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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变化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①
 

陈水胜 

 

【摘要】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7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还是中国自身，都发生了许多

深刻复杂变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观大势、

谋全局、敢担当，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并积极践行之，实现了国际秩序观的再升华。本文

从考察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四次演变入手，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义，概括其理论

与实践特征，并以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为例，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国际

社会的根本利益，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方案，认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

全面提升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层次和境界，必将引领国际关系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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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ange of China`s 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Pushing for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en Shuisheng 

 

Abstract: This year mark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has continually 

undergone complex and profound changes while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 Nowadays,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China aims to 

foster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nalyzing the four evolutions of China’s view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n focuses on the core principles, theoretical features and 

practice characteristics. The study shows that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the right choice for human society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① 课题来源：2018 年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新时代习近平民生外交思想研究”（编号：

18SKSJ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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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 believe that it will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whilst leading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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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一直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以

来的不懈追求。纵观历史上国际体系的几次大演变、大调整，最后形成的均是“强权”主导

下的不合理格局，即国际权力仍集中在少数强势国家或国家集团手中。冷战结束后，特别是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持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处在新旧格局转换、新旧秩序更迭、新旧体系更替的关键期
①
。基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

中国的发展实际，习近平主席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

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主张，实现了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再升华。中国积极推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升中国与世界互动层次、促进世界

和平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响。 

一、从“反对者”“参与者”“建设者”到“引领者”：新中国国际秩

序观的四次演变 

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的国际秩序观经历了四次较大的转变，其角色

定位也随之由国际秩序的受害者到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再到国际秩序的

塑造者转变。这与几十年来国际形势、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的变化基本一致，也与中国自身

的发展变化和未来决心要走的发展道路基本一致。
②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到 20世纪 7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被排斥在国际体系之

外，成为国际秩序的受害者。以对外经济关系为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只是通过

双边条约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是世界上很少的几个（少数）独立于一切多边、数边及区域经

 
① 盛斌、刘家国主编：《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北京：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 年

版，第 11 页。 
②
 [美]陆伯彬、[挪威]奥斯汀·腾斯强、[中国]张沱生：《中美欧关系：构建新的世界秩序》，陈雍容等

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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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贸易安排之外的国家之一。
①
当时，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冷战格局中，国际局

势的发展充满动荡和曲折，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分化和改组，中国面临来自多方的公开的和

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
②
因此，我们认为世界仍处于战争与革命的年代，

一方面，积极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坚决反对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努力争取世界和平。于

是，发展同亚非拉国家关系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另一方面，自己也积极备战，对外政

策以“反”为主基调，如“反帝”“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等，颇有充当国际秩序“造

反者”的意味。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天下大乱”中，外交工作一度受到严重冲

击。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③
在此期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中

间地带”思想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独特认识和积极贡献。
④
 

第二阶段从 20世纪 70年代初至冷战结束前。进入 70年代，国际形势经过战后 20多

年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国际格局初露端倪。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中国成为国际

舞台上一支不与任何大国或国际集团结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
⑤
这一时期，以中国恢复在联

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新的起点，标志着中国已被国际体系所接纳，成为了国际秩序的参与者。

逐渐地，我们对时代主题的认知也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化，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

的重大战略决策，主动加快同世界的融合进程。期间，中国先后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并于 1986 年开始全面参与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

有学者研究显示，中国在 20世纪 70年代初加入了 10%-20%有资格加入的国际军控条约，到

90年代中期，已加入 80%的此类条约。
⑥
到 1989年，中国的建交国总数达到 137 个，在发展

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⑦
在此形势下，作为国际秩序的参与者，中国开

始明确提出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力求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对包括中国在内

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种种不合理安排。1988年 12月，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邓

小平提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

 
①
 [美]陆伯彬、[挪威]奥斯汀·腾斯强、[中国]张沱生：《中美欧关系：构建新的世界秩序》，陈雍容等

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0 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 年

版，第 537 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 年

版，第 604 页。 
④
 [美]陆伯彬、[挪威]奥斯汀·腾斯强、[中国]张沱生：《中美欧关系：构建新的世界秩序》，陈雍容等

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9 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 年

版，第 605 页。 
⑥
 [美]江忆恩：《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国际政治科学》，2005 年第 2 期，第 32 页。 

⑦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 年

版，第 7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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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秩序。”
①
到 1990 年，邓小平进一步将中国的对外政策从原来的“三句话”

