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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中国外交创新 

 

赵晓春 

 

[摘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就解

决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所提出的中国方案，同时也是引领中

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与行动指南。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外交目标、

国际定位、外交理念与外交实践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创新。基于

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以及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中国将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确立为中国外交的新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进一步

明确了自身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的国际新定位；实现了外交战略思想从“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到更加“奋发有为”、“积极有为”的理念更新；开展了以

发挥引领新作用、开创合作新模式、承担大国新责任为主要特征的外

交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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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 of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Leads China’s Diplomatic Innovation 

 

Zhao Xiaochun 

 

【Abstract】The idea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put 

forwar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Xi Jinping. The 

idea is not only the Chinese plan to solve major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mankind, but also a guiding principle and guideline for its diplomac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idea, significant innovations have taken place within many 

aspects of China’s diplomatic goal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diplomatic thoughts and 

practice. Based on a solid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ral trends of world development 

and a profound analysis on human destiny, China mad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new goal of its diplomacy. To achieve 

this goal, China has defined itself as a contributor to world peace and global 

development and a protector of global order. It has updated its diplomatic strategy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making a difference” to “more energetic and promising” 

and “proactive”. It has carried out innovation in diplomatic practice, featuring acts 

such as playing a leading role, creating a new mode of cooperation, and shouldering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s a major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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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①以来，在短短的几年间，习近平在包括联合国大会在内

的一系列双边和多边重要外交场合多次提及并深刻阐发了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使得这一理念日渐清晰不断完善。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就世界而言，它是以习近平为

核心的党中央顺应当今世界潮流与历史大势，就解决事关人类前途命

运的重大问题所倡导的重要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提供的中国方案。

就中国而言，它已成为引领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与行动指南。在这一

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外交目标、国际定位、外交理念与实践等诸多方

面都发生了显著创新，不仅凸显了当代中国大国外交的特色与担当，

而且必将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外交新目标 
 

     2017 年 1月 18 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题

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

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

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② 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讲话及中国的外交实践看，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已成为统领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与根本目标。它具有如下几

个鲜明特征。 

    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外交目标的确立，是对新中国成

立以来几代领导人一以贯之的中国和平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早在

美苏尖锐对抗的冷战时期，中国就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做出了永不称霸的庄严承诺。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

发展”的时代观，江泽民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

心的新安全观，胡锦涛在世纪之交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载《人 

  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9 日。 
②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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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与创新。这种发展与创新突出表现在，确立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不仅向世界传递了中国要“建设一个什

么样的世界”①的美好愿景，而且将这一美好愿景的目标具体化，路

径清晰化。2015 年 9 月 28 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纪

念大会上发表的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讲话中，面向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

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

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

的生态体系。②习近平主席的这一阐述，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

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视角，深刻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

力方向、总体布局、实践路径，为中国外交做出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为目标的顶层设计。 

    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外交目标，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而提出

的，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一方面，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到全球化时

代，“各国相互联系、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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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利益交融、安危与共、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是我们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客观基础和时代命

题。另一方面，当今世界依然面临着三大“赤字”的严峻挑战——和

平赤字，地区热点持续动荡，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

治阴魂不散；发展赤字，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展鸿沟日益突出，非

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治理赤字，由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

球治理机制弊端丛生，治理失灵，严重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代表性。

有效应对并化解这三大“赤字”的挑战，是我们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目标的根本动力。  

    再次，正是由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是建之于对世界大

势的准确把握、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基础之上的，所以这一目标不

仅反映了中国国家利益的追求，同时也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于和平

发展的共同诉求，反映了人类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的通约性，把握住

了凝聚世界各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如果说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①

 王毅：“2015 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之年”，新华网，2015 年 12 月 12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2/c_128523606.htm 
②

 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9 日。 
③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新华网，2013 年 3 月 24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4/c_1244955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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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目标是中国的世界梦的话，那么这个梦想是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

息相通的。事实证明，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已在国

际社会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与赞赏。2017 年 2月，联合国社会发

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

层面”决议，首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

2017年 3月，联合国安理会在其一致通过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 2344

号决议中，再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显示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与目标已经得到联合国广大成

员国的普遍认同，正在上升为国际共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新的国际定位 

 
    一个国家的国际定位，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扮演什么角

色，即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什么作用、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自进入新

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国内关注与热议的问题。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国际定位问题，并非世界各国制定外交政策中

的普遍问题，而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之所以成为关注的焦点，是因为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中国比世

界上任何其他大国都发生着更为快速而明显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

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的关注，并出

现了一些对于中国国际定位的错误认知甚至恶意的攻击。有的西方学

者或是基于历史的经验（如休昔底德陷阱），或是基于某种国际关系

理论（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将中国视为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改变

