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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党建
Party Building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既是“世界之问”，也是“中

国之问”。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将全世界裹挟在一

起，独善其身几无可能。对此，东西方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西方坚守强权政治和霸权逻辑，而中国主张和平共处，坚持

走和平发展之路。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主张，成为新时代解决人类发展危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

案，作出了推动人类进步的“中国贡献”。

西方霸权逻辑、零和博弈思维早已过时 

西方资本主义对于人类发展命运的回答不外乎“西方中

心”和“国强必霸”的逻辑。前者表现为一种以西方为中心、

其余部分为外围或边缘的所谓“核心—外围结构”，这种结构

决定了世界的前世今生和未来 ；后者自诩解释了国际社会的

普遍规律，认为谁也逃脱不了这一陷阱，即所谓“修昔底德

陷阱”。

二战后，美国确立了令世界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优势地

位，经济、军事、政治、外交以及文化等多个方面都占据着

霸主地位，并借此大肆推行霸权主义，不断地向其他国家与

人民推销其制度模式和文化。西方世界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

值观包装为“普世价值”，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等模式化进

而向全球推广，无视世界多样性的客观事实，强迫其他国家

与地区的人民遵循西方模式。他们强烈批评集体主义、公有

制与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认为

集体主义将理性推至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

社会主义必然导致集权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但由

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西方中心的地位不

断衰落，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在全球政治影响力、经济地位

甚至军事垄断地位相较之前明显遭到削弱。西方世界中心地

位的衰落，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兴起，特别是中国通过 40 多年

的改革开放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西方社

会更是坐卧不安，不断炮制新词，大肆鼓吹林林总总的“中

国威胁论”，断言中国也跨不过“国强必霸”的陷阱。然而，

随着全球化以及信息化的不断深入，零和博弈的思维已经严

重阻碍了世界的向前发展，合作共赢才是应对全球危机和挑

战的最佳方式。

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发展命运的回答在与时俱进

不同于西方国际社会将战争和冲突的原因归结于人性本

恶或缺乏有效制度等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私有制与阶级

的存在才是战争的真正根源。马克思认为只有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剥削统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因占

有与分配方式的矛盾而引起的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

恩格斯就鼓动战争，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欧洲列强

间的非正义战争，鼓励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消灭战争，实现和平。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各国的无产阶级针对各国的不同形势，采

取灵活的斗争策略，积蓄力量，而不是进行无谓的战斗。无

产阶级革命事业是解放全人类的国际性事业，无产阶级的利

益离不开全人类的利益。只有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才能消

灭私有制与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 , 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权

力才能实现世界和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相比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

列宁首次面对并要解决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如何

与资本主义列强“共处”以求得发展的紧迫问题。列宁根据

国际时局的变化以及苏维埃俄国发展的需要，开创性地提出

【摘要】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西方坚守霸权逻辑，而中国给出了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答案”，在和平共处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这不仅是我

国对世界未来发展问题的回答与承诺，也是马克思主义和平共处思想对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

越，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了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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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制国家“和平共处”的策略。他指出，在世界市场扩张

的需求下进行经济领域的合作仍是可以接受的，苏维埃俄国

需要尽力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双方暂时

的“均势”也为和平共处创造了条件。

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但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

主义国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分歧，而和平共处又是世界各国

发展的必要条件。新中国在全面分析和综合研判全球局势后，

作出以和平共处为指导发展对外关系，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这一重要外交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基于

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作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

题的判断。中国政府顺应时代的潮流，制定了不与任何国家

结盟、不以意识形态差别定亲疏的对外政策。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同时我们在理念上不断创新，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的中国智慧和方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过去几个世纪的发展主导者，也是

最大利益既得者。资本逐利的内在基因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受资本主导的必然性。利益驱使资本主义在全球不断地

扩张，造成了一系列全球性难题。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难题，

就要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深刻变革，使国际秩序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西方认为国际体系是一种权力和利

益的矛盾关系，遵循国家理性、自私的哲学，是“零和博弈”

的关系。然而，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日益加大，

世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恐怖主义、环境危机、网络

安全等新型全球性威胁不断出现并波及世界各地。各国希望

和平共处的愿望面临挑战，因此，国际社会急切需要树立一

个发展的共同目标。为此，中国提出“人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这就将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创造有利条件。”

在全球化时代，和平已经不单单指的是国家与国家间的

无战事状态，而是大家共同合作谋求发展，形成“命运共同

体”，长久持续地维持和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了

新的思考，要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人

类命运共同体时强调：“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

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面对世界承

诺“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历史已

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这也是关于中国如何跨越“修昔底

德陷阱”、如何避免“国强必霸”逻辑的答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一中国方案为迷

茫的世界指明了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发展的需

要，是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盼发展的需要，具有划时代的历

史意义。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放缓，保守势头不断增加，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描绘了新蓝图，它超越了西方模式，

破除了零和博弈思维的桎梏，开辟了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

享的文明发展新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连同“一带一路”、

“共商、共建、共享”等话语被多次写入联合国的决议，成为

国际社会的“热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极大地丰富了我

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是新时期我国外交理念的升华。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新时代，新征程，

对于世界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充满自信。

（作者分别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 ：本文系 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15ZDA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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