要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ꎬ 以负责任态度作出明智选择”⑨ꎬ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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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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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天下大同” 与 “天下为公” 思想在当代的生动实践ꎮ 儒家强调 “君子和而

不同ꎬ 小人同而不和”①ꎬ 当代中国外交则强调 “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

流对话ꎬ 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ꎬ 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②ꎬ “把 ‘和’、 ‘合’
的传统理念付诸彼此相处之道”③ꎮ 儒家坚信 “民为贵、 社稷次之ꎬ 君为轻”④ꎬ
习近平则指出: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ꎬ 打江山、 守江山ꎬ 守的是人民

的心ꎮ”⑤

法家源泉及其时代化ꎮ 整体上ꎬ 历代王朝都意识到 “德礼为政教之本ꎬ 刑罚

为政教之用”⑥ꎬ 即强调治理天下时要儒法结合ꎮ 中国的法家始自春秋时期的管

仲和子产ꎬ 被战国时期的商鞅、 申不害、 慎到、 韩非子等人发扬ꎮ 此后各个朝代

的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法家思想ꎬ 在强调礼治的同时重视法治的功能与作

用ꎮ 从哲学层次上看ꎬ 儒家属于 “道” 的层次ꎬ 而法家属于 “用” 的层次ꎬ 因

此用 “儒表法里” 概括中国文化是不准确的ꎮ 但就天下治理而言ꎬ 采纳法家思

想是必然的ꎮ 法家的核心主张是富国强兵ꎬ 为此高度强调 “任法不任人”⑦ꎬ 以

体现法治的一致性与强制性ꎬ 因此法家与儒家、 道家构成互补关系ꎮ
管仲首倡 “以法治国”ꎬ 主张 “政之所兴ꎬ 在顺民心ꎻ 政之所废ꎬ 在逆民

心”⑧ꎬ “圣君任法而不任智ꎬ 任数而不任说ꎬ 任公而不任私ꎬ 任大道而不任小

物ꎬ 然后身佚而天下治”⑨ꎬ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ꎬ 此谓为大治”ꎮ 子产首倡

将法律公布于众ꎬ 打破了士大夫 “不为刑辟” 的惯例ꎮ 商鞅力倡 “明分止争”ꎬ
旨在明确人的权利和义务ꎬ 避免因财产所有权不清而导致纷争ꎮ 韩非子主张 “法
令行而私道废矣”ꎬ 认为法令一旦颁布ꎬ 君、 臣、 民都必须尊法ꎬ 只有如此才

能国富兵强、 国治民安ꎮ 总之ꎬ 法家注重 “以法治国”ꎬ 认为 “法令废私”ꎬ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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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强调立法和执法的权威性ꎮ
新时代中国强调依法治国ꎬ 赋予古代法治思想以新的含义ꎮ 习近平曾引用

«韩非子有度» 中的 “国无常强ꎬ 无常弱ꎮ 奉法者强则国强ꎬ 奉法者弱则国

弱”① 来表明法律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②ꎮ 主张人人知法、 懂法ꎬ 法需要传播、
解释与普及ꎮ 他引用 “国皆有法ꎬ 而无使法必行之法”③ 并解释说ꎬ 使法必行之

法就是弘扬法治精神④ꎮ 他强调ꎬ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ꎬ 任何人都没有法律

之外的绝对权力ꎬ 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 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

民监督”⑤ꎮ

三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外交: 顶层设计与外交实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ꎬ 首创

“两个结合”ꎬ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既紧密结合新时代的中国具体实际ꎬ 又扎根于中华优秀文化和

历史传统ꎻ 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与历史文化的基础上ꎬ 提出了主要针对国内

的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ꎬ 主要针对国外的 “一带一路” 倡议、 新型

国际关系、 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全球治理中国方案、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

议与全球文明倡议ꎬ 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ꎬ 对内推进了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ꎬ 对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也

为人类文明提供了新的公共产品ꎬ 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的大国担当与大国作为ꎮ 在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系列理念与实践中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ꎬ 新型国际关系

