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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自洽性的
话语体现与时代意义

◇许晓丽

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系列重要论述已成为新

时代我国外交思想的核心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论既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新中国外交思想以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又是

对当今国际秩序和世界治理状况等现实问题的回

应，充分体现出其理论的自洽性特征。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自洽性的科学内涵

理论的自洽性意味着，它不仅能与不断变化的

外部环境和具体实践相适应，及时地回应时代关切，

而且能够在与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接受新

的挑战、吸收新的因素，从而完成理论的自我完善和

自我升华。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逻辑自洽性，不仅表现

为其理论体系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更表现为其对传

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与超越以及对国际社会治理

现实的关切与回应，是理论内在一致性与外在相容

性的统一，也是理论相继性与现实相通性的统一。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具有历史继承性。

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重要内容。马

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阐明，人类社会的

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共同体不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而且表现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马克思恩格

斯认为在社会共同体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和民族

都是作为各具特色的社会共同体而存在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马克思的社

会共同体思想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推进

而得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

思想的重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从马克思的

社会共同体思想，到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思想，到邓

小平、江泽民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主

张，再到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以及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列重要论述，经

历了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这充分显示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发展的历史继承性。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具有系统性和

完整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政

策的精髓，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鲜明的

体现。随着新时代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论也不断得以发展。不仅在其理论背景、理论

内涵、实现途径和理论意义方面形成完整的理论系

统，而且已经形成了包括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

态“五维一体”在内的系统丰富的理论内容。另外，

理论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也密切相连。其中，持

久和平是基础，普遍安全是保障，共同繁荣是核心，

开放包容是特征，清洁美丽是底色。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西方理论的相容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逻辑自洽性，外在表现

为其与西方学术理论的相容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西方学术理论的相容

性，不仅表现为共同体概念在西方的历史沿革，也表

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

的继承与超越。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肯定了西方主流国

际关系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第二，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论弘扬了近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第三，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理论

在21世纪将处于竞争共存状态。第四，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论在价值指向上实现了对西方理论的创新与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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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国际社会治理现实

的相通性

自洽性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固有的一种理论

特质和把握现实的逻辑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的逻辑自洽性，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其密切关注当今

国际形势的变化，并及时回应全球治理状况，提出中

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就是对当前全球治理状况

做出的理论回应，是针对当前全球治理模式进行的

理论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顺应现实世界发

展需要的同时，又对未来世界的发展提出理论指导，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实践提供了理论遵循。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自洽性的话语特征

对习近平2013-2018年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系列论述文本进行话语分析，发现其话语表现内

容和内在逻辑依然具有内在相容性、前后相继性和

内外相通性，充分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逻

辑自洽性特征。

（一）融通中外的话语表达

文化是话语的核心，语境是话语生成的土壤。

话语需要在不同语境当中产生，并体现不同社会环

境下的文化特点。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本分析

发现，在语言表现形式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既

注重充分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表达，又注重结合

世界各国具体情况，运用所在国熟悉的语言文化来

表达。融通中外的话语表达形式充分体现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论的内外相容性特点，也表现出文化的

共享性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场合充分利用中华传统文

化来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文本中，也充分重视运用西方文化特别是所在

国的文化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二）中国特色的话语自信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文本中，中国特色的话

语自信依然表现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场

合引证据典，用中国特色的话语向世界阐释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现出的中国特色的话语

自信，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语自觉。只有具备充

分的话语自信才能够做到话语自觉，同时，话语自觉

又会增加话语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本身就是对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当中相关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

时也是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的自觉答复、对

重塑当今世界秩序而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对中国传

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创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

面临新时代新问题而积极做出的回应，是中国共产

党理论自觉的重要体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所体现出的中国特色的话

语自信，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和实践

基础。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和合

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

历史文化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所体现出的中

国特色的话语自信，其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其发展过

程中，一方面不断继承发扬“老话语”，充分展示话语

的民族性和继承性，另一方面，也不断展现出“老话

语新说”的时代性和创新性，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的

话语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

每一个阶段的成果，都是和中国国情、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的产物，是不同时期的中国特色在理论上的

抽象概括。

（三）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

马克思指出，社会共同体是人与社会的基本存

在方式，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需要

通过社会共同体来体现，才能体现出社会共同体是

由人组成的特征。习近平在国内外场合多次从以人

为本的角度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本逻

辑，是对以物为本的资本逻辑的批判超越。几百年

来，西方发达国家在以物为本的资本逻辑主导下，形

成了“疯狂发展生产力”并力图“超越一切空间界限”

的逐利扩张型经济发展模式。今天，随着资本主义

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其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资本

主义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弊端已充分暴露。资本逻

辑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在给人类创造前所未有的

伟大变革的同时，技术中心主义的发展方式也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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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带来了“现代的灾难”，现代性问题层出不穷，已成

为人类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强调经济上互利共赢，实现各国的共同繁荣，纠正了

西方国家主导的片面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是对

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本”口号的理论回应，更

是对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西方经济发展方式的超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也

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重视的体现，是对中国哲学

“天人合一”“大同思想”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中

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最

重要的标签，这些主张代表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

向，也构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相处的基本准则。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之间应求同存异、包容

互鉴，实现共同发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仁”“义”的

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四）形塑世界秩序的道义担当

王道政治是中国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对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影响至深的学说，王道政治思想

