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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建构推动了世界由变局走向变革。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需

要夯实社会文化心理基础，架设民心桥梁、凝聚价值共识，促进文明互鉴、塑造精神纽带。当前，全人

类共同价值理念的传播因为国家实力差距、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多元等问题还面临着一定的社会文

化心理挑战。基于此，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应当从社会文化心理的安全类动力机制、社会交往类动力机

制、地位需求类动力机制出发，推动夯实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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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on value of all mankind pushes the world from turbulent situation to change as a new theo-
retical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this idea, we need to consolidate the social, cultural and psycho-
logical foundation, erect a bridge between people, build consensus on values, promote mu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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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forge spiritual bonds. At present, the spread of the common val-
ue of all mankind is still facing certain social and cultural psychological challenges because of the 
gap in national strength,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and other prob-
lems. Based on this, the promotion of the common value of all mankind should start from the so-
cial and cultural psychological dynamic mechanism of security,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tatus 
needs, and propel its consolidation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psychological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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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

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

促使各国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崇高价值理想的内在要求，是在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同世界理想、批判吸收

西方文化中世界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霸权主义、强权政

治层出不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依然存有“定量”，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渗透，人类社会

发展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面对全球性问题，我们需要集全球团结力，寻求“共鸣点”。 
文化心理是精神文化的心理层面，作为一定社会的精神文化成果，在社会心理中的反映或积淀，社

会文化心理在认识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作为主体认识结构中的重要因素是认识发展的重要条件，能够为

主体的新认识活动提供心理准备。文化心理定势一旦形成，便会在人们的行为和实践中得以体现(余慧，

2016)。社会文化心理与社会存在相依存，是社会普通意识的一般形式。良好的社会文化心理对社会稳定、

社会安全运行与和谐发展、规范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文化心理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而优良的社会环境不仅需要外部条件来制约，更需

要人们心理上的协调稳定。在现实生活中，每个民族的发展道路不同，社会文化心理状况也不同。但是

社会文化心理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形成矛盾甚至产生冲突，而是通过交流互鉴，把差异性转化为发展的活

力性。从这一层面出发，推动世界各国人民民心相通、文明互鉴，对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有助于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 

2.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社会文化心理向度 

2.1. 架设民心桥梁，凝聚价值共识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首先要实现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之间民心相通，推动各国友好往来，

使各国在交往中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合力。社会文化心理的开放性使得人民在交往过程

中会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审视各国之间文化的差异，减少在交往中因为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的

差异而造成的心理隔阂和交流障碍。民心相通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通过人文领域的对话交流，增进彼

此的了解，建立友好关系，实现各国人民心灵上的相亲相近。实现心灵上的相亲相近为弘扬全人类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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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夯实了民意基础，有助于凝聚价值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

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美好构想需要价值支撑，必须提

出与“社会的人类”“人类社会”相适应的具有“压舱石”意义的新型价值观，才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周金凤，2018)，而这就是全人类共同体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符合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能

够凝聚起“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价值共识，可以在克服矛盾分歧中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美好

构想不至于被利益冲突所冲散，积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够激发出人类社会命运与共的“类意识”，

搭建起民心相通的桥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社会文化心理向度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求同存异，

使认同这一价值体系的民族国家可以汇聚在人类道义的旗帜下，最大限度地凝聚世界各国的力量，增进

各国人民的价值共识。 

2.2. 促进文明互鉴，塑造精神纽带 

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世界的理想，还源自于对西方文化中世界主义

理论的批判吸收，是当今世界多元文明互鉴的产物。西方世界主义理论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斯多葛学

派，平等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斯多葛学派的很多思想和理论对基督教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基督

教的世界主义理论虽然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但是它倡导的爱、自由、平等以及它对未来人们摆

脱贫困和受奴役状态的向往都反映了当时底层民众和被征服民族对美好生活和民族独立的追求。中世纪

神学统治下的教会并没有将人们带入天国，战争依旧不断，于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由神转向世俗，但丁

提出的世界帝国理论主张建立一个世界政体，康德在斯多葛学派和但丁的影响下提出自由国家联盟的设

想。二战后，全球化的发展虽然越来越深入但是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全球化仿佛成为了某些民族

国家实行霸权的托辞，人们开始反思其中缘由、加之信息化的发展，世界主义的现实意义开始重新浮出

水面。与传统世界主义理论相比，当代世界主义理论更加多元。正义、民主都是当代世界主义理论的重

要观点，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这一视角出发，当代世界主义理论认为个人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在

