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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解决全球问题的重大倡议，具有强烈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

资本逻辑的蔓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最大时代背景，资本逻辑主导下呈现的种种问题与困境是人

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当今时代资本逻辑困境的思考与回应和其中蕴

含的对人的存在与发展的终极关切体现其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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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ajor initiative that China takes part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solving global problems ac-
tively, the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s strong global problem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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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spirit of concern about reality. The biggest background of the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
ture for mankind facing is the global spread of capital logic, and the problem that it faces is various 
problems and dilemma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apital logic. The thought of the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eflects its contemporary value by thinking and responding to the di-
lemmas of capital logic in the present era and containing the ultimate concern for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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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早见于党的十八大报告。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

个场合从多角度、多层次对这一理念进行阐述，向世界提供中国思考全球问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中

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而这一理念也在近年来的实践中逐渐地为国际社会所认同，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那么如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全

球化是思考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最大时代背景。其中全球化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突

破国家界限，资本逻辑占据了主导地位。资本逻辑突出的是利益的追逐和价值的增值，那就必然会导致

全球市场体系的动荡不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探讨离不开对全球化的考量，也必然躲避资本逻辑在

全球的作用。因此，资本逻辑主导世界是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价值的一个角度。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资本逻辑的全球蔓延 

资本是指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资本就表现出强大的力量，不容忽视。

资本逐渐侵入并占据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资本原则成为主导社会运行的主导原则，资本关系是社会关

系的核心和主导。而资本逻辑也为整个社会生活运转的必然遵循。资本逻辑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资本的

增值扩张，是资本在其增值本质下不断展开的无限度的、无休止的利润追逐并实现自身无限扩大和膨胀

的逻辑。资本总是对利润保持高度灵敏的嗅觉，往往为实现资本增值的贪婪野心表现出不顾一切和不择

手段。“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

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

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这样的资本逻辑之下，引发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并呈现出诸多其自身也无法克

服的矛盾和困境。 
其一，周期性经济危机是资本逻辑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的最生动、最直接和最有力的表现。资本主

义生产是资本增值过程中的手段之一，但要实现真正的资本增值还必然要经过成功出卖商品这个环节。

资本主义竭力发展生产力却必然受到社会相对有限的消费能力的限制。突破这一限度的后果便是经济危

机的爆发。经济危机是资本逻辑运行之下的周期性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表现为商品大量堆积，物

价急速下降、工厂大量倒闭、失业人口数量急剧上升、贫困人口数量急速上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资

本主义内在矛盾自我缓解和暂时解决的必要手段和必然环节。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危机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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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为全球性的危机。 
其二，资本逻辑主导之下导致人的异化与人和人的关系对立。资本对利益的追逐一开始就受到资源

有限性的制约，这一制约使得再人与人、资本与资本、劳动与资本的竞争过程中，只能是只有少部分的

人能够摆脱绝对物质条件的束缚。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之下，人们表现出对商品、资本狂热追逐，“人的

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

人生存的手段。”[2]人同自身的异化外化为对商品、货币等物质利益的追逐，也正是资本逻辑主导人的

生活的必然结果。此种情形下，人除物质生活之外的精神生活和价值意义的一面逐渐丧失，资本逻辑的

内在矛盾与困境更加明显。除此之外，资本逻辑之中还蕴含着极端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原则和价

值导向。对利益的追逐与贪婪是至高无上的准则和最终目的，服从于这一原则和目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充斥着竞争与残酷，是对他人的肆无忌惮的剥夺和霸权。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社会，随时上演着资

本家与资本家、资本家与工人、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竞争与厮杀。资本内在包含的逐利本质和竞争属性最

终导致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度紧张与对立。 
其三，资本逻辑主导之下导致人与自然对立。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对自然资源的摄取与掠夺，

但资源的有限性却又是资本逐利和增值过程中始终面临的问题。我们不可否认，资本作为生产剩余价值

的价值，在投入到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作为物化价值，由于其内在的逐利和扩张本性，必然通过其掌握

的物质力量来追求扩张和积累，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这是资本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

极方面。但是现实使我们始终无法忽视资本逻辑运行中的困境。资本在对人的劳动的无情吮吸的同时还

不断入侵自然领域，向自然界摄取资源和所需价值。回看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

资源枯竭伴随着资本扩张和增值的整个过程。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欧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一方面受制

于本土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而对外殖民和扩张。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也无法避免生态问题、环境问题，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产业转移方式转嫁污染，二战后新兴民族国家在其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无

法避免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由此看来，生态问题或者如何平衡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是内在蕴含

在资本逻辑运行之中的，是资本逻辑内在困境的深刻表现。 
上述已经提到，资本逻辑的最大特点就表现为资本对价值增值和资本扩张的狂热追求与贪婪本性。

在资本扩张本性的驱动下，世界各个地域、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藩篱被打破，资本作为一种极为

强势的力量逐步侵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正如马克思描述道，资本为了追求不限的利润，“它必须到处

