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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高校思政课“新思想概论”课的重要内容。中国外交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这一语境中获得诸多新内涵和特色。围绕和平性、民族性、实践性、历史性、引领性和超越

性等维度，向大学生清晰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培育引导大学生胸

怀天下，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对树立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理论自觉和实践

意志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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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New Thought Introduction Cours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ina’s diplomacy has gained many new conno-
tations and features 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round peace, nationality, practical, historic, leading and transcendent dimensions, the teachers 
clearly clarify to college stud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ed by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t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
ance that the teachers foster students as the communicators and practitioners of building a com-
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make them set up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
tion theory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e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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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设课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简称“新思想概论”课)
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课程的重要内容。如何让大学生在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

重大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更深刻地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精髓和特色，是一项重要的教学研究

任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历史现实，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等提出的中国方案，它是一个科学完整的体系，其核心要义为构建

“五个世界”，即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它科学地回答了

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如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新时代的中国如何办好外交等重要命题。

在“大国外交”之前冠以“中国特色”，点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引领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

精髓和特色，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使命和目标。以下将从和平性、民族性、实

践性、历史性、引领性和超越性等方面阐释“新思想概论”课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特色”维度的教学侧重。 

2. “和平性”之维 

纵览历史可以发现，如果一种理念或者思想内蕴诱发冲突乃至战争的因素，不具有和平属性，那么

它必将为历史的实践所淘汰。而那些具有鲜明和平属性，以追求和平为目标宗旨的理念或思想才能对历

史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具有鲜明的和平属性。和平就像人们生活

中的阳光和空气，失之则难以生存。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要旨。这种

和平不是作为手段的和平，而是作为一种根本理念的和平，所追求的是持久和平永久和平。它体现了中

华文明中的“和”“和为贵”等文化精髓。正如习近平所强调，“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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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1]。 
“和平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擎引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属性。教师在教授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持久和平”这一首要要义时，要讲清楚中国“和平基因说”，说透彻中华文明所

饱含的和平文化因子，阐释其内敛和非进攻性的基本文化特征。反对霸道弘扬王道已成为遗传基因般的

文化标识浸润其中。同时，引入介绍中国于 2005、2011 年分别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2] 
[3]的主旨内容，引导学生体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略，并随着

实力不断提升愈加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世界和平的历程。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的承诺消减

了世界的不确定性，中国期望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通过非暴力的和平合作方式建立和积累互信。建设

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根本要义在于国与国之间要构建真正的伙伴关系，打造公道正义的安全关系。中

国与世界各国同向前行和平发展，是承载历史使命、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负责任之举。二十大报告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教师要让大学生们牢牢把握，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属性，也是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和平外交的核心范畴和顶层设计，指导着中

国承负和平的历史使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持续向前。 

3. “民族性”之维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发展而来的独特的文明体系，有本民族独特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智慧。

有史可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源于中华民族栉风沐雨一路走来始终不变的持久情怀。中国共产党

人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守社会主义方向并取得巨大成功，与中华

优秀传统和民族智慧紧密相关。中国外交能够使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绝大

多数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智慧。作为一个东方文明古国，我们讲中庸、

讲“和合”、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仁者爱人、讲诚信崇尚正义、讲究天下大同等等，这些精辟概括

是对中华文明的思想精髓和道德精华的高度凝练。中华民族的这种独特的文明智慧能够解决全球化时代

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诸多的困境和挑战。 
因此，教师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蕴涵的中华文明和优秀文化传统之特征和精要概括之基础上，

要引导学生意识到，当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憧憬又困顿迷失之时，在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之时，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凸显了中华智慧之精神品格、价值观念、哲学思维、审美旨趣、

道德精髓、天下情怀，并结合时代追寻，创造性地回应了时代之问。教师要使我们的学生认识到，世界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强大起来的中国也应有属于自己的具

有原创性和主体性的话语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这样一种体现民族性的话语体系样式。在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创新，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运用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中华

民族的智慧，并发挥这种独特智慧在外交实践中的“巧实力”效用，这也使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然展

现我们民族特有的精神追求。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言，“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

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4]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的显著特色就是彰显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追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使我国

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5]。 

4. “实践性”之维 

“实践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引领下中国外交的突出特征。在讲授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理

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再好的理念只有落实到政策的实践上才会有真正的价值。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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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出台一系列新理念和新举措，在外交和全球治理等各个领域扎实推动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国

十分重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既是最高谋划者，也是坚定实践者。十八大以来至今他频繁

出访五大洲四大洋一百多个国家、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期间，又运用电话外交和云

端外交等方式，主场外交与出访活动联动共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一运筹，谋大势、担大义，引领

扩大中国的“全球朋友圈”。在与大国、周边、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在全球经济发展领

域、国际制度改革和建设领域、全球网络空间建设和治理领域等多边舞台，在多个层次中国外交参与全

球治理、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全方位地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同时，中国着力打造的“一带

一路”倡议以利益契合点为基础，真正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精神，成功地与沿线国家建立了新型合作伙

伴关系，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载体。 
教师要努力引导学生树立这样的意识，那就是，在传播和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征程中，

中国外交实践要在国际社会努力做一个榜样，用实际行动来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和认同。教学中，教师

还要及时选用当下国家领导人的重要外事活动和国际热点问题充实课堂，用生动鲜活的实例来进一步帮

助学生对我国外交实践的这一突出特点的理解和认知。例如引入此次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中国秉持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等新鲜素材，向大学生们介绍在这一过程中的中国外交，不仅

