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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

承”，“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

的传承、弘扬、升华”，“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发表 70周年，就是要在新形势下弘扬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强劲动力”。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全面阐释了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在世界百年变局

中指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进方向，

对汲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智慧、汇聚

解决当今世界难题挑战的共识合力，具有十

分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一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

体，发出了“全球南方”崛起的时代强音，见证

了世界变迁，预示了四大趋势。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立是时代的呼

唤、历史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

族独立和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殖民体系

土崩瓦解。同时，冷战阴云笼罩世界，“强权

即公理”甚嚣尘上。刚刚获得独立的新生国

家渴望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新中

国坚持独立自主，积极谋求同世界各国和平

共处，努力改善外部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

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首次完整提出互相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

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纳

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将五项原则

确立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是在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

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奉行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完整体现，

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

关系的重要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彰显了

中华传统文化“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兼爱非攻”等品格，确立了新中国独立

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根基。与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源于中

国，属于世界。正如《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指出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

所在，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

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

蕴含着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因。中华文

化以和合理念为精神内核，秉持“以和为贵、

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追求“和衷共济、和合

共生”的高远理想，推崇不同国家、不同文化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
共同体：中国外交理念的时代演进

◎ 王义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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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

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遵循“强

不执弱，富不侮贫”的交往原则，憧憬“大道之

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中华民族自古尊崇

仁德博爱之心，倡导“德不孤，必有邻”的精神追

求，坚守“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的处世之道，奉

行“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义利原则。中华民

族一向崇尚立己达人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相信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中华民族始终遵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自

然观，践行“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生态观，体

现了对天地宇宙的敬畏和热爱、对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追求……世界许多文明中也都蕴含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智慧。

1955年，20多个亚非国家出席万隆会议，在

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

则，倡导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20世纪

60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将五项原则作为指导

原则。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国际法原则宣言》、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通

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采纳

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被相继载入一系列重要国

际文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遵循。在“周

边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理念基

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

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我

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

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

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人类历史

长河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

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弘扬起来，凝聚不同民族、

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价值共识，

汲取世界多元文明相融相通优秀成果，反映了全

人类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心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

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治树立了历史标杆，为不同

社会制度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提供了正确指

导，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联合自强汇聚了强

大合力，为国际秩序改革和完善贡献了历史智

慧。可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展示政治意

愿也展示法治精神，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与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入从双边政治文件到多

边法律文件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写入

中国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

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蒙古国、古巴、南非、塞尔

维亚等国双边文件，同越来越多的友好伙伴构

建不同形式的命运共同体，并拓展到中国—东

盟、中非、中阿、中拉、中国—太平洋岛国等命运

共同体，以及上海合作组织、金砖等多边机构，

还多次写入联合国有关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已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从中国倡

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实践成

果，展现出强大生命力。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

会主席彼得·汤姆森称，“对我而言，这是人类在

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7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跨越时空、超越

隔阂，经久愈韧、历久弥新，成为开放包容、普遍

适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如今，原则见证了“全球南方”国家从外交自信

到外交自觉的变化，并推动北方国家响应和认

同，嵌入到各种双多边乃至全球协议之中。在

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呼吁，“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

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前列”。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全球南方”要共

同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共同做开放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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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坚力量；共同做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共同做

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

近年来，“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在多边舞

台加强协调配合，展现出团结合作、联合自强的

强大声势，成为国际社会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支持“全球南方”合作的八项

举措，展现了中方始终与所有南方国家同呼吸、

共命运，推动“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坚定决心。

中方将同各方一道积极落实，为“全球南方”的

共同发展和团结合作注入更强劲动力。

二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理念的与时俱进。

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发展再到和合共生的命

运共同体，内涵不断升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跟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分处不同的时空，是面对新的

国际环境提出的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光着眼于和平共处，更多寄望于共同的发展，

共同维护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共建”、“共

治”、“共享”、“共赢”，开创人类文明新篇章。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习近平总书记又

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进一步回应了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

合作的普遍诉求，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提供了中国方案。

从双边到多边，从政治的原则到法律的文

件，从消极的共处到积极的共处——和合共生、

命运与共。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

导者和坚定实践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载入了

中国宪法，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与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相伴随，越来越多国家与