者”，美国霸权的“挑战者”，甚至将中国的和平崛起视为是对世界的

“威胁”，将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视为是“新殖民主义”，

将中国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视为是要恢复“东亚朝贡体系”。 

     关于中国的国际定位，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曾予以明确科学地 

阐述。即“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社

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①在此基础之上，习近平主席在纪念联合国

成立 70 周年大会发言中，从“负责任大国”的视角，就中国的国际

定位问题作了更为系统全面更加明确地阐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②  

    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这一国际定位，植根于中国历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载《人 

  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9 日。 
②

 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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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优秀中华文明的传

统基因之中，来源于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饱受战祸和动乱之苦的

深刻历史教训，更是基于当代中国对于“只有和平安宁才能繁荣发展” 
①的深刻认识。“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

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②“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

心不会改变”。③ 

  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深

切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为全球发展作出了

贡献。“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④这就决定了

中国将“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

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

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⑤  

  中国将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自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在其自

身演变过程中，已形成了一系列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原则，如《威斯

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日内瓦公约所确立的国际

人道主义精神，联合国宪章所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万隆会议

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基本遵循。⑥中国作为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将继续维护以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早在 1974 年，邓小平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时就向

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向世界回答了中国

不做什么这一问题。41年后，习近平在同一地点在重申“中国永不

称霸”的同时，全面阐释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将在国际社会发

挥什么作用，承担什么责任，扮演什么角色，进一步向世界回答了中

国要做什么这一问题。这一对中国的国际新定位，反映了中国作为正

在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国担当，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

同发展有机结合的高度自觉，有力回应并回击了国际上对于中国国际

定位的种种错误认知与恶意攻击。尽管一个国家的国际定位，不仅取

决于自我的认同与塑造，而且还包括他者的认知，即国际社会对该国

国际角色与作用的评判与认知，但我们相信，伴随着中国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实践的不断推进，中国的这一国际定位将日益清晰地展现在

世人面前，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①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20 日。 
②

 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9 日。  
③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20 日。 
④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20 日 
⑤

 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9 日。 
⑥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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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外交新理念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在保持我国外交大政方针稳定性和连续性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

重要的外交新理念。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这一举措本身，以及近年来在这一理念指引下中国外交的实践看，

中国外交理念所发生的一个也许更具深远影响的重大变化，就是中国

外交的战略指导思想正在由“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转向“奋发有为”、

“积极有为”。 

     众所周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邓小

平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的指导中国外交的重要战略思想。它的

核心要义是“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

说，过头的事不做；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不要耽搁；中

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而且应该有所作为的。”①进入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国际地位的大幅度提

升，国内围绕是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还是代之以更

为积极进取的外交态势，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并展开了辩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3年 10月 24日，习近平在中央周边外

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要更

加奋发有为”，“更加积极有为”。②虽然习近平的这一讲话主要是针对

周边外交工作讲的，但从此后几年中国外交的实践看，这一精神已成

为贯穿于中国外交各个方面的重要指导思想。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大理念，可以说是在国际舞台上扛起了“一面重要旗帜”
③；中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主办建国以来中国首倡、层级最高、

规模最大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可以说是在世界上前所

未有地当了一次“头”。再加之近年来中国活跃于国际多边外交舞台、

积极开展主场外交、深度参与全球治理、频频提出中国方案的一系列

重大举措与实践，中国外交较之以往更加“奋发有为”、“积极有为”

的态势跃然于国际社会面前。 

    如何看待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到“奋发有为”、

“积极有为”的转变？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习近平主席在 2015 年

12 月 31日发布的 2016 年新年贺词中的一段话，对此作了最好的回

                                                             
①

 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1995 年 12 月 12 日， 

载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7 页。 
②

 钱彤:“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3 年 10 月 

  26 日。  
③

  王毅：“2015 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之年”，新华网，2015 年 12 月 12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2/c_1285236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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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习近平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

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①这短短的一句话，内涵十

分丰富，逻辑严谨有力。 

    首先，“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指出了当今人类在和平、安

全、发展、环境等广泛领域面临着日益增多的风险与层出不穷的挑战，

在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已经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不可分割地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如果不得到妥善处理，中国自身

也会深受其害，中国的发展也无从谈起，这是对中国外交应“奋发有

为”、“积极有为”的客观要求。 

其次，国际社会何以期待听到中国的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从中

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看，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

大货物贸易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中

国不仅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在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等众多全球性组织中的地位作用不断上升。这是中国外交能

够“奋发有为”、“积极有为”的能力基础，也是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

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的根本原因。 

    最后，“中国不能缺席”，所反映的是中国面对挑战，基于自身的

能力，在中国外交“作为”上的理念更新与自觉选择。是中国大国责

任和担当精神的具体体现。正如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记者

提问时所说：“中国一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但也认同，大国拥

有更多资源和更大能力，理所应当承担更多责任、做出更大贡献。”②   

    应当指出的是，在近年来中国外交凸显“奋发有为”、“积极有为”