是实践路径ꎬ “一带一路” 是合作平台ꎮ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

２０１２ 年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ꎬ 也成为中

国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端ꎮ 这一判断有助于我们集中论证新时代中国外交的

特色与实践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其产生的国际国内背景ꎮ 就国际背景而言ꎬ 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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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的欧洲ꎬ 苏联与华约都已不复存在ꎬ 但北约不但没有解散ꎬ 反而违背对戈

尔巴乔夫的承诺ꎬ 不断东扩并把俄罗斯当作必须打压的对象ꎮ 在东亚ꎬ 美国继续

维持乃至强化其 “轮轴—轮辐” 式军事联盟体系ꎮ 冷战后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华尔街

制造的金融危机殃及全球以来ꎬ 实力相对衰弱的美国自信心下降ꎬ 逐步将中国确

立为 “全球战略竞争对手”ꎮ 它既希望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ꎬ 又希望盟友与

紧密伙伴在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 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ꎮ 全球性环境问题

和世界范围内的疫情蔓延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为国际社会带来新的挑战ꎮ 美国所

代表的国际关系 “旧思维” 无法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与矛盾ꎬ 并加强了文

明体之间的对抗与冲突ꎮ 这与基督教文明强调二元对立的固有局限密切相关ꎮ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ꎬ 全世界都在询问: 应该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怎样

建设这个世界?” 新时代中国的回应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ꎮ 崛起中的中国

基于自身文化的包容性特征ꎬ 力主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 解决争端ꎬ 为全球和

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ꎬ 倡导并践行多层次、 多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ꎬ 从

而推动构建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新形态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

为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指明的目标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五方面内涵ꎮ 政治上ꎬ
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ꎬ 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ꎬ 走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

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ꎮ 安全上ꎬ 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 以协商化解分歧ꎬ 统

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ꎬ 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ꎮ 经济上ꎬ 坚持同舟共

济ꎬ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ꎬ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

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ꎮ 文化上ꎬ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ꎬ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

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优越ꎮ 生态上ꎬ 要坚持环境友好ꎬ 合作应对气候变

化ꎬ 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华文明为依托ꎬ 结合近代以来革命、 建

设与改革开放经验ꎬ 吸取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积极成果而提出

的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道德主张ꎬ 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概念和新时代中国外

交的总目标ꎬ 构成中国推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端ꎬ 并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互相促进ꎮ 也就是说ꎬ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是中国构建全球文明新形态的

展示ꎬ 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系列理念、 策略与政策

实践ꎮ

４１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２７１ ~ ２７８ 页ꎮ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思想源泉与实践路径　

(二) 新型国际关系是实践路径

２０１４ 年ꎬ 习近平指出: “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ꎬ 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

的新型国际关系ꎬ 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ꎬ 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 经

济、 安全、 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ꎮ”① 这是 “新型国际关系” 概念的首次

提出ꎬ 其内涵可概括为: 以合作取代对抗ꎬ 以共赢取代独占ꎬ 不再搞零和博弈和

赢者通吃那一套②ꎮ “新型国际关系” 具有鲜明的中国外交特色与时代特征ꎬ 核

心是 “合作共赢”ꎬ 合作是路径ꎬ 共赢是目标ꎮ 合作共赢理念符合当前国际社会

的发展潮流ꎬ 是通向和平与繁荣的道路ꎮ
大国外交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处于关键位置ꎬ 构建 “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

重、 合作共赢” 的新型大国关系ꎬ 是中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必须面对

的重要一环ꎮ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超越所谓的 “修昔底德陷阱”ꎬ 抛弃 “国
强必霸” 的陈旧逻辑ꎬ 更正 “零和博弈” 的冷战思维ꎬ 避免并克服旧有大国关

系中互不信任、 相互排斥、 相互为敌的消极因素ꎬ 增强相互信任、 相互尊重ꎬ 追

求合作共赢ꎬ 建立合作共赢的新模式ꎬ 健全风险管理机制ꎬ 为国际关系的发展输

入正能量③ꎮ
推动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则是中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落脚点ꎮ 与基督教世