中国签署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文件。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的国

际主张日益变成国际社会自觉的外交理念，转

化为外交实践，有力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

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从道义呼唤到能力建设，从应然到实然，新

时代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与时俱进的。比

如，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是就纯粹一个国家内部

事务——发展道路、意识形态、治理模式等而

言，纯属一个国家内政。但是，人类已是我中有

你、你中有我的命运共同体，所以还需要一种更

加积极的共商共建共享方式，来推行新型全球

治理和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增

强国家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反对恃强

凌弱、以大欺小。信息化时代，没有数字技术，

怎么捍卫数字主权？没有算力、算法、平台，如

何识别虚假信息？当今世界面临贫富差距、冲

突对抗乃至阵营对抗风险。我们隆重纪念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七十周年，并提升到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彰显中国的大国责任与

东方智慧，彰显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胸怀天

下的品格。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都根植于

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都彰显了中国外交自信自立、坚持正义、

扶弱扬善的精神风骨，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世界情怀，都展现

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是新

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

升华”。这一理念立足于国与国命运交织、休戚

与共的客观现实，树立了平等和共生的新典范；

这一理念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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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开辟了和平和进步的新境界；这一理念着眼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丰富了

发展和安全的新实践。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国际关系准则到人间正道，中国外交理念与

时俱进，日益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

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理念，

彰显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的初心和共产主义理想。

四

纵观历史，当年中国领导人携手印缅共同

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顺应了亚非拉民族独

立解放运动的潮流，为如何处理国与国关系这

一重大命题给出了正确答案。在当今历史转折

关头，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与国命运交织、休戚

与共的现实，着眼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和根本

利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为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

给出了新的答案，这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和升华。正像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历史接力就是这样一棒接着一棒

向前奔跑，人类进步事业就是这样在对时代之

问的回答中一程接着一程向前迈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

外交从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外交治理能力与治

理体系现代化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升华，中国

与世界的关系从“互利共赢”到“命运与共”的逻

辑延伸。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了和谐世界持久

和平、共同繁荣的理念，拓展到普遍安全、开放

包容、清洁美丽的层面；从各国和谐共处，实现

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到人类命运与共，基于国

家又超越国家思维，统筹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

统筹秩序安排与价值共享，统筹现实身份与未

来归宿。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时回应了“建设一

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时

代命题，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中

国引领世界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

帜。这一理念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

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反映了中外优秀文

化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顺应了人类社会发

展进步的时代潮流，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

面鲜明旗帜。这一理念超越社会制度和发展阶

段的不同，站在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审视国

与国关系，展现了世界情怀和全球视野，是新时

代中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人类共同的心

声。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见证了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的主题、内涵与意

义全面提升：从“我是谁”到“我们是谁”，从“我

要干什么”到“为什么我要这样，将来又怎样”、

“中国怎么样”到“世界怎么样”、“世界向何处

去”。中国公共外交超越了中国和西方的二元

叙事，也超越了所谓的大国竞争，强调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人类何去何从，强调了中国梦和世界

各国梦休戚相关，强调了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

的统筹，强调了全球互联互通的命运与共的属

性。一句话，是最有全球性的、包容性的公共外

交，从政策到价值相得益彰，短期与长期兼顾，

利己与利他结合。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当代政党平台

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 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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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点推荐

马宏伟：把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

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是要巩固和发扬我们

党纪律严明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的革命理想，不

断增强党员、干部党的意识、党员意识，真正把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思

想自觉、行动自觉。

刘光明：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

政治建军，是我们党通过革命的政治工作，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

军队的理论原则和实践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带领全军深入

推进政治建军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形成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在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精辟概括其“十个明确”的主要内容，为新

征程上我们党进一步从政治上引领强军兴军提供了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

胡 扬：把铁的纪律转化为自觉行动

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和自觉的纪律的内在统一。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

纪律的强制性和自觉性，在严格执纪、增强纪律刚性约束的同时加强纪律教

育、涵养纪律自觉，对于巩固提升党纪学习教育效果，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纵深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王义桅：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理

念的时代演进

70 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跨越时空、超越隔阂，经久愈韧、历久弥新，

成为开放包容、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为人类进

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外交思

想的核心和精髓，是中国引领世界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外交理念的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