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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前

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同世界各

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选择，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手段，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终极目标。路径、手段与目标，共同构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

对外关系体系。 

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 

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讲话内容，首先需要从中国当前所处的时代背

景入手，那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一，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

新兴大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正在改变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与世界

秩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换言之，中国自身的发展

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因素。这是中国前进征程上的一个长期背景。第二，

近年来，西方国家极端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兴起，正在冲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进程。最受关注的当属西方社会出现的“本国优先论”与“文明冲突论”。未来

一个时期，全球化进程会因此而发生变化。第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究竟能给世界经济带来什么样的新变化，答案是高度不确定

的。 



从中短期来看，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在发生剧变。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中，

美国国内有声音称，要让美国与中国脱钩，甚至让中国与世界脱钩。在他们看来，

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的快速崛起得益于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未来的复兴同样离

不开全球化进程。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未来的路径选择、手段与目标已成为世界

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败，而且关系到未来世界

的格局与发展方向。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选择。在近代西方历史

上，大国崛起通常意味着国强必霸，往往伴随着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

和战争。这就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得以流行的原因。而中国则要打破这种所

谓的大国崛起模式，走出人类历史上新的大国崛起之路，即和平发展道路。和平

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因此，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

利益，更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愿望。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必然要求。同时，这也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是对当今西方极端民族主义、

新一波民粹主义及反全球化逆流的一种纠正，更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谈论乃至实

行“本国优先”的有力应对。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

不开中国。中国的开放程度越高，给世界带来的机遇越大。互利共赢意味着中国

不是寻求单方面获利，但也不接受以损害中国利益的方式推动合作。 



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将面临更多外部挑战，但这不会改变中国对外开放的

基本导向。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开放，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

然要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的发展历程看，中国经历了“站起来”“富起

来”“强起来”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 30 年，面对西方世界的封锁，中国

被迫选择了经济为外交服务的战略，实现了“站起来”的发展目标。改革开放以

后，面对国内改革与发展的强大诉求，中国选择了外交为经济服务的开放战略，

实现了“富起来”的发展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面临从“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转型，需要经济与外交互为支持以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

推动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成为必然的选择。 

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终极目标。只有在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前提下，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是真正的复兴，才能真正打破国强必霸的魔

咒，才能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困境，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同和支持。在这种意

义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崛起的中国向世界提供的理念性公共产品。当然，

中国向世界提供理念性公共产品的同时，也在向世界提供物质层面的公共产品，

比如互联互通；以及制度层面的公共产品，比如推进全球治理改革。人类命运共

同体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合。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终极目标，但并不是一个空泛的口号。现实中，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指导中国对外关系的路径选择与发展方向。 



从纵向角度看，习近平总书记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

生态建设五个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进行了系统阐释。这就为中国参与并

主导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当今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多弊端和赤字，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解决这些弊端和赤字提供了出路，如坚持公正合理，破解

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

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 

从横向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着中国与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关系

定位。比如，在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为亲诚惠

容原则；在处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为真

实亲诚原则；在处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为新型

大国关系；等等。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步入实践。其中，最令人瞩目

的要属“一带一路”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5 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实践平台。六年来，“一带一路”奉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正确的义利观，

充分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参与。同时，“一

带一路”又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从而把中

国的利益诉求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有机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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