界热衷于 “结盟对抗” 不同ꎬ 中国主张在外交上 “结伴但不结盟”ꎮ 缔结军事同

盟的本质是零和思维ꎬ 因为军事同盟总是存在着 “战略对手国” 乃至 “敌人”ꎮ
但 “结伴” 则不针对任何第三方ꎬ 将合作共赢作为目标ꎬ 符合当前国际关系发

展的趋势ꎮ 国家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建设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ꎮ 习近平指出: “伙
伴意味着一个好汉三个帮ꎬ 一起做好事、 做大事ꎮ”④ 王毅认为ꎬ 中国构建的伙

伴关系有三个基本特征ꎬ 即平等性、 和平性和包容性ꎻ 同时ꎬ 伙伴关系并不意味

着放弃原则ꎬ 中国仍会坚持独立自主ꎬ 决定自己的立场ꎬ 作出自己的判断⑤ꎮ 中

国的伙伴外交始于 １９９３ 年ꎮ 十八大前中国已经与 ５７ 个国家与国际组织建立伙伴

关系ꎮ 十八大与十九大之间ꎬ 中国在推进伙伴外交上提出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

络的新目标ꎬ 与 ６０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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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ꎬ 载 «中国青年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ꎮ
王毅: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ꎮ
门洪华: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的责任与担当»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４５４ 页ꎮ
«中国外交丰收之年»ꎬ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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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与 １１８ 个国家、 ６ 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发展形成 １２４ 对伙伴关系①ꎮ 可见ꎬ
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已经覆盖全球大部分国家ꎮ

(三) “一带一路” 倡议是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 倡议由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在 ２０１３ 年提出ꎬ “丝绸之路经济

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合作倡议的简称②ꎮ “一带一路” 借用古代丝绸

之路的历史符号ꎬ 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ꎬ 积极发展与相关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ꎬ
共同打造政治互信、 经济融合、 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

体ꎮ 构建 “一带一路” 强调 “五通”ꎬ 即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

融通和民心相通ꎬ 特别是互联互通ꎮ ２０２１ 年中国领导人将 “五通” 进一步概括

为 “新三通” 即基础设施的 “硬联通”、 规则标准的 “软联通”、 各国民众的

“心相通”ꎬ 以及 “高标准、 可持续、 惠民生” 的共建新目标③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 中国已经同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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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ꎬ “一带一路” 倡议已经成为全球公共产品ꎮ
“一带一路” 倡议虽然涉及多个领域的合作ꎬ 但重点是经济领域与文化领

域ꎬ 以及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ꎮ 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为全球所公认ꎬ 在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具有全球比较优势ꎮ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⑤ꎬ 发展问题依

然是时代主题ꎬ 而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一直 “雷声大雨点小”ꎬ 对发展中国家的基

建援助往往附加种种条件ꎮ 美国和西方轻易地忘记了自己的发展历史ꎬ 以发达国

家的眼光与标准要求发展中国家ꎬ 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绑架ꎬ 严重阻碍了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ꎮ 中国很清楚ꎬ 很多问题都是发展问题ꎬ 而发展问题只能

在发展中解决ꎬ 这也是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受到发展中国家普遍欢迎的原因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底ꎬ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积约 １２ 万亿美

元ꎬ 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 １ ４００ 亿美元ꎻ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ꎬ 中国企业

在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累积投资 ４３０ ８ 亿美元ꎬ 为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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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国社科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席寒婷的统计ꎬ 资料来源: 外交部网站、 商务部网
站、 中国政府网等ꎮ

习近平: «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ꎬ 见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２８７ ~ ２９１ 页ꎻ 习近平: «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ꎬ 见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一卷)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２９２ ~ ２９５ 页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４９５ 页ꎮ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ｒｏｌｌ / ７７２９８ ｈｔｍ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ꎬ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４９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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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 ３４ ６ 万个就业岗位ꎻ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底ꎬ 中欧班列累积开行近 ６ 万列ꎬ 货

值累积近 ３ ０００ 亿美元ꎬ 共铺画了 ８２ 条运输线路ꎬ 通达欧洲 ２４ 个国家 ２００ 个

城市①ꎮ
但是ꎬ 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带着有色眼镜看 “一带一路”ꎬ 以没有事实支撑

