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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入研究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发

展态势，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上，提出的应对全球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追溯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之理论渊源可以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理论前提、实践目标、价值旨向等几个

向度，在学理上与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一脉相承；其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 , 在具体可操作层

面上超越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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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ainkind from Marxist View of  World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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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China plan put forwar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the core to tackle the dilemma of global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study of the glob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a profound grasp 
of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in a century. Tracing back to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of the idea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e can find that the though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in the same line as Marx’s view of world history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premises, practical goals, and values. 
It enriches Marx’s view of world history in theory. It surpasses Marx’s view of world history on a specific and 
operational level, and is a great achieve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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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在深入研究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深刻把

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

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个理念，在国内

被写入中共十九大报告、党章和宪法，在国际上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被载入包括联合国决议

在内的多项重要文件。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有不少研究，这些

研究大多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哲学基

础、时代价值、构建方式、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之

间关系为研究内容的研究也有一些，其中大多是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去

追溯其理论渊源。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出

发去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论渊源的有李慧

芳 [1] 等，从《共产党宣言》文本出发去研究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渊源的有李静 [2] 等。相比之下，

把马克思主义整个经典文本视为一个整体并从这

个整体出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学理溯源

的研究还比较少见。缘于此，本文依据 2009 年版

的 10 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将马克思主义

经典文本视为一个整体，立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

观，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溯源性探析，以

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之

间的内在一致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马

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学理支撑。

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虽然其中并没

有现成的“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法，

但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中，其实已经蕴含了

人类命运相互依存、共处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思

想。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

思恩格斯世界历史观在思想本质、价值取向、

生态理念、构建路径、实施策略等多方面是一

致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中国方

案，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其着眼

全人类安全、社会稳定发展，符合人类社会历

史发展规律，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在实

践过程中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欢迎。人类命运

共同体思想代表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在理论上

丰富了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在实践性上、直接

可操作性层面上则超越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一 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

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都

是以整体性思维方式对于人、自然、社会关系的

思考，都是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的理论背景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表达

了这样的思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每个

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

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3]566。在《共产党宣言》

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明白指出，资本的扩张

将打破原有的生产地域局限，“一切国家的生产

和消费都将成为世界性的”[4]35。世界性既有生产、

市场等超出国界走向经济全球化之意，也有在经

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受到他

国的影响而导致民族性特征、地域性特征日益弱

化、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日益突出之意。马克思、

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

中所表达出来的未来社会各国之间相互依赖不断

增强、“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将成为世界性

的”[4]35 的思想观点，就是后人称之为“马克思世

界历史观”的核心内容。

《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都

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马克思世界历史观”，

实际上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观”；

文中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和《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语，多以马克思代表马

克思和恩格斯。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内瓦万国宫发表

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

深刻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主张只有一个地球，世界各国只有和平相

处、走绿色发展道路，人类社会才能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

社会要从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伙伴

关系、安全格局等方面做出努力。他强调五个坚持：

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

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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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坚持对话协商，

建设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

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5]。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世界历史

