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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向“自由人联合体”的
实践必然

◇李 静 宫留记

一、从“自由人联合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的致思逻辑

“自由人联合体”是由“自由人”与“联合体”共同

构成的马克思主义核心范畴。其中“自由人”是指处

于一定社会关系并自由自觉地从事生产活动的人，

“联合体”即确保每个人都得以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

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必须有公有制作制

度保障。因为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才得以共

同占有生产资料并共同享有生产成果，个人才能也

得以充分展现和发挥，由此才能为实现“自由人联合

体”提供有力保障。由于当下的时代环境还远远没

有达到可以满足“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基础，因此，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阶

段应运而生。其中，“人类”彰显了主体的世界范围；

“命运”彰显了对主体生存状态的现实关怀；“共同

体”彰显了实现主体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命

运共同体将“命运”作为联结纽带，从而成为联结处

于同一生存境遇中的人们的共同体形式。

二、“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

间的高度契合性

（一）生成逻辑的一致性：现代性弊端的现实反思

“自由人联合体”生成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虚

幻共同体”中的现代性弊端的诊断过程中。马克思

指出通往“自由人联合体”需要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

制基础上变革社会关系，破解“虚幻共同体”用来禁

锢人类自由的异化外衣，进而从根本上消解资本所

造成的现代性弊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一种

冲破“民族－国家”界限的新型治理体系与交往模

式，同样是在继承“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基础

上，时刻反思并寻找驯服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现代性

弊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超越西方全球正义话

语体系中致力于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回应时

代之问与破解发展难题的大国方案。

（二）实现条件的一致性：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

世界范围的普遍交往

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只有在共产

主义自由王国之中才得以实现，而共产主义的实现

又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

往为前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需要先进生产

力与世界人民的携手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需要在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验和历史教训中

不断调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并在遵循

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坚持创新驱动，进一步发

展社会生产力、释放社会创造力”。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构建必须自觉从人们在全球交往关系中所处

的现实地位出发，自觉应对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全

球化时代中所出现的发展难题，自觉在谋求共同利

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普遍交往，并基于生

产力的发展水平构建一个致力于实现人类自由发

展的共同体。

（三）价值旨蕴的一致性：对人的前途命运的终

极关怀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片面自由就为实现“自由人

联合体”提供了扬弃基点与超越可能。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同样基于命运与共的价值关怀，致力于满

足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当前世界正处在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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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正在生态危机、疾病蔓延、资源安全

等全球性发展难题中积极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摒弃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

排他性的世界历史叙事方式，采取了充分尊重各民

族国家多元文化基础上的共生性的世界历史叙事方

式，以世界视野彰显了其对人类前途与命运的终极

关怀。

（四）理论核心的一致性：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

的统一

共同体源于个人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马

克思便基于“共同利益”来把握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

关系问题。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才能实现个

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辩证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遵循“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核心，从人类的整体

利益出发，打破零和博弈思维，倡导世界各国在对话

协商中实现共同发展。当前，共同利益犹如一根红

线将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系在一起，各个国家

在全球性发展难题中都无法独善其身，唯有坚持个

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辩证统一，才能在平等互利中

实现共同发展。

三、“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

内在差异性

（一）存在方式的差异性：社会形态与社会状态

其一，从社会制度的演进逻辑看，“自由人联合

体”是在私有制被消灭与国家自行消亡后而形成的

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社会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则没有将资本主义制度排斥在外，而是强调在

当前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基础上来探寻社会持续

发展的现实方案。其二，从共同体的演进层级看，

“自由人联合体”作为“真正的共同体”的表现形式，

决定了其处于共同体的最高层级；而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作为诊断“虚幻共同体”中存在的现代性弊病

而走向真正共同体的实践必然，其本质处于共同体

中的过渡阶段。其三，从发展前景的未来展望看，

“自由人联合体”形成于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其实现

过程是漫长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应对全

球危机的科学方案正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

可，这表明当下已经具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

实可能。

（二）社会主体的差异性：自由个人与主权国家

“自由人联合体”是由“自由人”所构成的共同

体，其社会主体必然为每个具有自由个性的人。“在

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尚处于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

阶段，在这一时期，无论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程度

有多高，主权国家作为阶级利益的实现工具仍然是

推进世界发展的基本单元。与以消灭国家为前提的

“自由人联合体”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需要在

依靠各主权国家共同发力的基础上应对全球危机，

为优化当前国际治理格局和化解全球化挑战提供新

的方案。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以包容

性姿态希冀世界各国在携手应对世界性发展难题中

实现共同发展。

（三）实现路径的差异性：社会革命与对话协商

身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马克思针砭时弊，宣

告“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是以解构“虚幻共同体”为

前提的，而唯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虚幻共同

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两大社会制度并存的世

界格局中破解现代性弊端的新交往模式，是在应对

全球危机中展开关于社会持续发展的现实探寻，这

就决定了其必须以对话协商为构建原则。所谓对话

协商，就是社会主体通过对话谈判、国际论坛、外交

发言等就彼此关心的重大问题和核心利益进行协商

并以期达成共识。当前，各主权国家之间由于社会

制度、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等因素而造成的利益差

异，导致世界正处于危机挑战层出不穷的时代。基

于这一时代背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国际

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

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的发展机

制，大力倡导主权国家在“对话协商”中实现共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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