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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治理意义

刘从德，谭春霞

摘　要：世界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乱象纷呈。“世 界 怎 么 了、我 们 怎 么 办”这 一 时 代 之 问 亟 待 解 答。

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 义 思 想 回 应 了 中 国 思 考 世 界 的 时

代之问，针对治理 赤 字、信 任 赤 字、和 平 赤 字、发 展 赤 字，给 出 了 世 界 治 理 的 中 国 方 案，包 括 一 个 总 方 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个层面的具体展开，共同构成 “１＋４”的治理体系。中国方案打破了长期以来西

方固守的 “国强必霸”的旧时代逻辑，推动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回应了世界人民祈和平、

求发展的热切期盼，指明了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的正确前进方向，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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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当前，百年变局与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相 互 叠 加，世 界 面 临 的 不 确 定 性、不 稳 定 性 更 加 突 出。 “退

群”、“甩锅”、“脱钩”泛滥，霸权、霸凌、霸道横行，冷战思维、零和心态、强权政治屡屡冲击国

际规范和道德底线。“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时代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２１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于它能解决前进和发展中的中国问题，还在于它也为解决

人类共同的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的认识，为解决时代难题提出了一系列饱含中国智慧的思想观点和行动方案，如 “人类命运共同

体”、“全球治理观”、“正确义利观”、“文明观”、“新安全观”、“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倡议

等，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理论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推出了许多成果。然而，
当前的研究成果大多侧重于某一种理念和倡议的单一性研究，导致政策性的文章多于学术性论文、
应景式研究多于系统性阐释。事实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针对 “治理赤字”、“信

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给出的中国方案，是具有内在逻辑性和整体性的治理体系，为

世界提供了凝聚中国智慧、顺应历史潮流的思想性公共产品，体现了理论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中国

方案的提出既能有效消解西方对 “中国威胁”、“国强必霸”大肆渲染的消极影响，也有利于增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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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而理应上升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在蕴含的整

体治理体系的高度来阐述其世界价值。

本文题目所提出的世界治理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 核心 的党 中 央站 在中 国日 益走近 世界舞台的中

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起点上，审视全球发展大势，在发出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

么办”的时代之问后对全球治理所面临的 “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治理困

境和解决方案的深入思考，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责任与贡献。四大赤字中，治理赤字是指西方囿于

冷战、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在治理世界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在解决这一问题中，中国超越了 “一国独霸”或 “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努力为完善全

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世界怎么了”：时代之问的中国回应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大势有着深邃洞察

与长远思考。２０１７年１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习近平主席在描摹当前世界图景后发出

了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１］（Ｐ５３７）的时代之问。２０１７年５月，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直面世界乱象，首次提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是 “和平赤字、发展

赤字、治理赤字”［１］（Ｐ５０９），同年７月出访德国时重申了这三大赤字。２０１９年３月，习近平主席在巴

黎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从全人类整体和长远福祉出发，结合当前国际形势，首 次 将

“信任”纳入到全球治理的重大赤字中，表明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普遍关注的全球治理症结的观察思

考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一）治理赤字

全球治理委员会定义治理时突出强调 “多元”、“合作”［２］（Ｐ２）。而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由发达国

家所主导，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这样的治理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无力解决

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难题，甚至成为全球治理困境的直接根源，突出表现在全球治理缺乏民主性、

有效性和机制性。

其一，全球治理缺乏民主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中

心的全球经济体系和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中心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是西方国家掌控全球秩序、为自

身利益服务的工具和手段。该体系主要表现为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及治理呈现出 “中心—外 围”结

构［３］。全球治理主体间权力分配的严重失衡和治理中不公平的结构反映出全球治理民主性的严重缺

失。其二，全球治理缺乏有效性。当前的 民族国家体系下的对外原则和宗旨是 “国家利 益 高 于 一

切”。一些国家在参与治理时一旦不能达到利益最大化就会逃避责任、无所作为或将本该属于自己

的职责和义务推卸给其他国家，导致经济、政治、文化、安全、法治、气候等各个领域的治理长期

处于一种低效的状态。其三，全球治理缺乏机制性。２１世纪以来，旨在解决全球问题、保障人类

发展的治理制度在全球范围内争相涌现，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治理的巨大压力，但由于缺乏

