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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世界性问题日益尖锐，习

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应运而生。这一思想以共同价值为诉求、共同治理为手段、共同繁荣为目标，具有鲜明

的人民性、时代性、实践性等理论特征，蕴涵了“和”、“善”、“共生”、“义利”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

念和方法，为应对和化解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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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inping's thought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and its Chinese wisdom 

LIU Del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As the multipolariza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 in depth, the world problems 

such as peace deficits, development deficits, and governance deficit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acute, Xi Jinping` s idea 

of human destiny was then born. This ideology takes common value as its appeal, common governance as a means, and 

common prosperity as its goals. It has distinctive theoretical features.  It has distinct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ople, times and practicality, and it implies "harmony", "goodness", "symbiosis" and "justice", etc. The values and 

methods in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provide Chinese wisdom for dealing with and resolving world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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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世界各国日益紧密

相连，与此同时，“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

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

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1]面对由某

些区域性和民族性问题诱发的贫困、瘟疫、恐怖袭

击、生态危机、世界金融及核安全问题等世界性难

题，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加强国际合作、

国际交流，倡导新的发展理念，构建新的国际秩序

和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共产党人日益清楚地意识到： “随着全球

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

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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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

向。”[2]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共

同体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

人的国际战略思想，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并对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进行多维度、

深层次的系统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和话语体系。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以后，学界对

该思想展开了广泛探讨，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

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的理论渊源。张梅颖认为，习

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天下大同”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髓与智慧[3]。臧峰宇阐释了习近平人类命

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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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4]。二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世界意义

与价值。邹文广认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推动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而且对于推动经济

全球化健康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5]。陈向

阳认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的“一

带一路”紧密结合，体现出中国的担当和作为以及

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气派[6]。鉴于以往对习近平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不够系统，且对该思想蕴涵

的中国智慧研究也不够深入，笔者拟在分析习近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基本内涵和理论特征基础上，

对其内含的中国智慧，即其深厚的“善”、“和”、“共

生”、“义利”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予以阐释。 

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最新成果，其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它

的形成既体现了中国综合国力日益提升，在世界经

济发展中具有重要领导和驱动作用的大国担当精

神，也是经济全球化进入新时代后面临一系列新问

题倒逼产生的最新全球治理理论成果。 
经过 40 年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中国综合国

力显著增强，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对世界

经济发展的贡献举世瞩目，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

中国的成功不仅为世界各国走向繁荣实现各自的

“发展梦”提供了经验借鉴，也为习近平人类命运

共同体思想的形成和实践创造了条件。 
2013年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在

国际场合向世界传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习近平指出：“这个世界，各国互相联系、互相依

存的程度空前加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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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5年3
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的“平等、合作、

安全、包容”构成了“命运共同体”的四个支点。

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进一步阐释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弘

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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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
年11月习近平在会见“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外方代
表时再次强调：“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

推动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坚

持同世界各国建立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9]习近

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得到不断发展。 
2017年联合国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合

国决议，得到国际社会关注和认可。习近平人类命

运共同体思想为世界和平、全球生态和谐、构建公

平正义的全球治理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

方案，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成熟，形成了一个从

价值到行动再到理想的有机整体。其内涵可从共同

价值诉求、共同治理手段、共同繁荣目标三个维度

予以概括： 
（1）以共同价值为诉求。世界各国紧密联系，

互相依存，只有在正确理念和理论指导下才能产生

一致的行动去维护世界各国共同的利益，进而实现

各国人民的梦想。 
2015年 9月，习近平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

崇高目标”[8]，明确指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诉求。共同价值源于人类面临共同的问题。经济全