②
调整为

“两条”，强调突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

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

济新秩序。”
③
 

第三阶段是冷战结束后至党的十八大。冷战终结，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总体形势

进一步缓和，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改

革开放这场“第二次革命”，使中国得以快速崛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国内外新

形势，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增强，更加注重发挥建设性作用，不仅是

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而且成为国际秩序改革的重要推动者。这一时期，江泽民、胡锦涛

两位领导同志继承和发扬邓小平理论，继续就如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出了一系列新

观点、新主张。比如：江泽民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核心是尊重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主力军是发展中国家等；
④
胡锦涛则提出了构建

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建立国际

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
⑤
 

第四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当前，人类社会发展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经济全球

化、社会信息化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需

要认真对待的新威胁新挑战。
⑥
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联系如此之紧

密，安危系于一体。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

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主张，将我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

张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精彩实践可以看出，中国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引领作用，正日益成为新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 

回顾历史，如果说中国当前的国际秩序观与建国初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别，那么，

其间的多种形态恰似两者之间的一座座路碑，展现了中国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走过的曲折探

索之路。在此探索中既有许多正确或者基本正确的认识、设想与实践，得到了世界上多数国

 
①
 编辑组：《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北京：台海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86 页。 

② 
中国成立后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们的对外政策概况起来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

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15 页。 
③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3 页。 

④
 参见任晓莉：“江泽民论建立公正合理的‘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纪桥》，2011 年第 11

期，第 50-52 页。 
⑤
 参见尤洪波：“从国际新秩序到和谐世界”，《学术论坛》，2010 年第 2 期，第 63-68 页。 

⑥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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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人民的支持；也留下了一些不成熟、不完善甚至错误的认识、设想与实践，留下了深刻、

有益的教训。
①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谈论建立国际新秩序，人们时常有些困惑：我们主张建立国际

新秩序，但我们实际上维护的，则是现有秩序或曰为旧秩序，似乎在自相矛盾。这反映了认

识上的一个误区，即国际新秩序与国际旧秩序并无干系，是需要推倒重来，另起炉灶的全新

秩序。其实不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而不是彼此

孤立存在的。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都以和它对立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

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

同样地，国际新秩序与国际旧秩序也是相互联系的。比如说，新秩序并不是要全部推倒重来，

而是在旧秩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中既包含了对旧秩序中合理成分的吸收改造，也包括

了对旧秩序中不合理成分的否定。再比如，无论是旧秩序还是塑造中的新秩序，既有有利于

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规则和机制安排，也有必须认真应对的挑战。
②
因此，我们主张建立新

秩序，与我们维护现有秩序，并不矛盾、不冲突，有其内在联系性，是辩证统一的。 

二、“五位一体”基本架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义 

2013年 3月，习近平当选为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就在首站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3月 23日，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

发展》的重要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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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历史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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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访的首站就提出这一重要理念，足见重视程度及其重要性。此后，

习近平主席又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2015年 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了题为《携

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他将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

国际关系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提出了“五位一体”路径与布局，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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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美]陆伯彬、[挪威]奥斯汀·腾斯强、[中]张沱生：《中美欧关系：构建新的世界秩序》，陈雍容等

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2 页。 
②
 原外交部政研室副主任、驻欧盟大使杨燕怡曾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详见杨燕怡：“对建立公正

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思考”，《外交学院学报》，2003 年第 4 期，第 29-32 页。 
③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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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实现了体系化。
①
 

在此基础上，2017 年 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是中国应

对世界变局的方案，目的是要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

芒熠熠生辉。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建设“五个世界”的重大倡

议，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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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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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②
 

在国际场合持续宣介的同时，中国还以实际行动表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

决心。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基本方略之一，并写入了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2018年 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序言”部分写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内容。这是 1982 年宪法公布实施后，首次充实完善宪法中关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内容，以

根本大法的形式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升为国家意志。
③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总目标，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

心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使中国外交无论是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固有的“西方

中心论”的思维模式和条条框框，占据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指明了前进方向。 

三：“高大上”与“行得通”有机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要

特征 

究其本质不难发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国际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全球层面的延伸拓展，不仅理论层次

“高大上”，而且实践操作还“行得通”。 

 
①
 王毅主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北京：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4-

45 页。 
②
 参见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14-426

页。 
③
 王毅主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北京：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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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特征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构的初衷是“人类福祉”而非“大国权力”。历史上几

次大的国际秩序演变，其初衷除了惩治战败国之外，更多的则是主要大国用于分配国际权力

和划分势力范围，强权主导的色彩十分浓烈。而今天我们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根

本初衷在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携手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是从人类社