观对全球化的理论关照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形成之时，资本主义工

业生产已超越国界，世界市场正在形成，经济全

球化的负面影响还未完全呈现。马克思对于起步

阶段的全球化充满期待，但也不乏对全球化可能

带来负面影响的忧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

出背景则是全球化发展已出现各种问题，不可逆

转的全球化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皆有明显呈现，

应对全球化问题已经提上日程。马克思的世界历

史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都是基于对世界经济

全球化与人类社会发展前途命运关系问题的理论

关照而提出的。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安全、

生态等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并已

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总趋势，这一点，一百多

年前，马克思就预见到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

识形态》中说，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

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

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

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

态”[3]566。基于需要而产生的全球性联系，不仅局

限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的全球性联系也开始增

多并活跃起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

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

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

生产也是如此。”[4]35

国家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

合作与依赖不断加深，形成了合作则共赢、不合

作则双输的局面。或国家、或部门、或行业、或

集团，利益最大化是一切利益主体谋求合作的目

标和动力。“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

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

创业、到处建立联系。”[4]35 经济全球化发轫于资

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主观上是利己的，利他只是

客观上的边际效益。在这种主观上利己、客观上

也互利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民族性特征、地区

性特征逐渐被弱化：一方面，民族工业品在被选

择的过程中烙上其他民族的印迹；另一方面，民

族工业产品主动放弃一些民族性特质去迎合世界

市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总结了资本

主义全球化：“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

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

在被消灭。”[4]35

经济全球化过程与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过

程，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是同时展开的。因

追逐利润而扩大生产，因追逐利润而跨越国界，

各个国家，不管是主动或被动、不管是生产还是

消费，都卷入到这个浪潮中来。在这个浪潮中，

不同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加深，民族间的封闭隔离

日益被打破，民族产品的世界性烙印越来越深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

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35

发轫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全球化过

程先在经济领域展开，进而渗透到文化、观念等

其他领域。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

主义扩大再生产中的各种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出

来。时至今日，环境、生态、气候变化、恐怖主义、

疫情防治等问题一一浮现，不管是问题的多样性、

复杂性还是严重性，都已经远远超出马克思、恩

格斯所处的时代。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如何、

是否愿意，都要面对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

变化、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性

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这个

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

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6] 在共同体中，相互影响、

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一旦出现环境灾难、生态问题、

金融危机，其影响必然波及邻国乃至全球，谁也

不能做到独善其身。对于各种全球性问题的预防

以及问题爆发后的治理，唯有共同合作才能收到

效果。

基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与对人类未来美

好生活的向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倡

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马克思的“历史演

变成世界历史”的理论前提是一样的，都是对于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都是基于人类社

会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思想智慧和理论关照，都是

人类文明中的思想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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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世界

历史观在新时代的新表述和灵活运用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在国内层面，主要

是关于如何实现统筹协调均衡发展，让国内人民

共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国际关系层面，主要

是如何协调国家间利益，既照顾差异，又凝聚共

识。其有利于应对全球问题、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化解冲突，实现共享共赢。

马克思在阐述人的现实性关系和人的历史性

关系中，阐明了人类命运相互影响、共处一个统

一体的思想。马克思通过透视人与自然、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精神、人与自身、人与历史的现

实关系，发现了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是社会

交往的产物；人创造历史又受制于历史；人是自

我创造的产物。总之，在马克思那里，人与人、

人与社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关系共同体。这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表述不同，但是二者在价值

追求上存在着内在一致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世界历史观，都是

站在全人类命运的高度，以构建理想社会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各民族平等为出发点，关

涉领域包括生存环境、生态保护、公共安全、国

际合作、共同应对恐怖活动等。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在追求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和谐发展向度上提

出的“绿色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其价值旨向都是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实现

全人类社会共同繁荣发展的实践向度上提出的“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 “人与社会关

系共同体”，其实践路径相互合作、和舟共济；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方法向度上提出的

“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

其策略上都是共生共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路径向度上提出的“多边协商”与马克思主义“历

史合力论”，是人民群众历史观的不同表述。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全球治

理观的继承

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催生了全球

治理，在全球范围展开治理也就成为全球化问题

域的一部分。应全球治理需要而诞生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思想，是中国贡献给世界人们应对全球性

问题的中国智慧。追溯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

概念就会发现，马克思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

的，正是马克思所探讨的理想的人类社会形式。

这种理想社会，是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异化根源、

揭示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基础上探索出来的人类社

会实现自身解放的出路所在。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将“自由人联合体”详细阐述为：“代替

那存在着的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53-54马克思在《共

产党宣言》所阐发的消除私有制社会的阶级对抗

基础、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并把建立“自由人

联合体”作为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条件的思想，

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及

追求，与《共产党宣言》中的“自由人联合体”

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形成的全球治理

体系，是西方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资本力量

建立起来的覆盖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生态、

气候等各个领域的全球治理体系。这种全球治理

体系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少数发达国家的目标体

系，其缺乏代表性、包容性，未能反映大多数国

家的共同利益及正义诉求，因而制度失灵和国际

秩序失范频现，创新全球性治理的新课题已经摆

在我们面前。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

于全球治理这个目标，是对马克思全球治理观的

继承。

（二）“绿色发展观”是对马克思的“生态观”

和生产力论的辩证运用

人与自然界形成一个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

走绿色发展道路，是绿色发展观的精髓。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

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

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7]

习近平总书记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生态文明

的重要性，指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具体路径，为

我们如何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

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

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和“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既

形象地表达了人与自然相互影响、共生共存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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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思想。

马克思从人的生命起源阐述人与自然界同为

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关系：“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

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

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

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209 而受人的活动影响的自

然界，不是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界，人的实践

与自然界发生联系，自然界就不再是自在自然界，

而是变为人化自然界。

人与人的关系体现在人与对象世界的实践关

系中。马克思认为，人不断地改造自然界以展现

人类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而人的主观能动性活动

必须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人的思维的最本

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

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

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

发展起来。”[8]483 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取决于

人类掌握自然规律的水平和应用规律的能力。人

类在多大的程度上发现客观规律并尊重客观规律，

人类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人与自然界共生共荣。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的“绿色发展观”