落户，到处开发市场，到处建立联系”，消灭“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使一切国

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伴随着生产力进步和商品经济发展脚

步的是，资本逻辑在全球的扩展和生成，瓦解了个人作为地域性和民族性存在的基础，形成了世界性的

社会交往格局。因此，在全球化视野下，资本逻辑在全球蔓延并生成为当前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话题提

供平台和基础。历史逻辑的演变与内在运行规律不仅是探究资本主义发展史的重要线索，也是破解当前

世界问题、探索未来世界发展方向的必然角度。所以，当我们在今天思考和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及

其构建时，必须自觉确立资本逻辑的视野。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使命：对资本逻辑的突破 

资本逻辑引发了一系列的现代性灾难正是当今世界人民所处的真实处境。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

流增多与扩大、世界各国相互联系与依存也日益加深的同时，世界依旧不太平，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与

不确定性非常突出。全球增长动力不足，贫富分化严重，恐怖主义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传染性疾病问

题、生态环境问题等威胁蔓延，当今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总体来说，世界人民仍然处于对立之

中，并受困于各种矛盾、冲突、灾难、危机之中。自己审视这些矛盾与危机，不难发现资本逻辑运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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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发挥着作用，是资本逻辑自身矛盾与无法克服的困境的显示彰显。而对于这些矛盾和冲突，受制于资

本逻辑其固有的贪婪本性和逐利本性，对于这些灾难、危机、矛盾等，资本逻辑又无法彻底解决。时代

的困境呼唤一种不同于资本逻辑的新的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切，为全球

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针对资本逻辑下的竞争对抗模式，提出合作共赢模式。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面对市场和资源的有

限性，资本主体为实现其资本增值目的采取竞争模式，呈现对抗状态。思考当今世界格局，世界各国之

间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跨国界、跨民族、跨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愈加频繁，过

度的对抗竞争产生的灾难后果不会由一人承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合作、共赢、安全等作为其重要

价值取向，将国际利益和谐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作为其核心要义，力图突破资本逻辑下所塑造的竞争对

抗模式。 
针对资本逻辑下的资本的贪婪本性，追求世界公平正义。在资本贪婪本性的驱使下，资本展现出强

大的力量。不论是在一国范围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资本的占有者对资本的非占有者、强势资本主体对

弱势资本主体都表现出强大的剥削、挤压甚至吞噬的欲望和冲力。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构建和谐的利

益关系和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对构建和谐世界、着力解决世界性问题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每一参与

者都尊重其权力，追求世界公平正义。 
针对资本逻辑下人与自然对立状态，着力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思考如何处理好人

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不论是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看，还是从现代社会

发展现状去观察，人的多维关系不仅停留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更需要把控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

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全球共建，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立足人的发

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强调人类共同体必须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

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对当今时代发展问题的积极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课题，也给出

了具体的实施路径：要在国家之间“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

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

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体系”[4]。由此看出构建世界和谐关系和实现共同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

心理念，也是实现对资本逻辑突破的重要着力点。 

4.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超越：实现对人的存在与发展的终极关切 

资本逻辑的生成及其在全球的不断拓展，促进了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打破地域、民族、语言等的局

限和隔离，形成当前联系紧密、相互依存和依赖的世界格局，从根本上改变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封闭狭

隘的社会状态，使得世界人民存在一个共同体之内对话的可能性。资本追逐利益和实现自我增值的内在

冲动，激发人们对金钱和财富的渴望，在提高劳动积极性和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是社会交往的普遍扩展。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5]在如此相互联系与依存的世界体系之中，资本在全世界流动以寻求增值点，世界各国和全

球人民已然处于利益共同体之内。另一方面，在资本本性驱动之下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资本引

发的世界性危机与风险、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使现代人的生活面临种种危机，世界人民不仅处于

利益共同体之中，还处在风险共同体之中。 
但在这样的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中，人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异化的存在

物，人的活动被物或者资本的力量所管控，人与人之间含情脉脉的面纱被资本扯去。在资本逻辑的支配

下，人与自然或者人化自然之间的关系被资本宰制，自然不再是人类通过劳动加以改善生存条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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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对象，而成为资本借以获取利润的对象和工具；人的劳动在资本宰制之下只能成为资本和货币的

附庸而不为人所有；人的交往与社会关系在资本宰制之下服从于资本的原则。此种情况下，人的存在、

生存与发展被扭曲化和片面化，致使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无法找到人本身的存在、生存和发展的信心

和希望。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之下对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超越。在人类共同体理念之下，

对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思考不仅是站在经济维度之上，更是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维度。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积极倡导构建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

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

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承认和发挥资本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生

存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更是对资本主义时代呈现出的人的生存发展状态的深刻反思，着力摆脱资

本对人的命运的绝对统治和资本逻辑主导下人的异化状态。这是对人类命运在现时代如何存在以及未来

走向和可能存在状态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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