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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维度探析 
姜艳利 

（山东交通学院  济南  250357）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富含较为丰富的内涵，即哲学维度、理论维度、价值维度这三个维度，是中国共产党对未来美好生
活、健康世界的科学构想。基于此，本篇文章主要围绕于构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维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及探究，以此来供相关
人士交流及探讨，同时也希望广大同行工作者自身宝贵建议及意见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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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Triple Dimensions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Jiang Yanli 
(Shandong Jiaotong University Jinan 250357)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rich in connotation, namely, the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 and the value dimension. It is the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the CPC for a better life and a healthy world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conducts 
in-depth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to provide communication and discussion for relevant personnel.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hopes that valuable 
suggestions and opinions from colleagues themselves can b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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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维度：是对传统治理实践中世界观、价值观的重

审与超越 
（一）重审国际秩序建构中的中心思维，强调形成平等互

惠的国际关系 
现如今，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准的逐步

攀升，以及科技技术的迅猛提升下，促使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逐
步显露、形成了围绕于少数西方国家为“核心”、其余国家为“边
缘”的体系及格局。也正是由于这样国际格局以及世界体系的
深层渗透下，则直接导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时间处于利益和
价值链底端的相应现象。因此，针对于这一情况，“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则有不同观点，认为人类命运是相互依存、相互关
联的，所以我们应该互相尊重及包容，朝着一个互赢互利、一
同分享的正确方向不断前进及发展，主张合作共赢、共建共商、
多边主义，杜绝霸权主义以及封闭排外的圈子，进而打破了以
往传统的“弱肉强食”的思想和视野，为各个国家政治互联互
通、相互信任提供了有力支持，使其每个国家都能够在国际秩
序构建、互联网空间的相应发展中发挥出自的身价值及作用，
一同迈向更为美好的明天[1]。 

（二）重审国际交往实践中的封闭思维，强调构建合作共
赢的发展模式 

因为世界上每个国家自身意识形态、制度层面、文化层面
等多方面内容的差距下，促使世界各国在一同合作的过程中，
出现了形式化的“小团体主义”，例如，北约代表的军事集团与
华约代表的军事集团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隔阂的对立局面，以
此致使各国的合作停留于表面化，并未落实到实处。因此，针
对于这一传统、僵化合作模式的现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提出及落地则及时打破了这一形式化模式。就例如在这次新
冠肺炎疫情的长期抗击中，面对世界上所有人类的风险，我国
则坚守及落实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秉持着维护世界
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思想去及时打破
了意识形态等隔阂，切实地担负起国家的职责和担当，主张各
国之间的相互帮助，进而为防止其他国家疫情的蔓延提供了及
时的帮助和贡献，实现了合个国家合作共赢的良好成效。 

（三）重审国际治理格局中的零和思维，强调实现共建共
享的治理结果 

当前，世界上的少数西方国家仍旧秉持着“零和博弈”的
传统思想和思维想法，惯以执行及实践霸权主义。但随着全球
化的不断发展以及新技术革命带给人类实际生活方式的变革，
促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性、“挂钩性”不断增强和“粘合”，
任意一个单独的个体、组织、国家都无法存在及生存。个体命
运与国家命运相联系，单一的国家命运逐渐叠加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只为自身个体或者单一国家的利益而去损害他人、压榨
他人的零和思维不仅无法在道义层面上站稳脚跟，也会致使现
实生活中根基的失去、丧失，所以要处于整体、一同的利益角
度作为出发点的共建共享式健康发展才能够获得他人的认可及
支持，真正保障了可持续发展。而这正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相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围绕于“持久和平、普遍
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作为价值
基础，进而不仅获取到了世界多个国家的价值认同及支持，促
进了自身责任形象的提升，还依靠自身力量及行为争取到了多
个同盟军及合作伙伴，在拉近彼此距离的同时，建立起友好、
和谐的国际交往关系[2]。 

二、理论维度：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
承发扬 

（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真正共同体”的思想，
推动人类社会朝着理想社会不断演进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认为基于一个家庭以及扩大成部落
的“部落共同体”则是共同体的本源，自然共同体出现在以人
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之前的前现代社会。自然共同体
中，人类是依据相应自然秩序来完成彼此之间联系纽带的建立，
即血缘、地缘、教缘等等，单独的个人是自然中的人，依附于
共同体存留、生活。马克思将在资本主义时代产出、以物的依
赖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称呼为“虚拟共同体”。在资本主义时代
的人们，属于被异化的人，而不是自然中的人，是会为了现实
生活的生存、出卖自身劳动和血汗的工具，使其人类的本质与
人自身分道而行。由此可见，“虚拟共同体”禁锢住了人类的自
由和解放，并且不尊重人类的尊严，为人类未来的健康发展带
来一定的阻碍和不良影响，这就充分凸显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
重要性、必要性。所以，突破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理想社会正是
马克思理论中的“真正共同体”，“真正共同体”将古代亲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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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现代契约社会的优点、闪亮点进行提取及综合，随着国
家发展齿轮的不断滚动，逐步形成了一个和谐互助、个人自由
全面发展的理想共同体。“在‘真正共同体’中，人类将逐步成
长、发展为一个个“个性化”的人。在生产力充足的时代下，
人们决定在‘类生活’中‘类存在’，与自己的亲朋好友、挚爱
家人一同合作共赢、突破自我，超越物质贫乏与交往异化建构
自由人的联合体，真正做到充足的自由及解放。”因此，“真正
共同体”产生于以类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未来理想社会，正是
促进人类实现真正自由及解决的趋势所向。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则充分突显出了马克思
“真正共同体”的核心。一则，共同的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所主张的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意识突破了资本主义世界
中弱肉强食的虚幻共同体，与人类共存之道相契合；二则，未
来走向的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走向
与马克思相符，其主张的和平、发展、平等、民主、公平、自
由的社会理念侵染熏陶着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底蕴，
也为“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的实现提供了新的途径，以此促进
当代人类的社会朝着马克思所描述的理想社会不断努力着、形
成着[3]。 