以“会通”“统观”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华民族养成万物

一体、天下一家的博大胸怀，并以仁义礼智信等道德

理念来化育天下，同时又能以“贵中尚和”的民族心

态与世界和谐共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平等互

利、合作共赢的国际新秩序观，正是基于对国家间共

同性、互动性、包容性和协作性关系的认知和倡导。

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出的道义担当，正是中

国传统文化中王道思想在当今的具体表现。从对习

近平2013-2018年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文本

的索引分析结果来看，“合作”和“共同体”排在前两

位。这充分说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合作特

征，以及中国作为形塑世界新秩序的道义担当。

习近平多次在国内外场合表达了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为世界秩序新选择的态度，也向国际社会不断

阐释作为“中国方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真正

的世界秩序”。

（五）逐层推进的实践旨趣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自洽性不仅表现在理论

自身逻辑的自洽性，更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的相通性。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是一项长期

的工程，需要从双边、地区再到全球层面，逐步形成

命运共同体网络，逐层次扎实推进。当前我们已形

成从周边命运共同体到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再到

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最后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多层次实践路径。其中周边外交处于中国外交的

首要位置，发展繁荣周边始终是中国外交的基本遵

循。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推进与发展

中国家的合作，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

体、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进而继续推进中国同发展

中国家的关系，符合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

利益。另外，大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对于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构建进程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构建合

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也是中国外交努力的方向。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自洽性的时代意义

（一）解放思想的时代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充分体现

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特征，是马克思社会

理论在新时代的重大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

重要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在包

括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指导下，当代中国发生了伟大的社会变革。但是，当

代中国发生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

国版”。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逻辑的自洽性要

求，一方面必须充分肯定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的重大理论意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割裂其与经典马

克思主义理论之间一脉相承的理论联系。这对于当

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说至关重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自洽性也表现为与现实

的相容性。它是针对当前国际社会现实提出的全球

治理方案，其顺利推进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基础

上，建立各国平等协商机制，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共

荣。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中国为解决全球问题而

给出的中国方案，是中国发起并积极倡导的，当前也

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积极响应。当前，我国

通过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构建周边命运共

同体、地区命运共同体，通过积极改善大国关系，努

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在这个过程

中，中国是该理念的发起国，也在继续积极倡导并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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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实践。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

家，是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低洼地带”，因此，我

们会在一些具体措施上做出让步。但是，具体措施

中的让步是为了总体战略的顺利推进，近期的一些

让步是为了战略措施的长远推进。这种让步是战略

性的，同时也是有底线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

过程绝对不是也不会是建立在不顾国家利益而一味

谦让的基础上。

（二）增信释疑的积极效应

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和中

国外交新理念的不断推行，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

力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也获得国际社会

积极认同。与此同时，诸如“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锐实力”、“修昔底德陷阱”等多个版本的“中国威胁

论”也在轮番上演。如何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进程中，进一步在国际社会增信释疑，是当前人类

命运共同体实践中的重要内容。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逻辑自洽性强调理论的

历史继承性，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

来源。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

社会共同体本身，而只是社会共同体的次级范畴”，

如果把两种相等同，势必会“加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

疑虑和恐惧”。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自洽性要

求，当前亟需加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理论的研

究，加强对其基本概念内涵，以及相关概念之间的联

系等基础理论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逻辑自洽性强调理论的

外在相容性，以及与现实的相通性。它要求我国要

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建共享，在实践当中不断推进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这就需要我们注重话语

研究，注重话语的“还原能力”，用世界听得懂的表达

方式阐述我国对外政策。在注重话语中国特色的同

时，更加强调话语的国际融通，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表

述，切实提升中国话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使中国特

色的话语体系逐渐被世界所理解和认可。

（三）多元共处的新思路

冷战结束后，当意识形态冲突不再是国际社会

冲突的主要来源，“文明冲突论”便大行其道。西方

新保守主义学者们希望通过强调文明之间的冲突来

维持西方文明的优势地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文化多样性也不断发展，不同文化如何和谐共处

已成为当今世界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历史学家汤

因比也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

作用影响的过程，各国应该坚持世界主义，在相互学

习中共同成长。交流互鉴才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

求，文明“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中华文化悠久的历史造就其巨大的包容性。尽

管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以其发达的生产力和给人类带

来的巨大进步而不断影响着其他文化，但正如汤因

比所预测的那样，人类的希望在东方，中华文明将为

21世纪人类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宝库。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理

念，其在实践当中的推进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重

大发展，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

（四）世界秩序的新选择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形成近代世界秩

序以来，受资本逻辑支配的资本主义秩序规定主导

着世界。这种受资本逻辑影响的世界秩序，以价值

增殖和利益驱动为目标，不断满足部分国家和地区，

以及部分人的利益需求，从而导致世界范围内民族

国家之间的对立性孤立和竞争性共存。随着世界经

济的发展和世界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增强，资本主义

主导的世界秩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世界的发展，甚

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问题解决

的桎梏。人类亟需培育一种新的共同理念，一种能

够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民族国家之间密切联

系起来，以全人类利益为目标的新的世界秩序。人

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大多数人的利益，致力于解决

全球问题，建立平等、民主的世界新秩序。因此，人

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今世界秩序的新选择，是中国

给国际社会呈上的“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许晓丽，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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