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都以关照生命为目的、

以尊重规律为准绳，是对以往发展观的保留和推

进。如果说马克思的“生态观”是关于生态学意

义上的世界观，那么，“绿色发展观”不仅是生

态学世界观，更是社会发展的方法论。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人

类社会关系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运用

人与人、国与国相互依存，形成一个关系共

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

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说道：“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

善其身，协同合作是必然选择。我们要在世界经

济共振中实现联动发展。”[9]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研究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指出人与人、国与

国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必须通过合作的方式

来处理这种关系。社会发展实践证明，国与国之

间离开合作，就会回到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个

人与个人之间离开合作，就会回到离群索居状态，

不仅割断了自身发展的外部条件，也熄灭了自身

发展的内在动力。

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马克思是这样阐述的：“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

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体是社

会存在物。”[3]188 马克思认为，正确理解“现实

的个人”是理解社会的前提。马克思明确指出，

社会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

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

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

人。”[3]525 个人是如此，国家更是如此。

从社会整体角度看待个人，是马克思教给我们

认识个人的一个视角。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个人”

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非抽象的人，不是

孤立存在的个人，而是蕴含着丰富社会关系的“个

人”。“社会存在物”也是一个历史观念，即社

会既是一个历时态维度的综合体，又是一个共时

态维度的综合体。

马克思认为人、自然、社会相互关系，形成

一个关系共同体。个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是由

众多个人组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影响到人与自然

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演变成人与人的关系，

而生产方式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产物，也是人与

人关系的产物，不同的生产方式构成不同的社会

关系。人、自然界、人类社会相互影响，相互制

约，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关系共同体。在这个

关系共同体中，“个人”是“社会”的个人，“社

会”是“个人”组成的社会。无数个“个人”在

生产中发生各种关系，生产力的结合方式，生产

资料占有关系，分配关系，等等，构成了社会。

“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

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10]220 这是马克

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关系共同体”的经典表述。

在这个关系共同体中，人是最具能动作用的决定

性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关于人与人、国与国是关

系共同体的思想，从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把整

个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当作一个过程来看

待，其也是对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继承与运用。

（四）“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是对马克思的“自

由人联合”思想的延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体系里，每个人的发

展都与其他人的发展相关，每个国家的发展都与

其他国家的发展相关联。在全球化过程中，国与

国之间利益错综复杂，更需要协调与合作。习近

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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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中强调：“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

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

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

赢、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

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

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9]

关于“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资本论》

中还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及其矛

盾的分析，科学地预言了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

会的一些基本特征：未来的新社会是‘一个自由

人联合体’；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社会生产由

计划来调节和控制；阶级差别、城乡差别、脑体

劳动差别将消失；个人将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

等等。”[11]891 结合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阐述

的文本背景，其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具有丰

富的内涵，具体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在

人与自然界关系层面，人类不再是自然界的奴役

对象，而是学会掌握自然规律、学会与自然界和

谐共处的精神实体。其二，在人与人的关系层面，

异化劳动的条件已经消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

再是剥削被剥削、压迫被压迫、奴役被奴役的关系，

而是演变为平等友爱互助合作关系。其三，在人

与国家关系层面，人不再是国家机器的对象而是

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像青铜器一样被放进历史

陈列馆。其四，在生产资料占有与劳动成果分配

层面，不是一部分人占有私有财产支配劳动成果，

而是所有人都占有私有财产和享有劳动成果；对

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马克思所追求的未来理

想社会区别于之前任何社会阶段的最本质特征。

其五，人与人的自由联合，对人的精神素养提出

了更高要求。其六，马克思所讲的人，是现实的人；

人与人的联合，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域的人际联合，

而是超越地域限制的全人类的自由联合。因此，

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不是一般意义

上出于利益占有动机的临时合作，也不是强者支

配弱者的强制性的合作，更不是无意间的耦合，

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最终实现的以私有财产

扬弃为本质特征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追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

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

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

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2]。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

“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宗旨应对全球发展困

局和处理国际关系，其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

体”思想都强调平等、合作、共赢而非强制干涉、

零和博弈，在对待国家发展权的态度与处理国际

关系问题上是一致的。相对于马克思的“自由人

联合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

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不

仅表明了应对全球发展困局的构想，还指出了应

对全球化发展困局的具体路径，在这一点上，它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

（五）“全球合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合力”

论的灵活运用

任何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复杂社会关

系的产物。任何国家的发展，也都离不开世界大

环境。针对当前国际社会环境的特点（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霸权主义上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加剧了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习近平