会的根本福祉出发的，并非为了谋求大国权势。这既是由中国的文化基因和国家性质所决定

的，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构的路径是“合作”而非“对抗”。战争是推动国际秩

序演变最直接、最快捷的手段，却又是最野蛮、危害性最大的。一战和二战给人类社会带来

了深重的灾难，教训也是极其惨痛的。迈入 21 世纪后，人类社会绝不可以再重蹈覆辙。正

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计。

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
①
面对现存国际体系

不公正不合理的结构性缺陷，中国并没有寻求“另起炉灶”，而是通过自身努力参与和加入

各式各样的国际机制或国际组织，主动地、自愿地将自己“嵌入”国际体系的网络之中。
②

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

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

展。”
③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只要相向而行，通过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

是可以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型的。 

再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构的对象是“大家”而非“别人”。旧的国际秩序，表

面上是共同契约，实则是大国用来约束别人的，往往没有把自己摆进去，根子上就存在不平

等。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指出，

要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从这点上看，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构的对象是“大家”，而且突出强调了倡导者自己的表率作用，不再像

旧的国际体系，只想着约束别人，而自己却置身事外。在国际关系中，同样也需要把自己真

正摆进去，认真做好了表率作用，才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①
 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2/13/c_127301137.htm，上网时间：2014 年 12月 13 日。 
②
 阮宗泽：《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共有利益的塑造与拓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95 页。 
③
 “习近平：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 不意味另起炉灶”，中国青年网，

http://news.youth.cn/sz/201509/t20150926_7156728.htm，上网时间：2015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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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构的目标是“共赢”而非“独占”。在旧体系中，零和

博弈是主要的游戏法则，“你赢我输、赢者通吃”是惯性思维，强者居于主导地位，其结果

往往是少数人说了算、对少数人有利。而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通过真诚

的合作、有效的合作、集体的合作，来实现互利共赢和各得其所。甚者，我们还提倡，大国

与小国相处，不仅应该平等相待，而且要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换言之，

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大国还应该发扬风格，让利于小国，更多地照顾小国的利益关切。这种

“共赢”目标和“重义”精神，也是根本上有别于旧体系的重要地方。 

（二）实践特点 

一是牢牢把握住“和平”这个基础与“安全”这一前提，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基。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和平的环境，离开安全保障，发展就无从谈起，幸福也只能是“镜中

花”“水中月”。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以和平为基础，用安全作保障。习近

平主席指出，“世界的前途命运必须由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欺小、

以强凌弱、以富欺贫”，要“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

路”，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
①
 

二是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汇集起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

约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只有发展才能满足世界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

愿望，只有共同发展才能汇集起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共同发展”这一根本目标，最为成功的地方也在于围绕实现“共

同发展”这一核心要义来谋篇布局，既立足于做大“蛋糕”，又强调分好“蛋糕”。习近平

主席强调，“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
②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重大倡议，之所以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和普遍认同，就在于其实现了“共享”，

能让所有参与者都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三是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智慧力量、提供精神支撑。不同

文明是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漫长历史实践中积累的宝贵财富，为各自国家和民族发展壮大提供

了丰厚滋养。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

泉”“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他强调，“文明

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

 
①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4-255 页。 

②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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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

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把文明多样性转化为促进繁荣发展的

不竭动力和重要支撑。 

四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打造可持续发展、永续发展的崭新模式。人与自然也

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中得到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

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否则自然将以其特有的

方式狠狠“教训”我们，最终伤害的还是人类自己。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不能吃祖宗饭、

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

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②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聚焦“好

发展”，着力打造可持续发展、永续发展的崭新模式，把人类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有机结合

起来，实现最佳组合。 

四、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2013年 9月和 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得

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六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迅速完成顶层设计、谋

篇布局，经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成功地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取得丰硕成

果，备受各方赞誉，影响持续扩大而深入，堪称纵贯古今、统筹陆海的世纪蓝图与“百年大

计”
③
，同时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和有力支撑。 

比如，政策沟通方面，“一带一路”不仅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而且得到众多国

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截至 2018年 12月 20日，已有 122个国家同中国签署了 143份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9 个国家组织同中国签署了 27 份合作文件，涵盖了亚洲、欧洲、

非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等地区和相关国家组织。
④
截至 2019年 4月 30日，据中国一带

一路网的统计，我们已经与 131 个国家和 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187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

 
①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21 页。 

②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22 页。 

③
 王毅主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北京：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22

页。 
④
 王毅主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北京：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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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件。
①
 