球化把世界各国融进“地球村”，任何国家都难以

在“牵一发动全身”的世界性难题面前独善其身，
必须形成世界各国都认可的共同价值观。共同价值

来源于共同利益，价值度量利益，利益满足需求。

利益是合作的基础，也是合作的动力。世界各国都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所

指出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一国安全不

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之上，别国面临的威胁也可能

成为本国的挑战。”[10]源于共同利益的共同价值观

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起点。 
（2）以共同治理为手段。当今世界科学技术

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任何国家都不能关起门来

搞建设，也不能凭借一己之力掌控世界问题。世界

各国越是紧密联系，问题越是复杂难解，就越需要

各国紧密合作与协调的共同治理方案。这是当前解

决世界性难题的唯一出路。“人类的命运从未像今

天这样具有相关性，和平与发展从未像今天这样具

有紧密性。”[11]人类发展的趋势是联合而不是孤立，

是共赢而不是独赢。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推进国

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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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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共同价值的引导

下，提出共同治理的手段，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将价值诉求上升到行动层面，为解决世界性难

题提供了行动指南。 
（3）以共同繁荣为目标。共同发展是共同繁

荣的基础，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只有实

现共同发展，更多人享受发展成果，才能迈向共同

繁荣。世界各国追求美好生活的决心是相通的，不

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经验，互相学习

和借鉴，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共同构架合作共

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

都应该平等相待，既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其他国

家发展好。大家好，世界才能更美好。”[13]“中国

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

公共产品。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
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10]人类同

处一个地球，共同生活在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中，

人类有条件有能力互相合作，共同发展，缩小差距，

共创美好的未来。正是有了共同繁荣的目标，才能

确保共同治理有的放矢。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正

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的

贡献”[14]。“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出大国担当，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作出重大贡

献，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成
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15]中国

欢迎各国搭乘中国经济快车，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发

展的成果。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把周边国家

和地区与中国紧密联系起来，实现经济发展合作互

利、共赢共享。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不搞扩张和霸权，是世界和平的主要维护者。中国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护和平的活动，成为世界和平的

“压舱石”和“助推器”[16]。习近平说：“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

案。”[17]“中国一心一意办好自己的事情，既是对

自己负责，也是为世界作贡献。随着中国不断发展，

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尽己所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

出自己的贡献。”[18]“在当今的全球体系中，中国

正扮演四种角色，利益攸关方、积极行动者、行动

倡导者和变革引领者。”[19]随着中国世界地位和角

色的凸显，为世界提供中国发展经验，展现了负责

任的大国形象。 
随着世界各国融合与交流，单边主义和霸权主

义已经行不通，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与沟通

逐渐成为各方共识。习近平在国际场合倡导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

重要思路，勾勒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伟大图景。

习近平在秘鲁国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
我们要顺势而为，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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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二、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特征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实现人民利益

为核心价值追求，以适应经济球化时代发展为皈

依，以指导实践为落脚点，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时

代性、实践性特征。 
（1）人民性。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

政治立场，也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鲜明的

理论特征。习近平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

民是真正的英雄。一切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实现“中国梦”，需要发挥中国人民的主动性、

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世界梦”，需要世界各国

人民共同努力。习近平深刻指出：“世界的命运必

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

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

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8]习近平在论及亚太

梦想和亚太命运共同体时，就曾深刻指出： “实
现亚太梦想，就是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

体意识，共同致力于亚太繁荣进步。为人类福祉作

出更大贡献，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加安宁富足的生

活，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

好。”[21]总之，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鲜

明的人民性，世界各国的发展都应以人民的愿望为

皈依，让人民享有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2）时代性。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习近平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刻地把握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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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等时代特征，

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于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

主题，积极回应当代世界迫切需要解决的和平赤

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以及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

阴魂不散、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持续蔓延等诸多挑战。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性充分体

现在其以当今时代世界和平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

题为导向。针对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明确提出“坚

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 ”，“坚持
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强调“国

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社会

制度存在多大差异，都要尊重和照顾其合理安全关

切。各方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

全观 ”；针对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展不平衡，明
确提出“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

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

强调只有打破封闭、加强交流才能创造更加繁荣的

经济，为各国发展带来便利。针对全球气候变暖、

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明确提出“坚持绿色

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人类命

运共同体思想把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放在一个平等

位置上，不因国家大小、人口多少、经济强弱、宗

教和种族等因素区别对待；倡导建设相互尊重、公

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此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开辟道路和积累条件。 