必要的国际引导和有效的协调统一，现存的各类治理制度之间，或议题交叉重叠，或职能 雷 同 重

复，严重影响了全球治理的有效推进。
（二）信任赤字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国家关系发展，说

到底要靠人民心通意合。”［４］习近平主席将 “信任赤字”加入到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

三大赤字之中，使三大赤字发展延伸为四大赤字。这并不是简单的 “３＋１”，而是说明信任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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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难点，是国际关系困局的症结所在。
相互信任既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合作的基础，也是国与国之间交流合作的前提。当今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中的诸多困惑和矛盾，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种族与种族乃至

政府与百姓之间缺乏一种普遍性信任［５］。国际间的信任缺失，自然会导致 “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

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６］的普遍现实。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

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综合国力等都具有明显差异。冷战的阴云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

而彻底消散，国与国之间因为竞争态势和层级结构造成的不安全感仍然存在。这种不安全感使得一

些国家将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化归咎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以权力和利益为原则处理国家间的

领土争端或资源纠纷，从而造成观念或实力的不安全感转为国际关系间 “信任赤字”的结构化。一

些国家为了消除不安全感而纠集在一起，构成了具有联盟性质的排他性区域组织，但这种组织并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 “信任赤字”的问题，反而会使国际间的合作受阻，“信任赤字”进一步加剧。
（三）和平赤字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成为常态，不确定、不

稳定因素增多，国际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国际社会面临 “和平赤字”的巨大挑战。
其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给世界和平造成严重威胁。冷战结束后，世界维持了

相对和平，但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并没有消失。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本国利益，
鼓吹霸权稳定论，总是制造各种理由来侵犯他国，或以 “拯救人类”为由擅自以武力推翻他国 政

权，或发动颜色革命以非武力的方式颠覆他国政权。其二，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因种族、领土、宗

教等问题引起的地区冲突持续不断。在西亚、北非地区，错综复杂的 “宗教之争”、 “淡水之争”、
“领土之争”、“石油之争”不断，加上民族矛盾、政治改革和大国插手干预，和平赤字最为严重。
尤其是自２０１０年底以来，受突尼斯影响，整个西亚、北非地区动荡不堪，加之英美等国的军事打

击，时至今日，伊 拉 克、叙 利 亚、阿 富 汗 等 国 依 然 元 气 大 伤，内 部 重 建 与 恢 复 稳 定 依 然 困 难 重

重［７］。其三，恐怖主义持续蔓延。尽管国际社会形成了反恐统一战线，“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存

在仍然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建立的组织网络在西欧、北欧、北非、中亚、南亚、西亚、
东南亚制造了多起恐怖袭击。此外，还有博科圣地、塔利班和 “基地”组织为争夺主导权大肆制造

恐怖袭击。同时，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恐怖组织创造了便利条件，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作

案手段的隐蔽性更高，增大了反恐难度。
（四）发展赤字

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诉求。当前国际社会动荡和贫困的根源在于发展问题。金融危机的负面影

响依旧存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乏力，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

长动能逐渐衰弱，人工智能、３Ｄ打印等新科学技术虽然不断涌现，但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尚

未形成。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使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受挫，全球发展环境日益恶化。

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事实上，全球经济治理依托的是国际经济组

织变革，本应照顾新兴国家的利益，从而使世界经济发展更加平稳。但现实情况是，现有的国际规

则基本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体现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为了既得利益最大化，
发达国家在治理时不会变革影响其利益的规则和机制，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的问题十分突出，

导致国际金融市场频繁动荡，资产泡沫积聚的问题难以化解。同时，全球发展失衡、利益分配不均

的问题十分突出。这既存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存在于国家内部。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高收