的 “债务陷阱” 等话语构陷中国②ꎬ 对与中国共建 “一带一路” 的国家施加或明

或暗的压力ꎻ 另一方面ꎬ 又推出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与中国竞争ꎬ 如安倍政

府 ２０１５ 年提出的 “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③ꎬ 欧盟的 “全球门户” 计划④ꎬ
七国集团的 “重建更美好世界” 计划⑤ꎮ 全球基建需要的资金缺口巨大ꎬ 中国欢

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加大投入ꎮ 但主导国际话语权的美国和西方持续给 “一带一

路” 制造阻力ꎬ 这是不争的事实ꎮ 为此ꎬ 中国政府保持战略定力ꎬ 采取多方面的

措施继续推进 “一带一路”ꎬ 其中之一就是与联合国的相关议程对接ꎮ
因此ꎬ 中国在 ２０２１ 年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ꎬ ２０２２ 年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ꎬ ２０２３

年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ꎬ 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上也积极展现大国担当与作为ꎮ
全球发展倡议的主要内容是 “六个坚持”ꎬ 它对接联合国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议程⑥ꎬ

具有全球正当性ꎬ 旨在应对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 南北差距扩大等问题ꎮ 全球发

展协议坚持普惠包容ꎬ 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指明了一条公平的

道路ꎬ 取代了原有的核心国家剥削外围国家而使 “强者愈强、 弱者愈弱” 的旧

的全球发展路径ꎮ
全球安全倡议的内容包括 “六个坚持”⑦ꎬ 是对以往安全理念的继承和发展ꎬ

更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安全领域的飞跃ꎬ 为破解全球安全赤字贡献了中国方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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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 “一带一路” 九周年成绩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ｇｎｘｗ / ２８１３１０ ｈｔｍꎬ 访问
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ꎮ

引自作者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对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胡必亮教授的访谈ꎬ 这是作
者 “一带一路十周年” 系列访谈之一ꎮ 依据他的研究ꎬ 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所欠中国债务ꎬ 不会超过其
债务总额的 ２０％ ꎬ 而由 “一带一路” 建设所形成的债务占比更少ꎮ

«安倍内阁总理大臣在第 ２１ 次国际交流会议 “亚洲的未来” 晚餐会上的演讲»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 ｃｎ / ９７＿ ａｂｅ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１５０５ / ０５２１ｓｐｅｅｃｈ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ꎮ

ＥＵ’ｓ ‘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ａｔｅｗａｙ’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ｕｓｈ Ｏｆｆｅｒ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ｓ ‘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３０ / ｅｕ － ｅｙｅｓ － ３００ －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ｅｕｒｏ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ｐｕｓｈ － ｔｏ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 ｃｈｉｎａ＃ｘｊ４ｙ７ｖｚｋｇ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ꎮ

Ｇ７ Ｒｉｖａｌｓ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Ｇｒａｎｄ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ｌ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ｇ７ － 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ｃｈｉｎａｓ －
ｂｅｌｔ － ｒｏａｄ － ｗｉｔｈ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ｓｅｎｉｏｒ － ｕｓ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２０２１ －０６ －１２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５ 月２６ 日ꎮ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 “推进全球发展倡议ꎬ 共同落实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座谈会开幕式
上的致辞»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ｙｊｈ＿６７４９０６ / ２０２１１２ / ｔ２０２１１２０９＿１０４６５８７０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
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ꎮ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２２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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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展现了中国在全球安全领域的大国责任与担当ꎬ 为 “安全困境” “修昔底德陷

阱”① 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ꎬ 也是对 “中国威胁论”② 和 “金德尔伯格陷

阱” 论③的有力反驳ꎮ
全球文明倡议包括四个共同倡导④ꎬ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ꎬ 以自己的文明

特色屹立于世ꎬ 不追求取代与效法历史上的崛起国 (无论是帝国还是民族国

家)ꎮ 因此ꎬ 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有必要重新构建基于自身价值观的礼治秩序ꎮ
全球文明倡议的实现不仅需要有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担负起大国责任ꎬ 更需要世界