再如，经济合作方面，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超过 6万亿美元、投资

超过 800 多亿美元，中国同沿线国家共建的 82 个境外合作园区为当地创造近 30 万个就业

岗位。
②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 2011 年仅开行 17列，年运送货物

总值不足 6亿美元，到 2018年累计开行突破 1.2万列，年运送货物总值达 160 亿美元，其

增长速度可见一斑。
③
 

又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为规划引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

2017年举行的首届高峰论坛，有 29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3位主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

来自 140 多个国家、80 多个国际组织共 1600 多名代表与会，共达成 5 大类 279 项成果。

2019年的第二届高峰论坛，规模进一步扩大，共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 38个国家的元首和

政府首脑等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共 40 位领导人出席圆桌峰会，

有来自 150个国家、92 个国际组织的 6000余名外宾参加了论坛，达成了 6大类 283项成果

清单。
④
 

六年多来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精彩实践和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参见表 1），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越早，谁就能收获越快，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程度越深，谁就能

收获越多。换言之，等待观望只会令自己错失良机。同时，它也有力地证明：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方案。 

表 1：“一带一路”建设进展情况概览 

主要领域 合作内容 重要进展 

 

 

 

 

政策沟通 

达成国际共识 1.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分别写入

UN、G20、APEC、SCO等国际组织的相关文件中；2.中非

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中阿论坛等也通过有关共建“一

带一路”的成果文件。 

     截至 2019年 3月底，中国已与 125个国家和 29个

 
①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中国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上网时间：2019 年 5 月 2 日。 
②
 “王毅：对‘一带一路’的评价要用事实说话”，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656016.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4 月 19 日：。 
③
 “数说‘一带一路’成绩”，中国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jcsj/dsjkydyl/79860.htm，上网时间：2019 年 2 月 18 日。 
④
 参见王毅主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北京：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40-141 页；“新起点 新愿景 新征程——王毅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外交

部，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659215.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4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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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合作协议 国际组织签署 173 份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已由亚欧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等区域。 

 

 

 

专业领域合作 

1.与 16 个国家签署加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文

件；2.与 4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 85份标准化合作协议；

3.税收协定合作网络延伸至 111个国家和地区；4.与 49

个沿线国家联合发布知识产权务实合合声明；5.18 个

国家联合宣布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6.

推动建立了国际商事法庭和“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

多元化解决机制。 

 

 

 

 

 

 

 

 

 

 

设施联通 

国际经济走廊和

通道建设 

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

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等六大国际经济合作

走廊将亚洲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联系在一起。 

 

 

 

 

 

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 

1.铁路方面：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雅

万高铁泛亚铁路东线、巴基斯坦 1 号铁路干线升级改

造、中吉乌铁路等项目正积极推进前期研究，中国－尼

泊尔跨境铁路已完成预可行性研究。中欧班列初步探索

形成了多国协作的国际班列运行机制；2.公路方面：中

蒙俄、中吉乌、中俄（大连－新西伯利亚）、中越国际道

路直达运输试运行活动先后成功举办，与 15 个沿线国

家签署了 18 个双多边国际运输便利化协定；3.港口方

面：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希腊比雷

埃夫斯港、阿联酋哈利法港等建设取得新进展，与 47个

沿线国家签署了 38 个双边和区域海运协定；4.航空方

面：中国与 126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政府间航空运

输协定，与沿线国家新增国际航线 1239 条，占新开通

国际航线总量的 69.1%；5.能源方面：与沿线国家签署

了一系列合作框架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电力、油气、

核电、新能源、煤炭等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 6.通讯设施

方面：中缅、中巴、中吉、中俄跨境光缆信息通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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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明显进展。 

 

 

 

 

贸易畅通 

 

 

贸易与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 

1.发起《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

8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2.与东盟、新加坡、

巴基斯坦、格鲁吉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或升级了

自由贸易协定，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经贸合作协定，

与沿线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体系逐步形成。 

 

贸易规模 

2013-2018年，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超过 6万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

27.4%。 

 

 

贸易方式创新 

1.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成为重要新生

力量，2018年，通过中国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

零售进出口商品总额达 203亿美元，同比增长 50%；

2.“丝路电商”合作蓬勃兴起，与 17个国家建立双边

电子商务合作机制。 

 

 

 

 

资金融通 

新型国际投融资

模式 

丝路基金与欧洲投资基金共同投资的中欧共同投

资基金（5亿欧元规模）于 2018年 7月开始实质性运

作 

 

 

 

多边金融合作 

1.与 27 国财政部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

原则》；2.中国人民银行与世界银行集团下属的国际金

融公司等多边开发机构开展联合融资，截至 2018 年底

已累计投资 100 多个项目，覆盖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3.先后成立了中国－中东欧银联体、中国－阿拉伯国家

银行联合体、中非金融合作银行联合体。 

  

 

金融机构合作 

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累计支持

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超过 6000亿美元。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中资银

行与沿线国家建立了广泛的代理行关系。 

 

 

1.各类创新金融产品不断推出，截至 2018 年底，

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达 2000亿人民币左右，中国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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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体系 银行发行 20亿人民币“债券通”绿色金融债券，金砖

国家新开发银行发行首单 30亿人民币绿色金融债；2.