入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低收入国家的６６倍多，一些国家内部的分化也相当严重［８］。与此同

时，世界上１％的群体拥有世界超过５０％的财富，１０％的群体拥有世界８５％左右的财富［９］。这样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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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发展差距，既是世界面临的严重挑战，也是国际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

面对世界难题，利益至上、强权至上的西方逻辑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国际格局和时代潮流，各

种弊端积重难返，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自身还出现了经济困境、民主乱象、人权乱

景、民生困难和安全困局，问题成堆。正当全球治理陷入困境，国际社会对未来发展方向感到迷茫

彷徨之时，饱含着对人类发展前途命运的睿智思考和独特创见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应运而生，为充满不确定、不稳定和忧虑不安情绪的国际社会注入了来自中国的强大正能量。

三、“我们怎么办”：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影响

力、引领力、感召力、塑造力不 断 增 强，国 际 社 会 “期 待 听 到 中 国 声 音、看 到 中 国 方 案”［１０］（Ｐ１３），

期待中国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围绕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方案

直指人类共同难题，包括一个总方案和四个层面的具体展开，共同构成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

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的 “１＋４”治理体系。
（一）总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１１］今天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增强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团结合作中，共同应对人类社会面临

的重大风险和挑战。习近平主席以发展中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领导人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担当，提

出 “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１］（Ｐ５３９）。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多维的总

领性的方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筹划人类命运的重大安排，是中国为擘画世界发展蓝图而推动

的顶层设计。在这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方案的理念形态，其实现形式是多样的，针对不同的

世界性问题展开为具象形态———治理的中国方案、信任的中国方案、和平的中国方案和发展的中国

方案。
（二）坚持公正合理，创新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在治理体制上，中国主张 “创新完善”。２０世纪末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世界不断发展变化，随

着人类面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然是大

势所趋，但 “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１２］。中国作为发展中大

国，面对全社会的共同期待，有需要、有责任也有能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

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在治理理念上，中国主张 “共商共建共享”。习近平提出，要推动全球治理

理念创新发展，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促进全

球治理体系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主体上，中

国主张 “国际上的事大家商量着办”［１３］。全球治理体系是否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要由各国人

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更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的主张

实现了对传统治理体系的反思、调整和矫正，第一次为处于 “地球边缘”的国家提供了公平参与全

球治理的机会［１４］。
（三）坚持互商互谅，深化各国互信的中国方案

“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 合 剂。”［１５］（Ｐ４６１）针 对 唯 我 独 尊、强 买 强 卖、一 家 独 大 的 西 方 逻 辑，

习近平提出：“要把互尊互信挺在前头，把对话协商利用起来，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１５］（Ｐ４６１），

中国主张对话协商，凝聚共识，管控分歧，同舟共济，构建起利益、命运共同体。针对见利忘义、

损人利己的霸权行为，中国倡导 “公道正义、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正确义利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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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义后利、义利相兼，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追求义利平衡、义利共赢，实现了对

利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等错误利益观和丛林法则的超越。针对不合理的世界文明秩序以及西方中

心、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片面和错误论调，中国倡导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主

张 “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 交 流，不 要 取 代”［１］（Ｐ５２４），以 “和 羹 之 美，在 于 合 异”超 越 西

方中心二元对抗的文化和思维，推动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互信互敬，努力破解 “信任赤字”。
（四）坚持同舟共济，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方案

破解和平赤字唯有世界各国齐心协力。中国倡导 “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

观，主张对话协商、共同协商，妥善管控矛盾分歧，“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

往新路”［１５］（Ｐ４６），实现了对西方结盟机制和 强 权政治的 超越。针对一些西方国家秉持冷战思维，采

取集团对抗，只谋求自身安全或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霸道行径，中国倡导树立 “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主张尊重各国安全与发展诉求，坚持通过经济交往、政治

谈判和文明交流等和平方式实现共同安全，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实现了对西方排

他性安全观和霸权稳定论的超越。针对弱肉强食、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中国倡导 “相互尊重、公