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谛，也使该理念的时代价值得以彰显。不难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从宏大的叙事、宏阔的愿景和远大的抱负，再到扎实具体的实践推进，贯穿于整个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战

略中，引领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实践。 

5. “历史性”之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是基于对世界历史演进和国际局势演变的深刻洞

见。在全球化时代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是将中国的发展和当代世界的发展放入更广阔的世界历

史视野考量的结果。总书记在《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中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6]而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的诸种理论范式都是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时代

以来欧洲国家间关系的模式之上，没有把欧洲以外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的历史经验涵盖其中，缺乏

全面的历史视野，因此，它既不能完全解释过去，也不能准确预测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

规避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历史新征程中总结世界历史发展

规律，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辩证的思维方式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中复杂的矛盾关系，把握本质/全局与

现象/局部的关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尤其是在我国的发展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总体

进程中观察和审视问题，深刻把握我国在世界格局演变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握历史前进大势，准确定

位自身的产物。 
教师还可引导学生理解和领悟，资本主义是以野蛮掠夺的方式谱写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而科学社

会主义开创了通过消灭剥削和压迫、消除两极分化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式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发展和人

的解放的世界历史，将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复兴融入到全球化和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

顺应全球化发展大势、推动全球化的健康发展，而彰显了其创造世界历史的力量。教师应以此带领大学

生认清历史大势：中国一贯提倡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未来的角度来思考和把握全球化和世界历

史的未来走向，而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历史只代表阶段性的历史过程。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之所以能对全球化和世界历史产生深刻影响，是因为它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时代主题，以全人类的共

同发展、共同繁荣作为基调，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体现了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世界历

史趋势。从大历史观的历史纵向长远发展看，“世界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

坦的大道可走。”[7]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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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正确的历史观，避免在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努力引领全球化迈向以更高合作和信任水平的命运共同

体为基础的良性全球化，在变幻万千的世界历史中把握历史前进的大势，在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坚定地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开创世界历史的光明前景。 

6. “引领性”之维 

在讲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引领性”时，教师首先引导学生领悟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代表着

人类先进的文明理念、战略构想和共同价值，涵含着前瞻性的新型思维方式，合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

民族的共同利益，它使得国际社会在有关人类未来发展方向上等重要问题上形成更大程度的共识成为可

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顶层设计引领下开展外交实践，中国要做好战略谋划，在国际上保持战略定

力，更加主动地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建设性作用，尤其是引领作用。由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力量对

比发生深刻变化，“东升西降”特征显著，原有西方大国的国际领导力正在减弱，而世界正更多地感受

到中国和平与发展带来的正能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方案被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标志着该理念

得到越来越多成员国的支持和认同。 
历史的潮流、时代发展的召唤、日益增强的大国地位、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正在把中国推向新的全球

治理体系建设的实践前沿。中国外交要发挥自己独特的引领作用，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积极

引领推进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教师要引导大学生关注、

体悟近年来我国的重要外交实践：当一些大国始终不忘强国必霸还在搞结盟拉小圈子的时候，中国引领

倡导相互信任、打造伙伴关系、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当一些大国仍在迷信武力和武

力威胁损害他国安全福祉的时候，中国引领提倡各国管控分歧，走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新

路，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当一些大国还在延续巧取豪夺的老路时，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打造

政治互信、经济互利共赢和文化包容互鉴的共同体，引领世界各国走和平和共同繁荣之路；当一些大国

退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条约和合作时，中国宣布要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打造清洁美

丽的世界；当一些大国还在津津乐道文明冲突的时候，中国主导强调文明和谐共生，世界开放包容文明

绚丽多彩。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这样的意识，也就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在

未来全球治理的舞台上发挥引领作用，“引领性”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特点。它目标明、航道正，

将带领中国和世界驶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真善美的新境界。 

7. “超越性”之维 

要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创新性，最凸显之处在于其超越了西方传统的

大国外交理论和模式。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西方国家在外交实践中笃信霍布斯式的丛林法则、

崇尚权力政治和零和博弈、追求均势、崇拜硬实力、推崇结盟对抗、强调修昔底德陷阱、宣扬霸权稳定。

传统的西方大国外交基本上都认为国家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为权力和生存而竞争，对他者无道德可言，

不惜牺牲他国利益。对大国之间关系持悲观态度，漠视中小国家利益，忽略社会力量。战争、殖民、掠

夺、划分势力范围、控制国际机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方式，是这种大国外交的真实写照。虽然二

战后相继产生如相互依赖理论、民主和平理论等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其仍较多地体现西方国家的利益

和价值偏好，现实解释力具有局限性。 
由此，教师在阐释这些内容时，应帮助学生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愿景超越了既往关

于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种种构想，超越了冷战思维、对抗结盟和强权政治，超越了党派、国别、社会

制度和文明的差异，使得另一个世界——一个和平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成为可能。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统合了新型国际关系观、全球治理观、新安全观、共同利益观、正确义利观、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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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鉴的文明观和发展观等，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更加系统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中

国大国外交实践使人类过往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不断重复上演且充满悲剧色彩的国强必霸等现象不再

是一种必然，呈现出与传统的大国外交相异的独特性。 
总之，讲透彻“新思想概论”课中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这六大特色维度

“组合拳”，引导和鼓励大学生放眼世界、胸怀天下，培育其养成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理论自觉和实践

意志，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者和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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