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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在浩浩荡荡的民族

解放运动中，呼应维护和平、捍

卫主权、谋求发展的时代之需，

中国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70年后，面对“建设一个

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

界”的重大课题，中国再次贡献

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答

案，这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的继承、弘扬与升华。汇

聚“全球南方”共识，合力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促进全球

发展与进步的重要保障。

从互相到共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升

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内涵

习近平主席在201 4年纪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60周年

的讲话中曾指出，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中包含四个“互”字、一个

“共”字，既代表了亚洲国家对

国际关系的新期待，也体现了各

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

际法治精神；不仅为广大发展中

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提供了

强大思想武器，维护了广大发展

中国家权益，也指导各国建立了

正确的相处方式，在推动建立更

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

的“互”字所强调的是国家作为

个体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时应

遵循的行为准则，那么面对百年

变局，中国创造性提出的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直面国

与国命运交织、休戚与共的现实

所作出的中国回应，体现了中国

关于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

有一个家园的根本认知，实现了从

“互”向“共”的理念升华。这既

是对根植于亲仁善邻、讲信修睦、

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继承，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

人类命运与前途的深度思考以及为

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世界情怀。

从“互”到“共”的发展，

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赋予了新的

精神内涵，意味着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所倡导的不仅是各国要互相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还要互相

尊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

仰、传统文化、发展道路；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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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全球南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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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遵守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的基本准则，还应不冲突、不对

抗，共同建构安全对话与协商框

架，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

和平；不仅要在经济方面实现平

等互利，还要在政治、安全、文

化、生态等方面相互合作，同舟

共济，共同获益，实现共赢。最

终，人类不仅要实现和平共处，

还要实现和合共生。

从愿景到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

彰显中国担当

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提出后，中国以建设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

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总体目

标，致力于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

全球治理，提出并推进落实全球

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

文明倡议，以及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从而不仅为各国在共

同地球家园携手前行指明了方

向，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

理之路。世界在互联互通，人类

在相互依存，世界命运应该由各

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

国共同书写，全球治理应该没有

主从之分、阵营之别，全球事务

应该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治理

体系应该由各国人民一起建设，

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人民共同分

享，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成为世界

和平与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

受益者。

坚持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之

路。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是人类

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本支撑。建

构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

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

之路，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

共识和共同期盼。中国在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

友好合作，推动和平共处、总体

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

构建，实践亲诚惠容和与邻为

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

融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

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

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坚持“三大倡议”实施之

路。近年，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从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

度指明人类社会前进方向，成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依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和“全球南方”的一员，中

国注重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通

过缓债、发展援助等方式支持发

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特别大的脆

弱国家，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

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推动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

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实现中国和

其他国家的利益融合。

中国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

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

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主权平等，国

格独立；希望同国际社会一道，

弘扬联合国宪章精神，尊重各国

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

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

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通过对话

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

歧和争端；坚持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各方

应通过对话而非对抗解决重大国

际和地区问题，以共赢思维应对

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风

险挑战。

世界上共有200多个国家和地

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

中国主张各国在求同存异的前提

下和谐共处，多元互鉴，在多样

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

存，建立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

文明交流格局。

坚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地生根的伟大

实践。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为世界提供了国际

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是秉

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以高

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

让全人类共同进步的倡议，为各

国共同发展开辟了新道路。中国

主张“一带一路”建设应该由所

有感兴趣的国家共同参与、共同

合作、共同受益。

携手“全球南方”,共筑人类美

好家园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国际社会面临诸多新挑战、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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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全球南方”在全球化发展

与南南合作有序推进中实现群体

性崛起，成为构建国际经济新秩

序的重要力量。作为发展中国家

的集合体，“全球南方”从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受益者，发展成

为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开放发

展的中坚力量、全球治理的建设

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

“全球南方”是倡导和践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键力量。

回顾70年前，中国、印度和缅

甸首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并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回

应，共同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走出亚洲，走向世界。他们彼此

声援，相互支持，成功实现了民

族解放，走出了独立自主的发展

道路；他们共同以尊重主权摒弃

强权霸道、以平等互利超越丛林

法则，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从国家间共识成为国际法原则，

从规范国与国关系上升为构建国

际政治秩序的重要遵循。当前，

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加剧，维

护主权完整、加强战略自主成为

“全球南方”的共有政治底色，

广大发展中国家坚持不结盟政

策，不搞二元划分、阵营对抗，

积极参与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建

设与改革，确保多极化进程总体

稳定且具有建设性，推动国际秩序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全球南方”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共建者。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

天然成员，中国始终同广大发展

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携手共

筑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在2023

年9月的“77国集团和中国”峰

会上，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聚焦协调合

作，呼吁构建更加包容、协调的

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在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构过程中，中国和广大

发展中国家坚守独立自主、联合

自强的初心，弘扬公道正义、平

等包容的精神，践行发展振兴、

合作共赢的使命，努力维护和实

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加快落实中国支持的“全

球南方”合作八项举措，推动人

类共同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推动人类共同进步，需要

以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

担的全球共识为基础，汇聚各方

实力共同推进。历史实践表明，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了南南合

作，推动了南北关系的改善与发

展。深化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

未来应加快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支持“全球南方”合作八项举

措，从人才、平台、资源多维度

和农业、贸易、数字、绿色等多

领域推动“全球南方”发展振

兴，为“全球南方”共同发展和

团结合作赋能增量，与之携手挺

立在历史潮流前沿，夯实命运共

同体建设之基。

“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没有完成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正在进行中”，中国顺应历史

大势，携手“全球南方”坚持守

望相助，共同推动更加包容的全

球发展；坚持团结协作，共同维

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坚持互学互

鉴，共同拓展人类文明进步之路，

推动构建和平、安宁、繁荣、美

丽、友好的人类美好家园。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

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2024年6月28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

年纪念活动论坛在北京举行。图为“从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变局下

‘全球南方’的愿景与使命”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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