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及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 新 型 大 国 关

系，为２１世纪处理大国与小国之间、崛起国与既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新设计，

实现了对大国必战、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超越［１６］。
（五）坚持互利共赢，实现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

“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１７］在发展道路上，中国独立自主

探索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以其巨大的引领力和示范力，证实了西方国家只是现代化的先行者而非现代

化范本，更不是衡量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唯一标准，突破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现代化 “路径依赖”的

窠臼，为广大发展中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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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现代化展

示了新的可选途径，提供了全新参照，为破解现代化发展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在发展理念

上，中国提出 “要 树 立 创 新、协 调、绿 色、开 放、共 享 的 新 发 展 理 念”［１８］，呼 吁 各 国 直 面 贫 富 差

距、发展鸿沟等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为世界各国实现 “既平衡又充分”

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在发展思路上，中国提出构建创新型、开 放 型、联 动 型、包 容 型 世 界 经

济，为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贡献了中国智慧。在发展倡议上，中

国提出了高度契合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发展繁荣美好梦想的 “一带一路”倡议，为消解全球 “发展赤

字”提供了中国方案［１９］。

四、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治理的中国方案、信

任的中国方案、和平的中国方案和发展的中国方案给出了破解 “时代之问”的中国答案。这一思想

以其巨大的理论创新和思想贡献，让世界看到了 “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中国”，向世界展现了一

个发展中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对世界的责任与贡献。
（一）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固守的 “国强必霸”的旧时代逻辑

长期以来，西方认为 “国强必霸”是历史兴衰的规律，是普世的 历 史 逻 辑，任 何 国 家 都 不 例

外。纵观西方大国的崛起之路，往往与军事侵略、殖民掠夺、剥削压迫、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如影

随形，以暴力为其主旋律。从资本原始积累时，英法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武力打开亚、非、拉

美等地区的市场大门，大肆掠夺资源和财富；到两次工业革命完成后，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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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狂潮，并引发了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再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强行

输出 “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并对中东等地区的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干涉这些国家

的内政［２０］。正因为如此，他们认为国家间的零和博弈、大国间为了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斗争是自

然而然的，也往往以自身的历史经验看待中国的崛起与发展，炮制 “中国威胁论”、 “修昔底德陷

阱”，制造各种以己度人、似是而非的陈旧论调。
习近平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２１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

零和博弈的旧时代。”［２１］（Ｐ３５４）面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治理、信任、和平、发展赤字日益加剧，

西方霸权主义、中心主义逻辑已难以为继，西方世界失去方向。自由主义名声扫地，民粹主义泛滥

成灾，种族主义沉渣泛起，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大行其道，极右势力政治影响力扩大，社会四处弥

漫排外情绪。人类站在十字路口，是和平还是战争、合作还是对抗、零和还是共赢？中国方案坚持

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和平是中国方案的底蕴，中国方案旨在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全方位是中国方

案的表现，既强调 “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推进多边外交，又强调运筹好大国关系；合

作共赢是中国方案的目标追求，追求合作而不是对抗，实现 “双赢、多赢、共赢”而不是单赢；道

义性是中国方案的精神高地，坚持义利并举、以义为先，弘义融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开放包容是中国方案的实践风格，以 “一带一路”倡议同沿线国家分享发展机遇。中国方案所体现

的价值追求是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超越了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取向的 “西

方中心论”、“霸权稳定论”，跳出了西方 “国强必霸”的旧时代逻辑，开创了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

交往新格局。
（二）推动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革命者只有正确认识所处时代的性质，把握当今时代特点及其

发展趋势，才能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以社会基本矛

盾运动揭示时代本质、基本特征并以此划分不同的历史时代。列宁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和时代观，
根据其所处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状况，比较全面、深入地阐述了时代问题，指出 “我

们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２２］（Ｐ１４２），是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列宁认为，“时代”是