合作设立中欧国际交易所、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 

 

 

 

 

金融互联互通 

1.已有 11家中资银行在 28个沿线国家设立 76家

一级机构，来自 22个沿线国家的 50家银行在中国设

立 7家法人银行、19家外国银行分行和 34 家代表

处；2.2家中资证券公司在新加坡、老挝设立合资公

司；3.与 20多个沿线国家建立了双边本币互换安排，

与 7个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与 35个沿线

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签署了合作文件；4.人民币跨境

支付系统（CIPS）业务范围已覆盖近 40个沿线国家和

地区。 

 

 

 

 

 

 

 

 

 

 

 

 

 

民心相通 

 

 

 

文化交流 

1.与沿线国家互办艺术节、图书展等，合作开展

图书广播影视精品创作和互译互播，丝绸之路国际剧

院、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联盟相继成立。在沿线

国家设立了 17个中国文化中心；2.与印尼等 5个国家

签订了文化遗产合作文件；3.中国、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联

合申遗成功；4.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成员

已达 310家。 

 

 

教育培训 

1.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与 24

个沿线国家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2017年

沿线国家 3.87万人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占

奖学金生总数的 66.0%；2.在 54个沿线国家设有孔子

学院 153个、孔子课堂 149个；3.中国科学院在沿线

国家设立硕士、博士生奖学金和科技培训班，已培训

5000人次。 

 

 

1.与多个国家共同举办旅游年，创办丝绸之路旅

游市场推广联盟、海上丝绸之路旅游推广联盟、“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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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合作 

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等旅游合作机制；2.与 57个沿

线国家缔结了涵盖不同护照种类的互免签证协定，与

15个国家达成 19份简化签证手续的协定或安排；

3.2018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达 1.5亿人次，到中国旅

游的外国游客人数达 3054万人次。 

 

 

卫生健康合作 

1.与蒙古、阿富汗等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

织，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相继签

署了 56个推动卫生健康合作的协议；2.多次赴沿线国

家开展“光明行”活动、“送医上岛”活动；3.在 35

个沿线国家建立了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了 43个中医

药国际合作基地。 

 

 

救灾、援助 

与扶贫 

1.首届高峰论坛论坛以来，向沿线发展中国家提

供 20亿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

资 1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实施了 100个“幸福家

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项

目；2.与 6国开展了 8个援外文物合作项目，与 12国

开展了 15个联合考古项目；3.向老挝等国提供地震监

测仪器设备；4.在柬埔寨、尼泊尔开展社会组织合作

项目 24个。 

 

 

 

 

 

产业合作 

 

直接投资 

2013-2018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

过 9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

超过 4000亿美元。 

 

国际产能和第三

方市场合作 

1.与哈萨克斯坦、埃及等 40多个国家签署了产能

合作文件；2.东盟、非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等区域组织进行合作对接，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3.

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葡萄牙等国签署了

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 

 

合作园区 

分别与哈萨克斯坦、老挝建立了中哈霍尔果斯国

际边境合作中心、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等跨境



陈水胜   <<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 2019年第 2期 

90 
 

经济合作区，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

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资料来源：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

望》。 

五、余论 

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作用的

期待更高，希望能在继续分享经济红利的同时，更多地从理论高度、理念层面引领未来国际

关系发展。因此，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既符合中国自身的发展特征和发展需要，

又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回应了各国的普遍期待，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标识性概念，具有重要意义和丰富内涵，全面提升了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层

次和境界，必将引领国际关系创新发展。 

一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发展同世界关系在理念层面的总概

括、总目标，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能够准确定位自己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和作

用，愿意随着自身的发展壮大，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的理论自信与行动自觉。 

另一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

要对抗、要共赢不要单赢，直面当今世界最重要、最紧迫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变乱交织的

世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有力地推动了国际体系加速调整、变革和重塑。与此同时，国际社

会也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实践，进一步认清了中国发展战略的本质，进一步认识到

中国的发展壮大是国际社会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