（二）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推崇天下
大同的道德理想 

“天下一家”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
同时，儒家也主张、倡导“人人为公”、“天下大同”理想社会。
而古人所提及的“天下”，不仅是从空间层次对世界在地理上的
阐述，也是跨越行业、国家、血缘的价值理念。“四海之内皆兄
弟”、“天下大同”则充分突显出了人民对于和谐共处、平等友
爱这大同社会的向往，作为与人类价值理念有所关联的内容，
它不仅充分反映出了中国古代人民的价值观念、世界观念，也
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的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提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中的有效因素，比如说社会
理想的“天下大同”、民族意识的“天下一家”、互助精神的“团
结互助”自然观念的“天人合一”，并将其作为倡导人民谋求生
存和发展、互助共享、合作共赢的道德理念及实践精神，为世
界各国之间良好关系的协调提供有力帮助和有效指导。 

三、价值维度：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大国对人类美好明天
的责任担当 

（一）体现了中国顺应时代潮流与回应时代之问相统一 
众所周知，一个和谐平等、合作共赢、友爱共享的社会正

是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景。但是，从现实角度而言，全
球各国面临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多个治理问题
成为了当代人民需要一同面临的挑战和问题。针对于这些不良
问题，如果只靠一个国家自身的力量，是很难解决及“攻克”
的，这样就充分凸显出了世界各国有效合作的重要性。必要性，
以此依靠国际合作来进行相应问题的解决。尤其是近几年的新
冠肺炎疫情，促使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相连，并由独立
的国家命运逐步堆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凸显出了各国
合作的核心价值以及关键作用。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互赢互利、相互尊重
的价值观；相互分享、协调发展的发展观；合作共赢、互相帮
助的合作观；和谐平等、大方包容的文明观；共商共建共享的
全球治理观则充分突显出了中国想要与国际各国和谐相处、一
同发展、互帮互助的愿望及想法，与世界各国人民渴望美好明
天的愿景相契合，为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
思路和正确思想，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前进。 

（二）体现了中国寻求自身发展与承担国际责任相统一 

当前，我国将长期处于并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国情没有变，国际地位也不会被撼动，保持战略定力、谋
求自身发展仍是中国当前的核心内容。所以说，中国在外交工
作的过程中，会注重及落实对自身主权、安全、发展等利益的
保护，以此创设出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这也正是
该工作的着眼点及立足点。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中国决不会去利用他国利益的牺牲
而发展自身，也决不允许自身正当权益的放弃，任何人都不能
够去幻想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恶果。[4]”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提出的文化观、生态观、合作
观等等则凝聚了广泛的价值共识，从而不仅获取到了更多共识
的伙伴及盟军，进一步提高了自身负责任大国形象，还为当前
不稳定的国际局势提供了创新构想、注入了正向能量。 

（三）体现了中国倡导理念构想与积极主动践行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以来，得

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及支持，并自 2017 年，其理念的构建被多
次写入到多项联合国决议中。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
可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并提出了注重当前国际合
作组织及平台的利用，以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
础。因此，我国在多个国际场合都会注重及落实对全球治理体
系以及治理规则的遵守、维护，抵制任意保护主义或者单边主
义，进而使其相应会议的成果更为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 

“一带一路”则充分突显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体现。“一带一路”杜绝权力关系、组织形式的相应追求，更强
调及重视国家依据需求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完成互赢互利网络以及多元合作平台的
构建及搭建，形成一种更为创新、有效的国际合作模式。”由此
可见，“一带一路”充分显现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鲜活
的生命力。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所提到的中和
谐平等、友爱互助、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思想也会带领人类
社会朝着更为美好的未来不断前进，让人类更好地生活及健康
发展[5]。 

结语 
综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我们对未来美好

社会生活的科学幻想，从而既符合于当今社会的发展需求，又
能够促进世界各国的友好相处及一同发展。同时，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提出不仅为了中国民族的健康发展创设了相应的内
外环境，也为世界其他国家的良好发展提供新的构思及思路，
进一步明确了世界发展的新方向。 

参考文献： 
[1] 邓 洪 洁 .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三 重 维 度 [J]. 西 部 学

刊,2022(22):13-16 
[2]闫欣,刘友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维度[J].福州党

校学报,2020(6):47-50 
[3]苏向荣,付政.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维度[J].黄河

科技学院学报,2020,22(4):31-36 
[4]高晓虹,赵希婧.理念、行动、情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三个维度[J].中国广播,2020(6):12-16 
[5]鲁倩,马婷婷.历史、现实、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三

重逻辑论析[J].绥化学院学报,2022,42(5):1-4 
姜艳利，女，汉族，1988-08，内蒙古赤峰人，山东交通学

院，助教，硕士学位，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当代马克思主义。 
课题来源：山东交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

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研究》课题编号：（M202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