的同时，中国外交并未背离邓小平“韬光养晦”思想中要求中国外交

冷静、谦虚谨慎、集中精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精神实质。例如，在

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清醒地坚持自身作为发

展中国家的实力定位，坚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坚持不搞扩张、不称霸，坚持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与世

界各国共同发展的道路；在对美关系中，中国积极推进构建“不冲突、

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周边外交中，

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中，

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RCEP）建设过程中，中国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等等，都显示出

中国外交与时俱进，在“韬光养晦”和“奋发有为”、“积极有为”之

间，在对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继承与发展之间，把握住了最佳平衡点，

不仅有力维护和发展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

                                                             
①

 习近平：“二〇一六年新年贺词”，载《人民日报》，2016 年 1 月 1 日。  
②

 华春滢：2017 年 5 月 17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46273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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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中国外交实践 
 

    理念引领行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近年来中

国外交实践展示了一系列较之以往更为积极进取的新特点。 

     一、发挥引领新作用。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以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目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频频发声，阐释中国主张，贡献

中国智慧。在政治领域，中国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

际关系”，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亚

洲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大主张。在安全领域，习近平在亚洲相互

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首倡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

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提出

打造以“公平、合作、共赢”为内涵的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在中国乌

镇召开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针对网络治理与信息安全，

发出了“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在发展领域，由中

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进入实施阶段，并取得一批重要早期收

获；在 2014 年北京 APEC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利用主场外

交推动会议批准了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北京路线图，在这一年，

APEC成员提出的超过 100 项合作倡议中，超过一半为中国提出；在

2016年中国举办的 G20 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同构建创

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和包容型世界经济的主张，进一步明确了二十

国集团合作的发展方向、目标、举措，引导峰会就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达成了杭州共识。通过就世界和平与发展重大问题全方位阐释中国主

张、贡献智慧，发挥凝聚世界共识、指明发展方向，规划行动路径的

引领作用，已成为中国外交创新实践的一个鲜明特征。 

     二、开创合作新模式。面对新的挑战，必须要有新思路。近年

来，中国政府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致力于探索、打造

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模式。旨在通过深化沿线各国互联互通，实现

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即是在这一背景下中

国奉献给世界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4年来，“一带一路”从规划走

向实践，从中国的一国倡议变为沿线国家的集体行动，进展和成果超

出预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与积极响应。2017年 5 月，中

国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来自 29 个国家的国家元

首、政府首脑，以及 130 多个国家和 70 多个国际组织的 1500 多名代

表汇聚北京，共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大计，形成了共 5 大

类、76 大项、270多项的成果清单；峰会决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将定期举办，并成立论坛咨询委员会、论坛联络办公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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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表的联合公报进一步明确了“一带一路”合作的目标，确立了合

作的原则，规划了合作的举措。这些成果充分表明，“一带一路”倡

议正在走向机制化，一个以互联互通为特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

原则、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国际合作新模式已经形成。 

三、承担大国新责任。除上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引领作用，创新合作

发展模式以外，近年来中国在国际政治、安全、发展与全球治理等诸

多领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大的国际责任，

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发展与世界各国关系方面，中国坚持在不

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在已有基础上，积极发展新的“伙伴关

系国”，或提升“伙伴关系国”的层级，截止到 2016 年，中国已与

79 个国家和 3 个地区一体化组织建立起不同层级的伙伴关系，构建

起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显示出中国正在走出一条超越“休昔底德陷阱”、

不依赖对外扩张实现崛起的强国之路。在维护国际公共安全方面，中

国积极参与地区热点问题的管控，推动伊朗核问题谈判达成全面协议，

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稳定，成功主办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

进程第四次外长会议，与东盟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积极推动

乌克兰问题政治对话进程，深入参与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

织等多边机制框架下的反恐合作，推动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信息安

全国际行为准则”。2015年，中国还宣布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

命机制，并建设 8000 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在发展与全球治理领 

域，中国为推动相关地区与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解决基础设施建

设融资难的问题，于 2014 年出资设立丝路基金，携手金砖国家成立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于 2015 年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

应对全球问题挑战方面，中国于 2015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秘书处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

文件，并为同年 12月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本着建设性态度全面深入参与联合国

2015年后发展议程政府间谈判，对于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文件的通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刚刚闭幕的“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

将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1000 亿元人民币，在未来 3 年向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600 亿元人民币援助，向“一

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 20 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

合作援助基金增资 10 亿美元，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 10 亿美元落实一 

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

向世界展示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己任的中国的负责任大

国形象，显示了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伟大进程”的真诚愿望与坚定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