尊重差异的同时，强调了对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反对。西方世界主义理论虽然不能直接套用于我国的

理论发展中，但是其中一些思路和视角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具有促进作用。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尊

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各民族国家和地区将差异性转化为发展的动力性，维系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

精神纽带(刘晓航，2019)，夯实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灌注世界文

明的滋养。 

3. 社会文化心理视域下全人类共同价值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3.1. 国家实力差距 

当前世界朝着多极化格局发展，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赶超进程仍在继续，

东升西降、西强东弱态势依旧，世界力量格局日益多元化发展，机遇与风险并存。国家实力差距是影响

国民心态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国家面对中国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大多数

国家对这一理念持赞同的心态，但是也不乏反对的声音，比如部分发达国家发展迅速、实力雄厚，对本

国制度、文化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这时国民容易走向偏激心态，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会产生一定的

心理危机，担心中国的发展会冲击本国的国际地位，如中国“和平崛起”这一概念本来展示的初衷是突

出“和平”一词，但是在国际场域中“崛起”一词更受关注，似乎给“中国威胁论”留下了“话柄”；

中国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往往也被构陷为挑战以西方为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再比如，一

些综合国力相对薄弱的国家，对本民族的文化制度不够自信。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倡导下，这一国

民心态使其既想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又害怕在这一道路上过于依赖而改变甚至丧失自身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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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会制度不同 

当今世界仍然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阶段，各国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框架

下产生各种矛盾，社会制度的差异导致意识形态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马克思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难发现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

竭力维护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当今全球治理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不仅仅反映了权力对峙和利益冲

突引起的治理失灵，还催生因价值观念的推斥和摩擦致使全球不易形成世界各国都遵循认同的价值共识

的问题。以资本逻辑为牵导的西方价值体系严重阻滞了各国摒弃零和博弈、走向合作共赢的历史大势，

主要表现为西方某些大国擅长使用易受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价值理念来生产话语、解释话语、强

化价值认同、巩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地位。还有一些秉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民众在日常交往和媒

体传播中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言论，使得一些国家的社会成员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也是中国对

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这种社会文化心理不利于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导致了一定

程度上国与国、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隔阂心理。 

3.3. 历史文化多元 

历史文化具有历史传承性、现实实践性与创新发展性，例如我们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中国立场，

用“一带一路”精神表达和平与发展之路；用“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表达中国的处世之道；用“立天

下正位、行天下大道”表达不谋求势力的态度，历史文化就像是一条从过去途径现在流向未来的长河，

指引着各国发展方向。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使得世界文明呈现出差异性与多样性的特点。各

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价值追求亦有所差异，便导致各国人民在交往过程中难以理解不同话语

背景下的表达内容，容易形成心理鸿沟。例如东方人赞美集体主义、西方人欣赏个人主义，东方文化更

倾向于含蓄抒情的内容、西方文化中更多注重其严谨现实的一面。虽然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下，东西

方可以达成共识共通共享，但是东西方民众对此差异很难达到完全理解，在某些范畴内或多或少存在着

理解偏差，容易产生心理鸿沟，不利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推进。 

4.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社会文化心理机制 

社会文化心理生发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长期性；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调整，现代化建设需要解决在不同社会形态转换的问题，在此过程中，社

会矛盾和冲突异常激烈，使社会文化心理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具

有动态变化性与可塑造性。本文基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与托马斯的“新鲜经验”需要出发，提出安全、

社会交往和地位动力机制推动各国人民跨越各民族国家的狭隘利益与矛盾，以夯实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

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郑筱筠，2022)。 

4.1. 安全类动力机制——“和平、发展”是人类的生存价值观 

安全是社会成员最基本的需求，安全需求是指人们对于安全和保护的需求，包括生命安全、财产安

全、身体安全等。在社会生活中，要满足人的安全类需求需要基于与其相联系的人和群体有着相似的价

值观和行为方式，这需要彼此的感情投入，有情感的归属才能形成真正认同的社会关系(高地，2018)。当

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国家国民、不同制度社会成员对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

念有着不同程度的安全担忧，因此出现了一定的心理抵触。其实社会文化心理的安全动力机制与全人类

共同价值中的“和平、发展”有共通之处，能够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信任、减少隔阂。《联合国宪章》开

宗明义，指出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需求，是人民的永恒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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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如空气，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一切都无从谈起。回顾世界近现代史，战争侵略与殖民掠夺带来