（3）实践性。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决

非不切实际的空想，而是从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

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行

性。中国创造性地提出并积极实践“一带一路”倡

议，以经济建设的利益为纽带，把沿线各个国家和

地区紧密联结起来，为沿线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带来了巨大“红利”。 中国积极倡导建立的“上

海合作组织”自 2001 年肇始以来，面对本地区宗

教极端主义沉渣泛起、“恐”“毒”合流的严峻形势，

以安全合作为立足根基，切实为本地区各国谋稳

定、求发展、促民生提供可靠公共安全服务和安全

保障。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发展为所有致力于睦邻

友好和共同繁荣的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构建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注入了强大的

动力。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 

“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而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还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实践都彰显了习近

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充

分表明了其很强的实践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

严谨的理论逻辑，也是伟大的实践逻辑。”[22] 

三、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中国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丰富的智慧和

资源应对世界发展难题，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体现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勃勃生机和时代魅力。“习近平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为基

础，以中国哲学智慧理解世界，充分诠释了人类社

会发展的趋势。”[23] 
（1）“和”文化及其智慧。中华民族自古好德、

尚礼、重教、明理，形成了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的

“和”文化。传统“和”文化包含和合、和平与和

谐等深刻内涵，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

蕴涵了中华民族生存和交往的智慧。“和”文化广

泛存在于传统五行、阴阳、知行、中庸等哲学理论

之中，认为只有天地调和、阴阳和合万物才能顺利

生长，否则就会失序短命，体现了辩证统一的矛盾

观，是一种生存智慧和法则。如“夫和实生物，同

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

一同裨同，尽乃弃矣。”[24]“万物各得其和而生。”
[25]“和”文化的认知和主张，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

崇尚兼爱、非攻，“以和为贵”的核心价值取向，

以及对天下和谐交往理想秩序的追求。如“致中和，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6]“协和万邦”，“和他者，

天下之大道也。”[27]尽管传统儒家思想主张“天下

一家”，但也强调“王者不治夷狄”、“君子和而不

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理念，讲究既要亲和也要

保持一定距离，既保持天下一统又尊重各自差异，

形成互存互补、同生而易存的和谐局面。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中国传统

“和”文化的精髓，并结合时代特点进行了创造性

阐发。习近平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

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不走“大国必霸，强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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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的霸权路线，以消除世界各国对中国梦的疑虑。

习近平认为互相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

繁荣才是人间正道。“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政策，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14]

当然，中国坚持和平相交、和谐相处、和合共生，

绝不会牺牲中国的利益，也绝不会拿中国利益换取

和平，“中国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人民

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

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

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28]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以和平理念作为交往基

础，坚持平等、自由、合作、发展，充分尊重世界

民族的多样性，保持目标的同一性。 
（2）“善”文化及其智慧。善既是一种品德、

素养，也是一种个人和国家伦理道德。“善” 自古

以来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格追求，讲究推己及人，

与人为善。传统儒家学说有言：“人之初、性本善”，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

有不下，人皆有不忍之心。”[29]“善”就是爱人，“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善”就是

仁义礼智信。“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

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30]心学派代表人物王守

仁曾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

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

者，小人矣。”（《大学问》）道家强调“善”就是人、

自然万物的和谐，即“上善若水”。佛家认为“善”

就是凡事顺应因果，善因有善果。《易经》中更有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之说。总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为“善”既是追

求的理想境界，也是一种实践哲学，是人类行为的

指引和规范。只有以“善”的伦理道德为前提，才

能保持合乎人类公平、正义的美好秩序。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

民族“善”文化及其智慧。他始终强调：中国坚持

“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如“要坚持睦邻

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

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

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

感召力、影响力。”[31] “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
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走在世界前端，忠诚、