总书记在 2021 年 1 月 25 日的世界经济论坛“达

沃斯论坛”对话中指出：“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

性问题，任何一国想单打独斗都无法解决，必须

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13]

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合作重要性的有

关论述，可以追溯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

相关论述。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这个关系综合体来把握国家：“在

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

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

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

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

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求

和供给之间的和谐，竟变成二者的两极对立。”[8]563

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国家的意志和计划从事

合目的性活动。但每个国家的目的具有特殊性，

每个国家实现自己目的的方式也具有自己的特殊

性，其导致每个国家的行动的结果，既不完全是

合乎自己国家的目的，也不合乎他国的目的，而

是一种被恩格斯称之为“历史合力”的结果。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主旨是指明，在国内，

国家内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人们的历

史、风俗、习惯、期盼也各有差异；在国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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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利益追求不尽相同，

国际社会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不平衡的发

展态势和差异性力量，最终形成一个历史合力；

历史合力不是由单个国家决定的，而是所有力量

共同参与的结果。

唯有通过多边协商形成国际共识，共同努力形

成一股绳，才能抑制单边主义破坏全球化的良序

运行。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 1 月 25 日的世界

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对话中倡导的“全球行动、

全球应对、全球合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合力”

论的灵活运用。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世

界历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其

理论背景不完全相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

论背景要复杂得多。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全球化的后果只是从宏观

层面、哲学意义上进行了一般意义的探讨，而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有宏观谋划，在理论内涵方

面比马克思世界历史观更丰富；同时，人类命运

共同体思想也提出了具体可操作的方式，其是对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提出后，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成为中

国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在国际上也为全球治理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

观的丰富

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产生于资本主义大工业时

代，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初级阶段，当时

的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发展障碍才初步

显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产生于资本主义后

工业化时代，产生于经济全球化已经渗透到世界

经济的各个角落、经济全球化引起了文化全球化、

政治全球化且单边主义盛行、世界秩序受到严峻

挑战之际。从本质上来说，二者产生的前提，都

是基于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或者说，世界历史观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它

们的问题指向都是应对全球化问题，价值指向都

是人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不同的是，马克思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还是

经济全球化的初步阶段，全球化不像现在这样范

围广、程度深。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全球化的后

果只是从宏观层面、哲学意义上进行了一般意义

的探讨。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当前世界生

产关系与交往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矛

盾更加复杂，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均远远超

越马克思所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基

于全球化不断加深、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这个现实而提出来的。因而，与世界历史观形

成的时代背景相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处的

环境更加复杂、面对的形势更加紧迫。人类命运

共同体思想蕴含了世界历史观所没有关涉的内涵，

内容涉及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同

时其在具体实践方式上也有明晰阐述，如生态上

通过全球治理、政治上采取互商互谅、处理国际

关系上通过对话而非对抗、经济上通过互惠互赢、

文化上采取开放包容态度或方式解决矛盾。比起

马克思恩格斯只是从宏观上对于全球化及其后果

作一般意义的哲学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

有宏观谋划，也有具体可操作的方式，其在理论

内涵与实践操作性层面丰富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世界历史

观的超越

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对全球化出现的问题，有预

见、有警醒，已经显示出了马克思作为一代哲学

大家超出常人的大智慧。但其没有就如何具体应

对全球化问题提出具体方案。当然，在马克思恩

格斯所处时代，全球化刚刚起步，全球化问题才

开始显现，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具体应对方案

是不科学的。

对于当下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应对之策。它包

括一系列方案：在政治上提出打造平等互利互商

互谅的伙伴关系；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上提出通

过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思

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

新型国际关系，打造更具包容性和建设性的全球

伙伴关系；在经济上提出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

惠的合作关系；在文化交流上以开放包容、兼收

并蓄的态度促进文化交流；在生态治理上把生态

环境提升到生产力的高度。

中国在推进实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提出

“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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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共同体”“中国 - 东盟命运共同体”“中乌

命运共同体”“中越命运共同体”“中国 - 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

等一系列行动计划，通过建设“一带一路”和“亚

投行”等方式，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

国周边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主动带领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些计划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好

评，在实践上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效。实践已经

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和实践比

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更具直接现实性。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闪耀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著作，《共产党宣言》

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建立

起来的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阐述。马克思

恩格斯的这两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的重要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两部著作中阐述

的世界历史观，是这两部著作中重要内容之一，

也是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因而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集中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命运的积极关

照，是对当下全球化发展困境提出的现实可行的

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人类社会发

展问题在新时代提出的新的理论主张。因此，我

们可以说，各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于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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