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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
——— “第十三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 综述

吕星卓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周年之际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 “第十三

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 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９ 日在北京召开ꎮ 论坛主题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信息情

报研究院、 国际合作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承办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党组书记高翔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演讲ꎮ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

业洲ꎬ 西班牙共产党主席、 欧洲左翼党副主席何塞路易斯森特利亚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ꎬ 俄中友协副会长ꎬ 俄中友好、 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

席尤里塔夫罗夫斯基作开幕式主题发言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党组成员王昌林主持开幕式ꎮ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副校 (院) 长李毅ꎬ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黄一兵ꎬ 中国人

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等出席论坛并作大会发言ꎮ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国家杜马

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ꎬ 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斯ꎬ 匈牙利工

人党主席久洛蒂尔迈尔ꎬ 越南共产党中央机关科学委员会副主席武文福等来自全球六大洲 ３７ 个国

家的 ８０ 多位国外共产党领导人、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左翼社会活动家以及部分驻

华使节参会并发言ꎮ 与会专家学者紧扣论坛主题ꎬ 围绕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

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与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四大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ꎮ
会议认为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相辅相成ꎬ 都是为了全人类共同

发展和繁荣ꎮ 马克思主义是为全人类求解放的科学思想体系ꎬ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着眼于全人类解

放的事业ꎮ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ꎬ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ꎬ 为解决人

类社会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中国力量ꎬ 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发展奠定了理论基

础ꎬ 引领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前进方向与现实路径ꎮ 面对挑战和机遇交织的国际局势ꎬ 世界社会

主义运动的力量仍然强劲、 前景充满光明ꎮ 作为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先锋力量ꎬ 世界各国社会

主义力量应立足本国实际、 把握时代特征、 加强对话交流ꎬ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主动引

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前行ꎬ 为解放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ꎮ
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高远立意和丰富内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是习近平总书记顺应时代潮流、 统筹两个大局、 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所提出来的重大理念ꎬ 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ꎮ 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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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ꎬ 就共同发展、 普遍安全、 文明互鉴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中国主张、 中国

方案ꎬ 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ꎬ 深刻宣示了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坚定意志和不懈追求ꎬ 充分彰显了大国大党领袖对世界大势的深刻洞察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厚情怀ꎮ
高翔在主旨演讲中指出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ꎬ 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ꎬ 着眼全人类共

同利益ꎬ 旨在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ꎮ 这一理念立意高远、 思想深邃、 内涵

丰富ꎬ 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ꎬ 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ꎬ 凝聚了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的宝贵经验ꎬ 反映了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 １０ 年来ꎬ 不但载

入 «中国共产党章程»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ꎬ 而且写入联合国一系列重要决议ꎬ 已在国际上

凝聚起团结合作的广泛共识ꎮ 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力量应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心和对社会主义

的必胜信念ꎬ 共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在 ２１ 世纪取得新发展ꎬ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尤里塔夫罗夫斯基表示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以来ꎬ 其内涵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ꎬ

已进入世界主要大国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政治背景之中ꎬ 是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和世界政治学领域的重

大理论突破ꎮ 特别是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ꎬ 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在持续稳步向前

发展ꎬ 两国在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合作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了协同增效的作用ꎮ
黄一兵指出ꎬ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一系列重要论

述ꎬ 阐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发展格局、 价值追求、 行动方案、 根本路径和实践平

台等ꎬ 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 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ꎬ 站在历史正确

的一边ꎬ 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ꎬ 为国际关系确立新思路ꎬ 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智慧ꎬ 为国际交往开创

新格局ꎬ 为美好世界描绘新愿景ꎬ 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大贡献ꎮ
罗伯特格里菲斯表示ꎬ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突破性的ꎮ 不同于资

本主义全球化所引发的新型工业化国家和老工业国家、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ꎬ 中国式

现代化向世界证明ꎬ 可以有一种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ꎮ 这种新模式ꎬ 不是建立在片面的、 剥削的

基础上ꎬ 其原则是团结、 可持续发展和互惠互利ꎬ 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更有利地参与全球经济体系ꎮ
２.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伴随着 “一带一路” 等全球合作发展倡议的提出与实践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逐渐被国