友善、正义、美德与公平和利益同等重要。”[32]这

些论述不仅表明中国与任何国家的交往都是真诚

的、值得信赖的，也充分表达了仁心宅厚、淳朴善

良的中华民族固守“泛爱众”，“兼相爱、交相利”

的原则，以亲善换来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各

国的友善，夯实中国和平发展的基础，进而为人类

进步做出更大贡献。即使对曾经与中国交恶的国

家，也愿意“以德报怨”、“不计前嫌”，以此开启

互相尊重、以诚相待、形成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的

历史新篇章。 
（3）“共生”文化及其智慧。“共生” 既是发

展方式，也是生存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万

事万物都有联系，彼此之间都是犬牙交错的利益共

同体，因此，中华民族素有“同济、共存、互利、

共赢”的人生价值观，以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

比邻”， 愿意与知己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情结。

同时，中国人的传统天下观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且自古就形成“合群之学”、 

“群学之用” 的社会学思想，认为“群者，天下

之公理也”，即任何事物只有遵循“群”之道才能

长久存在。“群居合一” 及其共享思想[26]是 “群学”

的核心要义，合群、能群、善群、乐群等都蕴涵着

共享、共生思想的生存和发展智慧。故中国人素来

崇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

以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共享精神，信奉“众

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的共建理念。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体思想吸纳了中华优秀传

统“共生”文化的精华，闪烁着“集体主义”的光

芒。2013年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曾指出： 
“中国梦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

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国发展必将寓于世界发展

潮流之中，也将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注入更多活

力、带来更多机遇。”[33] 习近平在谈到“一带一路”

倡议时反复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

曾形象地比喻“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独奏”，而

是“合唱”；不是“私家小道”，而是“阳光大道”；

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共享的

“百花园”。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

各方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

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

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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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4月 13日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 30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
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我们对世界的庄重

承诺。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

的开放战略，遵守和维护世界贸易规则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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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

包容、更可持续，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

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35]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精髓就是坚持

世界各国共商、共建，共有、共享，共处、共赢的

合作与发展原则，倡导国际社会共同搭建世界舞

台，共同维护人类生活的和平环境。无疑，这对破

解当今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诸多难题提供了充满

中国“共生”智慧的方略。 
（4）“义利”文化及其智慧。天下熙熙，皆为

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虽然利益是生存和发

展的重要动力，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君子

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在追求利益的同时

也要重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更为

重要的是中国人把“利人”作为要义，认同利他即

利己，“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合作互利理念。 

[36]利他就要“以兼相爱，交相利，视人之国若视其

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30]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6]

“己所不欲，忽施于人”、“利人者，人亦从而利

之。”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强调“利天下”，

所倡导的天下观不是建立在征服基础上，而是以仁

德为本，以友爱为纽带。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

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27]，“国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也”[37]就是主张要以民为本，以义为利，

推己及人，心系天下苍生，追求普天同庆，与民同

乐，以化成天下。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着眼于世界各国

共同进步和繁荣，充分体现了“达则兼济天下”的

世界情怀。2011年《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
“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习近平在 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 “合作共赢，就
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

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

人类共同利益。”[38]后来又进一步指出：“中国梦是

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

息息相通。中国发展必将寓于世界发展潮流之中，

也将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注入更多活力、带来更多

机遇。”[39] 他始终认为“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
着扎好自家的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多次在不

同场合强调互利才能共赢，互惠才会多利，中国梦

与世界各国梦相通，是奉献世界的梦。由此可见，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蕴涵着丰富的中国

“义利”文化及其智慧。 
根据上述四个方面的初步梳理和分析可知：习

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最新理论新成果，它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实践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立足于应对经

济全球化、世界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深入发展

的背景下，针对世界经济、气候、网络、安全等方

面产生的诸多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全球有效协同

治理机制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方略，体

现了中华民族的天下情怀与世界大同抱负。习近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得到世界越来越多国家的

认同和支持，也必将为人类社会有效规避“修昔底

德陷阱”，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

并最终走向马克思所构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提

供科学的理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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