“大的历史时代”，时代不是某个国家或 地 区 的 个 别 情 形，而 是 人 类 社 会 的 整 体 状 况 和 总 体 格 局 特

征［２３］。因此，正确判明一个时代及其特征，要从社会历史发展和世界格局的整体上来把握。
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

会主义５００年的历史沧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１７０多年风云变幻的大视野来看，今天 “我们依然

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１］（Ｐ６６）。时代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没有变、时代主题仍然是

和平与发展，但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时代本质和时代主题，以世界眼

光和历史视野洞察当今世界格局，全面地、历史地分析时代发展的新特征、新走向，提出什么是当

今时代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２１］（Ｐ２６６）。顺应时代潮流方能成为时

代的弄潮儿。面对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国际格局加速演进，面对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

代之问，中国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方案和解决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

字”、“治理赤字”的现实方案。这些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倡议和理念的核心要义归结起来就是坚持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既致力于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许多共同

问题，也着眼于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前途命运，推动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不断前进，必将有力引领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回应了世界人民祈和平、求发展的热切期盼

“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整个人类的美好愿望和不懈追求，也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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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来崇尚 “以和为贵”、“睦邻友邦”、“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天下太平”、“天下大

同”、“国虽大、好战必亡”。早在２１００多年前，中国人就开通了推动东西方平等开展文明交流、互

利合作的丝绸之路，惠及沿路各国人民。６００多年前，郑和远航到访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同

沿途人民友好交往，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了促进各国文明交流的佳话。近代以来，中国频

遭侵略和蹂躏，饱受战祸和动乱之苦，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珍惜和平，把维护世界

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２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合”、“大同”思想的精髓，在国际舞

台上反复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永不称霸，永不扩张。得益于 “和合”文化的浸

润，中国提出坚持对话协商，倡导世界各国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提出以合作共赢为

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得益

于 “大同”理想的滋养，中国倡导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

共享的原则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让发展

的动力源源不断。中国向世界各国人民传递的始终是 “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声音。需要

强调的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决不损人利己、决不以邻为壑，但也决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侵犯

我国的正当权益和核心利益。可以说，中国方案所饱含的和平发展观，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和合”、“大同”思想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也是中国自身发展和全球发展的必然要求，有

力地回应了世界人民祈和平、求发展的热切期盼。
（四）指明了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的正确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同体是人类生活、交往和发展的基本组织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

本主义社会共同体是 “虚幻共同体”，是 “新的桎梏”，它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代表

少数人的利益体，因而它 “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２５］（Ｐ１９９）。
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 “自由人联合体”，并将其视为共同体发展的最高形式，是 “真正的共

同体”。这种 “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理想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最高

形态。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世界上第一大政党，所做的一切，是 “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实现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 “真正共同体”。

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进程的高度，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在对马克思 “真正共同体”思想继

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饱含中国智慧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 体，
就是世界各国 “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 在 一 起，应 该 风 雨 同 舟，荣 辱 与 共”［２６］（Ｐ４），与 “真 正 的 共 同

体”之间既具有一致性又具有差异性。“真正的共同体”的建立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

为前提，是按照公有制的共产主义原则构建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于建设 “一个什么样的世

界”和 “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问题。它所阐明的世界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形态，而是超越了当今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共同责任为纽带

的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一种崭新世界秩序的 “关系性存在”［２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方案及其具

体方案针对 “治理、信任、和平、发展”四大赤字，主 张 坚 持 集 思 广 益、共 同 参 与、互 利 共 赢 原

则，建立 “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共同体；主张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进行文化与文明成果交

流，建立 “包容互鉴”的文明共同体；主张坚持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建

立 “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主张在追求自身利益和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促进世

界共同发展，建立 “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因此，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作为利

益共同体与安全共同体、文明共同体、治理共同体的统一体，是 “真正共同体”在现实条件下的替

代方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好设想在当今时代的生动展现，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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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方向。
随着中国以日益矫健的步伐更加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有责任、有义务、有资格也有能力