际社会所认同ꎮ 特别是随着全球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 社会撕裂以及局部战争连绵不断等多重危机

爆发ꎬ 世界已经进入大动荡、 大觉醒、 大发展、 大变革、 大调整的新时期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

价值更加得以彰显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为回答时代之问、 世界之问提供了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

解决方案ꎬ 也为共同探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提供了基本遵循ꎮ
郭业洲在主题发言中指出ꎬ 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国大党领袖的宽广战略视野、 卓越政治智慧和强

烈使命担当ꎬ 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ꎬ 在历史转折关头为世界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ꎬ
在变乱交织之际为国际合作凝聚了强大共识ꎮ “三大全球倡议” 丰富和完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外延ꎬ 从发展、 安全、 文明三个维度指明人类社会前进方向ꎬ 成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三大支柱ꎬ 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ꎮ
何塞路易斯森特利亚表示ꎬ 在新矛盾不断出现的国际局势下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显得尤为重要ꎮ 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和 “三大全球倡议”ꎬ
正是实现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ꎮ 时代的挑战已经摆在我们

面前ꎬ 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着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和平与进步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张东刚指出ꎬ 科学社会主义着眼于全人类解放的事业ꎬ 始终关注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ꎮ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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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总书记科学判断世界发展现状与趋势ꎬ 准确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及其变化ꎬ 提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以及 “一带一路” 倡议、 “三大全球倡议”ꎬ 以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自信和文化

自信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ꎬ 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中国

力量ꎬ 引领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前进方向ꎬ 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卓越贡献ꎮ
武文福表示ꎬ 在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大会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ꎬ 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中国会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改革开放的原则ꎬ 同时继续坚持在国际交往中

的基本原则ꎬ 集中体现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ꎮ 这不仅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各种重大问题ꎬ
也为解决世界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ꎮ

３.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人类社会团结一致、 携手共进ꎮ 历史和实践业已证明ꎬ 在风云变幻的

国际格局中ꎬ 包括各国共产党组织、 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广大进步力量始终心意相通、 目标一致ꎬ 都

在为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 推动人类进步而共同努力ꎮ 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ꎬ 世

界必将在社会主义力量的引领之下ꎬ 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交汇点ꎬ 凝聚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ꎬ 合理应

对挑战、 防范化解危机ꎬ 走向和平光明的未来ꎮ
李慎明在主题发言中强调ꎬ 当今世界已进入动荡变革期ꎬ 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正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ꎮ 尽管全球社会仍然面临着很多风险和挑战ꎬ 但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决定了人

类前途终归光明ꎮ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正确的领导下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巍然

屹立ꎻ 世界各国人民在经历种种痛苦之后ꎬ 必将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ꎮ
久洛蒂尔迈尔表示ꎬ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为欧洲解决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提供了新的

例证ꎮ 中国战胜贫困的实践表明ꎬ 即使是最困难的问题也能得到解决ꎮ 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建设中

积累了非常重要且富有启发性的经验ꎮ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中国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中国

人民的生活ꎮ 世界各国应当共同捍卫世界和平ꎬ 促进人类进步ꎬ 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共同

建立一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共存并且密切合作的多极化的世界ꎮ
李毅指出ꎬ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ꎬ 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ꎬ 这些挑战需要世

界各国共同应对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呼唤国际合作的大趋势ꎬ 为引领世

界历史走向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坐标ꎬ 成为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ꎮ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提出的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等

全球性倡议逐渐落地生根ꎬ 给世界带来了繁荣稳定的巨大红利ꎬ 创造了扎扎实实的民生福祉ꎮ
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ꎬ 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关注全人类共同利益ꎬ 中国并不强加自己的模式

给其他国家ꎬ 更不会牺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ꎬ 而是谋求共同发展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多项倡

议ꎬ 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ꎬ 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和优势ꎮ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 军国主义、
新纳粹主义和新殖民主义ꎬ 争取和平正义ꎬ 当下的重要任务是把各国人民团结起来ꎬ 取得新的成绩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组织召开首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ꎬ 迄今已举办

１３ 届ꎮ 论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国内外专家学者分

享观点、 凝聚共识、 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ꎬ 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传播中

国声音、 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窗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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