的不和平因素，永远烙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史上。我们处于命运共同体之中，世界的和

平需要世界各国共同来维护。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和睦相处、

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势头不可逆转，中国跳出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上零和博弈、国强必霸的逻辑，走

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事关人类的生存质量，我们生活的好不好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

从个人层面来讲，自我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利益的实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基本的物质需求解决了，个人在精神层面才会有持久稳定的追求。从国家层面来讲，经济的发展与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发展赤字问题的破解不仅可以消除

贫困、饥饿等长期以来带给人类的困扰，还能从根源上治理恐怖主义、社会动荡等问题，夯实世界和平

之基。中国倡导，在发展的道路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掉队，我们呼吁的发展是共同发展，我们

追求的富裕是共同富裕。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契合各国人民的安全需求，一个和平、繁荣发展的国家不

仅可以促进外部环境的良好运转，还可以保障人们心理上的和谐稳定。全人类共同价值意在推动各国走

共同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的道路，推动构建一个更为开放、包容、平衡、普惠、共赢

的全球经济体系，这既是人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 

4.2. 社会交往类动力机制——“公平、正义”是人类的社会价值观 

社会交往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诉求，社会交往需求是指人们对于社会关系的需求，包括友

谊、爱情、归属感等。不同国家的人民由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差异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因

此在交往过程中因为理解误差造成一定的心理隔阂。这就需要在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建立情感与利益的

相互联系，构建社会交往动力机制。各国人民来往交流频繁或多或少存在分歧，重要的是要保证公平正

义，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解决问题。人类在开展社会生产活动，促进社会繁荣进步的同时，还面临着

对劳动成果和物质财富的分配问题，即公平问题。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共同筑就世界公平，在国际社

会上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与支持，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夯实了价值基石。国际社会需要公平，在

不同文化背景和经济状况下，良好的国际秩序能促使国家和地区间进行稳定、持久地合作。也唯有公平

才能保障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才能为全人类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权利，使发展成果由全体人类共享。正

义是对社会的道义担当，也是对人类的天下情怀。对个人而言，正义是人们进行道德伦理判断的标准，

据此对群体交往中的行为进行是非之辨。对社会而言，正义是稳定社会秩序和谐的关键。对国家而言，

正义关乎国家合法性乃至存亡问题，“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中国对内要求在

法治建设、执法守法、收入分配中体现公平，推进社会朝着正义与法治方向发展；对外我国尊重国家主

权和民族独立，捍卫国际正义，以友好的态度进行交流合作，在气候变化、国际联合反恐、预防青少年

犯罪等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当今世界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促进别国共

同发展，国际规则不应该由少数人定制，只有在国际体系中维护多边主义，践行公平正义，才能更好地

促进合作共赢。同时在公平正义的环境下，可以促进各国人民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并获得尊重和认可，

从而助推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 

4.3. 地位需求类动力机制——“民主、自由”是人类的政治价值观 

地位是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身份确认。人从一出生开始便被赋予了某个国家、民族、族群等身份，在

一定程度上容易形成狭隘的民族主义。社会文化心理的地位需求动力机制倡导人们摒弃单一的狭隘国家

民族利益，走共同发展道路。中华文明传统中的民主思想中最著名的是“民本”思想，中华传统中的“民

本”思想是与物质发展、生存保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时代党中央在继承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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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破除了西式民主政治的迷思，为世界提供了民主之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方

案。同时，紧密关注国际形势，在世界范围内倡导民主价值理念，坚决反对损害别国利益的霸权行为，

积极促进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全球治理。马克思主义将自由视作最崇高的价值追求，指明共产主义是自由

人的联合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与世界对话中，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实际行动

展示中国对自由理念的认知，在政治上坚持不称霸、不结盟，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经济上探索可持

续发展的路径，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注重保护他国发展权益。在地位需求类动

力机制的指引下，有利于人们舍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为增进人类福祉、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而奋斗。 

5. 结语 

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建构推动了世界由变局走向变革。当今世界各国利益交融，全

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我们需要夯实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架设民心桥梁，凝聚价值共识、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塑造精神纽带，促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面对

当前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与托马斯的“新鲜经验”需要出发，提出安全、社

会交往和地位动力机制以夯实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各国人民携手同行才能汇聚起

巨大“共鸣点”实现合作共赢，共同谱写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篇章，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力量(吴迪，

张仕荣，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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