为全球治理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 “世界好，中

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１］（Ｐ５４５）。同 时，在 这 个 挑 战 层 出 不 穷、风 险 日 益 增 多 的 时 代，面

对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凭一己之力独自应对，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寻求自己的世外桃

源。时代难题需要整个人类社会共同解决，世界的和谐与安宁需要各国共同守护。不只是中国，世

界各国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不做时代的观望着，以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精神，共同努力把人类

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齐心协力开创全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Ｔｈｅ　Ｕ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ｕ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３］卢静．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Ｊ］．外交评论，２０１４（１）．
［４］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４－０７－０５
（０２）．

［５］何建华．着力破解四大赤字［Ｎ］．解放日报，２０１９－０４－０２（１４）．
［６］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 力 量———在 中 法 全 球 治 理 论 坛 闭 幕 式 上 的 讲 话［Ｎ］．人 民

日报，２０１９－０３－２７（０３）．
［７］高婉妮．新时期的和平赤字：强权干涉、地区冲突与恐怖主义［Ｊ］．红旗文稿，２０１７（１８）．
［８］耿楠．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０１－０５（２３）．
［９］魏南枝．促进共商共建共享 化解发展赤字［Ｊ］．红旗文稿，２０１７（２０）．
［１０］习近平．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２０１４—２０１８）［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１１］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０－０９－０９（０２）．
［１２］习近平．习近平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强调 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 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

和平稳定发展［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５－０９－２３（０１）．
［１３］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７５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０－０９－２２（０２）．
［１４］陈曙光．贡献中国方案的思想理论体系［Ｎ］．学习时报，２０１９－０７－２２（Ａ１）．
［１５］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
［１６］何毅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Ｎ］．学习时报，２０２０－０６－１５（Ａ１）．
［１７］习近平．登高望远，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Ｎ］．

人民日报，２０１８－１２－０１（０２）．
［１８］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０－０９－２３（０３）．
［１９］陈曙光．“世界之问”与中国方案［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９（６）．
［２０］许江．中国道路：跳出西方“国强必霸”逻辑的和平发展之路［Ｊ］．红旗文稿，２０１９（１）．
［２１］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１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
［２２］［俄］列宁．列宁全集（第２６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３］本刊记者．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

所长姜辉［Ｊ］．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９（１）．
［２４］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５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０９－０４（０２）．

［２５］［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８—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６］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 与 世 界 政 党 高 层 对 话 会 上 的 主 旨 讲 话［Ｍ］．北 京：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７］石云霞．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关系之思考［Ｊ］．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２０１８（１７）．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ＩＵ　Ｃｏｎｇ－ｄｅ，ＴＡＮ　Ｃｈｕｎ－ｘｉ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ｉｎ　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ｈａｔｓ　ｗｒ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ｗｅ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ｄｏ？”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ｅ　ｃｒｉｅｓ　ｏｕｔ　ｔｏ　ｂｅ　ａｎｓｗｅｒｅｄ．Ａｔ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ｍ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ｘｐｅｃｔｓ　ｔｏ　ｈｅａ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ｖ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ｌａｎ，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ｈｉｎｋ－
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ｗｈｉｃｈ　ａｉｍｓ　ａｔ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ｏｆ　ｔｒｕｓｔ，ｐｅａｃｅ，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ｌａｎ　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ｅｖｅｌｓ，ｔｈｕ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１＋４”．Ｃｈｉｎａｓ　ｐｌａｎ　ｂｒｅａｋｓ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ｈｅｌｄ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ｅｒａ　ｔｈａｔ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ｓ　ｂｏｕｎｄ　ｔｏ　ｓｅｅｋ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Ｉｔ　ｈａ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ｐｅａ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ｗｉ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ｒａ．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ｄｅｎｔ　ｄｅｓｉｒｅ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ｉ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ｔｈｕ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ｒａ；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ａｓ　ｐｌａｎ；ｇｌｏｂ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责任编辑　孙　洁）

—９—

刘从德，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治理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