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
———“第八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论坛”综述

吴 茜

为了深入学习、研究和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号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

思主义研究院、厦门大学共同主办，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联合承办的“第八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论坛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讨会”于 2021 年 4 月 6 日在厦门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

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140 多位

专家学者以及部分媒体嘉宾参加了会议。论坛开幕式由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张有奎教

授主持，闭幕式由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张艳涛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主任陈志刚研究员作大会总结发言。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与价值意蕴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郝立新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重要成果，体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高度统一。第一，从科学性的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正确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潮流和世界格局中的矛盾，

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思想; 第二，从价值性的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立

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上，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全球正义的体现; 第三，以 “人

类”为表征的“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史的产物，它表达了对构建和谐国际关

系的一种美好愿望; 第四，协商对话、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作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与价值目标，是能够凝聚世界各国的价值共识和行动共识; 第五，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守人民性、正义性的价值基础，彰显了人类的共同价值，是符合世界文明发

展趋势和人类根本利益的新型制度文明。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同舫教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值得关注的十个基础性问题

和五个前沿性问题。十个基础性问题包括: “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基础词汇的内涵、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必要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目前的存在状态、民族利

己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途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

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权利和义务、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对话。五个前沿性问题包括: 构建人类命共同体与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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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革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两个大局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外认知与评价。

陈志刚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站在真理和道义制高点，深刻把握全球治理赤字、信

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问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超越了 “修昔底德陷阱”、新自由主义全

球化、“文明冲突论”“西方中心主义”，有利于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面对西方国家的遏制打压和 “逆全球化”风潮，中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努力改变强权政治、霸权争夺、零和博弈的国际竞争逻辑，探索和推动一种更具包容性、平衡

性、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

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院院长冯刚教授指出，一方面，应当着力研究和解决人类 “为

什么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怎样成为共同体”“成为什么样的共同

体”等基础理论问题; 另一方面，当前城乡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文化代际传承等具体问题都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应予以考虑的问题。他强调，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既是指向未来的，又是立足当

下的; 既要解决中国问题，也要解决世界问题。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李丹教授提出，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既有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客观物质基础、深远的 “丝绸之路”

历史基础，也具备厚重的人文基础、现实的外交基础。在具体实践中，加强语言互通是前提，拓展

人文交流是纽带，培育文化共性是支点，增强文明互鉴是引领。只有通过持久坚韧的人文交流合作，

才能建成“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从而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趋势

北京高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程美东教授指出，世界

文明的发展史是一部人类交往从封闭走向全球、从松散到紧密的历史，也是形成 “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他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所形成的世界市场在客观上加深了

各民族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19 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全世界无产者的广泛

联合带来了世界性运动的勃兴。从一战到二战再到冷战，人类虽然在不断扩大的世界交往的过程中

因为利益和价值观的差异而爆发剧烈的冲突、对抗，但又蕴含着人类超越民族国家、走向更高层次

的联合和一体化的内在逻辑。纵观世界文明史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具

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黄平研究员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兑现了中国共产党

“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庄严承诺。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给世界带来了机遇。与此

同时，中国在推进新时代大国外交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的成果，体现了中

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世界担当，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格局注入了正能量，带来了新希望。中国敢

于直面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难题、挑战、危机和风险，敢于回答人们心中的各种困惑与迷茫，这为

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朝着正确方向前行提供了大智慧、新思想。

光明日报社理论部副主任李亚彬研究员认为，在应对生态危机、金融危机、传染病跨境传播等

全球性问题严峻挑战下，不同国家有可能达成一定的价值共识，实现由 “国家主体”到 “人类主

体”的转换，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可能。全球各国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就是一次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益尝试。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吴学琴教授从阶级解放、劳动异化和自由人联合体三个方面

来解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以此推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演进路径。她指出，人类解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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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了三种积极的共识，即公平正义的政治共识、开放合作的经济共识、交流互鉴

的文化共识。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宋建丽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不平衡发展表现为经

济发展失衡、权力分配失衡、全球治理失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竞争逻辑、支

配逻辑和霸权逻辑，以共建共治共享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体现了东方智慧。

张艳涛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唯物主义原创性贡献的 “中国方

案”，体现了对文明本质的哲学阐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世界前途观与人

类发展观，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之问”的创造性解答，预示着世界历史将进入新阶段，充分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大国责任担当。
3． 21 世纪“时代之问”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辛向阳研究员提出，应当加强对 21 世纪马

克思主义需要回答的四个重大问题的理论研究。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与中华文明相

结合以及二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中华民族创造的古代灿烂文明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

理思想，其中的思想精华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的深厚历史资源，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正是在融合中华文明的精华中成长发展起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

济已经结合的现实情况下，怎么驾驭越来越强大的资本力量，怎样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色、个性、

特征，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如何相处。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创新来发掘其中的深层逻辑与解决路径。第三个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的更高阶段

如何界定的问题。第四个问题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新的表现

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分解为三对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化的内在矛盾，

生产资料占有制中私人占有和社会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的私人化与社会占有之间的矛盾等。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福建师范大学郑传芳教授指出: 第一，21 世纪

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力量源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亿万人民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

发展; 第二，21 世纪科技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必将在新时代进一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四，世界各国人民在守卫世界和平、追求公平正义

和谋求幸福美好、推动共同发展的进程中，一定能为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新发展提供重要的实践

源泉，贡献探索的重要经验和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戴立兴研究员认

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根据在于: 一是为解决人类

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走

向振兴的中流砥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小军研究员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深刻反映和把握“三大规律”在现代社会发展形态演变的复杂性，找到了破解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 “总钥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

(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编辑: 刘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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