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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其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正确地把握了社会发展和历史的演变规律。我国

实行的改革开放离不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指导，世界历史的进程发展到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已成为大势所趋，我国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成功地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这也值得其他发展中

国家借鉴，同时也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致力于为世界发展构建和平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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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correctly grasps 
the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can’t be 
separated from the guidance of Marx’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history, it has become the general trend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t 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theory that China has successfully achieved the world-renowned 
high-speed development, which is also worth learning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s also 
conducive to China’s better commitment to building a peaceful order for worl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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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出发，提出了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观点，进而形成了世界历史理论。全球化的潮

流浩浩荡荡，全球化问题不是哪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需要全世界各族人民共同应对。中国倡导并践行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再是一国或少数国家主宰世界，而是世界各国一律平等，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符合世界发展趋势、响应各国人民诉求。 

2.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伴随资本主义的产生，世界市场慢慢在扩充，并且把世界上全部的国家都相互联系起来，打破了封

闭国家的闭关锁国的格局，在自然经济中，各国之间的孤立状态不再存在[1]。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

步，资本主义突破了种族和地区的限制，让每一个国家都不会置身事外，每个国家文化、经济、政治相

互交融。 

2.1. 时代呈现的特征 

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资本在各国之间加剧流动、经济危机开始周期性地

爆发是这个时代呈现的主要特征。工业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诞生，蒸汽机的发明正式拉开了工业革命

的序幕。工业革命带领人们进入了蒸汽时代，从此人类开始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各国生产

力较之以前得到大力发展。许多取代传统重复劳作的机器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帮助资本家提高了生产

效率，人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业生产以及旧时家庭式的手工业生产，商品经济的到来取代了农耕经济，

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资本家开办工厂，为社会带来的许多新的就业机会。此外，商品的贸易范围也开

始得到空前扩大，各国之间的贸易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各类型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生产、调配、交换变得

司空见惯。 

2.2. 时代面临的问题 

随着资本在少部分人手中的急剧积累，资本家与工人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更多不可调和的问题开始

显现，资本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变得不可忽视，这些逐渐成为了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19 世纪，自由

资本主义盛行并且朝着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处于资本主义两

端的主体，一端是资本主义列强，另一端则是被殖民的地区人民，两者不仅处于不对等的严重失衡状态，

并且这种失衡还在随着资本的积累日益加剧。 

3.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思想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最早出现于其《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世界历史起源于资本主义的不断

拓张加快了世界各地的联系，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随后世界历史理论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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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得以继续发展，马克思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发展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凸显出人在于世界历史

发展中的主体作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最终是为了解释哪种理念，完善什么问题，探究解析他的科学

意义对我们更好的了解这个结论有重要帮助。 

3.1. 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也在悄然的发生着变化。所以，处在各个时

期的人们对于马克思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解读是不一样的，故对世界历史理论的解释也是不同的。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指出，资本市场在不断扩张，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在

社会中不受拘束活动的个体是资本社会中生产方式的直接作用人，自由人的生存与世界的发展是息息相

关的。人类主要在自然界里面生存发展，人类社会的变迁就是对征服大自然的过程，这一点我们可以通

过人类的工具的进阶可以看出，所以，他有直观且无法辩驳的证据，能够直接证明它自身的诞生和产生

过程[2]。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中，人类社会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市场，并推

动了世界资本的生产，因此，社会生产力是形成世界历史的基础。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得资本主义萌芽出

现，从而取代了封建社会，在前期的运动过程中，生产力得到了质的飞跃，从而社会化的生产出现。资

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逐渐取代了封建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由此各个国家的

生产力的不断改变升级中走向了世界历史性的转变，从而全球市场由此建立，这成为了世界历史确立的

标志。 

3.2. 世界历史的内涵 

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认识是在不断改变、升级的，在其所撰写的著作中，虽然没有对世界历史做

出直接定义，但是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中，却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从文本内容来看，马克

思是站在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历史发展和现实个人之间的辩论关系进行概括、总结，并以此反映出其所

认为的世界历史的基本内涵。 
世界历史与资产阶级所形成的世界市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深刻分析历史学可以发现，世界进入

资本社会的初始阶段时，无论是生产方法的形成或资本的原始扩张性、大工业生产的原始积累等因素都

从客观角度推动了世界市场形成。且在改革的过程中，通过社会实践也改变了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提

高了社会生产力，这一点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毋庸置疑。马克思也认同了这一观点，他也曾经说过，形成

世界市场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而资产阶级社会就是希望能够在世界市场中开展生产活动。 

4.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 

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还在不停加深与改变之中，由于资本主义在上百年的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占

据重要地位，也形成了许多规定、条例来限制着世界历史的整体进步，有相当多的后来者国家还在他们

的影响下探索钻研。中国是一个正在复兴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几十年的探索，终于进

入到一个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些年的许多探索中总结出了自己的经验特点而

且正在大力发展。 

4.1. 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理念” 

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经阶段，也是必然趋势。在现代通讯技术以及交通方式的支持下，

世界各国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国际社会日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影响、相

互依存的局面。当今世界，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 21 世纪以后，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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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国家实力持续提升，国际力量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全球治理格局同样发生了重大改

变。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新的国家在国际上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另外，紧密的联系也使得

各国面临诸多共同挑战。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

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3]。面对复杂的世

界形势和诸多的挑战，全新的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发展理念应运而生，并逐步获得国际共识。 
201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向全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内涵丰富的全球价值观，其基本价值观基础包含了国际关系观、共同利益观、可

持续发展观以及全球治理观，其中每个观念皆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这一理念从世界的前途和命运

的角度来思考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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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中国始终坚持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理念，为建设国家间的平等关系、为解决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遇到的世界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4.2. 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思想 

当前，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我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化，

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新时代催生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时代。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发展的时代背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推进实施“中国方案”的根

本指导思想。中国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这条发展之路无疑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融合了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根中

国实践，基于历史新变革、历史新方位、矛盾新转化、历史新使命的时代新课题，不断丰富发展，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回答和解决了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时代课题的解答中，

逐渐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科学地回答了经济发展领域中的时代问

题，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党和国家事业接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理论保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激励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奋勇前进，踏上民族复兴的

伟大征程，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团结强大精神的力量。新在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

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此时此刻，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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