不同文明国家一起共同担负起全球责任与人类文明使命ꎬ 虽然每个国家承担责任

的能力有大小ꎮ
中国坚定支持和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ꎬ 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首批缔约国ꎬ 不仅积极参与了 ２０１５ 年 «巴黎协定»
的谈判和签署以及日后的各种履约会议与机制政策制定ꎬ 而且努力将它的核心目

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ꎮ 在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举行的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峰

会上ꎬ 中国提出的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的相关议题获得与会各国的广泛认

同ꎬ 有助于推动世界各国重视自然途径ꎬ 并把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融入

«巴黎协定» 国家自主贡献 ( ＮＤＣ) 以及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进

程中⑤ꎮ

结　 语

文明的发展具有继承性、 延续性ꎬ 只能在已有的历史积淀、 文化基础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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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ꎬ 何元国译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ꎮ
Ｊｏｈｎ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ꎬ “Ｔｈｅ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Ｓｔｏｒ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ｓｉａ”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３８１ －３９６ꎻ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Ｗａｌｋｅｒꎬ “Ｗｈａｔ Ｉｓ ‘ Ｓｈａｒｐ Ｐｏｗｅｒ’?”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９ － ２３ꎻ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ꎬ “Ｈｏｗ Ｓｈａｒｐ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Ｗｒｏｎｇ Ｗａｙｓ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２４ / ｈｏｗ － ｓｈａｒｐ － ｐｏｗｅｒ －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 － ｓｏｆｔ － ｐｏｗｅｒ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ｉｍｅ: Ｊｕｎ １１ｔｈꎬ ２０２３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ꎬ ＪＲꎬ Ｔｈｅ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 Ｔｒａｐꎬ Ｊａｎ ９ꎬ ２０１７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Ｐａｇ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 ｏｒｇ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ｔｒｕｍｐ － ｃｈｉｎａ －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 － ｔｒａｐ － ｂｙ － ｊｏｓｅｐｈ － ｓ － － ｎｙｅ －
２０１７ － ０１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ｉｍｅ: Ｊｕｎ １１ｔｈꎬ ２０２３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ꎬ 载 «人
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ꎮ

«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的中国贡献»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９ / ０９２５ / ｃ１００２ － ３１３７２
８５０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ꎮ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思想源泉与实践路径　

行①ꎬ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来源广泛ꎬ 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ꎮ 人类文明新形态借鉴了人类优秀文明成果ꎬ 包括

自由、 平等、 民主、 人权等ꎬ 是基于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而形成的文明形态ꎮ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ꎬ 正是构建全

球文明新形态的过程ꎬ 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观层次的顶层设计ꎬ 中观层次

的新型国际关系、 “一带一路” 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

倡议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ꎬ 微观层次的伙伴关系建立、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

签署、 各种项目的落实、 参与各种生态治理实践等ꎮ
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各个文明间的包容、 交流、 互鉴ꎬ 反对西方文明那种自

认为高人一等、 “自己的今天就是别人的明天” 的 “文明优越论”ꎮ 中国在国际

社会中的逐渐崛起ꎬ 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精神成果的影响外溢ꎬ 为中国主张的国

际新秩序提供了基础ꎬ 并体现在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中ꎬ 其中ꎬ 人类

命运共同体是目标ꎬ 新型国际关系是实践路径ꎬ “一带一路” 是合作平台ꎮ 这三

者相辅相成ꎬ 为新时代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提供了目标和路径指导ꎬ 也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国对中国的认识ꎬ 愈来愈多的国家意识到中国方案与中国道路

为人类文明带来不同于西方的、 崭新的形态ꎬ 也必将引导未来世界各国之间的文

化交往方式ꎮ
中国外交经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坚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时期以及邓

小平主张的 “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 的阶段ꎬ 现阶段中国外交已经到了 “奋发

有为” 时期ꎮ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顶层设计到外交实践ꎬ 充分展现了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全球问题解决上的贡献与力量ꎮ 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ꎬ 旨在追求一种全球文明新形态ꎮ 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ꎬ 中国在政治、 经济、
安全、 文化和生态各个方面致力于为全球问题找到新路径、 新办法ꎬ 这些正是文

明新形态在中国外交实践中外溢的体现ꎬ 展示了中国自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发展在世界文明新形态构建中日益提升的影响力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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