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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天下情怀:
内涵意蕴、 实践路径与价值创新∗

张誉馨

[摘　 要] 天下情怀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鲜明特点, 具体体现为世界视野、 国家胸怀与人民关怀。 以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 倡议与 “三大全球倡议” 为代表的全球公共产品, 是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天下情

怀的主要路径与抓手。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 中国直面全球挑战, 彰显大国道义、 展现大国格局、 履行

大国责任, 致力于改善人民福祉、 保障人民安全、 实现公平正义。 蕴含着深厚天下情怀的习近平外交思想为中

国外交理论与全球治理改革贡献了新方案, 实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国家利益的均衡协调、 义与利的有机融合

及安全与发展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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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情怀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鲜明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只要是对人类有益的事情,
中国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做, 并且做好。”① 这表明了中国胸怀天下、 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郑重

态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中国外交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 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

下的精神品格进一步发扬光大。 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中国以大国胸怀参与全球治理、 关怀人民福

祉, 实现了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均衡协调。

一、 习近平外交思想天下情怀的内涵意蕴

(一) 习近平外交思想所体现的世界视野

“天下情怀” 是一种超越国家界限, 关注全人类福祉的世界观, 它的基础是习近平外交思

想所蕴含的世界视野。 这一视野强调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关切, 倡导各国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

时, 也应考虑全球利益和人类长远发展。 “天下情怀” 要求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时,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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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要追求本国利益, 还要兼顾全球利益, 推动构建和平、 公正、 包容的世界。 正是本着这种精

神, 习近平外交思想回答了 “如何解决全球治理需求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 这一问题: 解决

问题的核心是倡导各国重新聚焦国际合作、 求同存异, 在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与协同发展上找到

交集。
从世界视野出发, 习近平外交思想展现了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的大国道义。 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一个重要理念基础是孔子在 《礼运大同篇》 中提出的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

公”①。 “大道” 指的是理想的社会治理秩序, 孔子阐述了在古代中国社会治理中, 让每个人都

能够享受到社会资源和发展权利即为 “大道”。 习近平外交思想继承并拓展了这一概念, 从整体

视角出发, 将国际社会视为一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 强调超越单一国

家利益的共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 ‘天下一家’, 主张民胞物与、 协

和万邦、 天下大同, 憧憬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的美好世界”②; “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 要让发展更加平衡, 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 发展成果人人共享”③。 在

此基础上, 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所在, 万物

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④。
(二) 习近平外交思想所体现的国家胸怀

大国之大, 不在于体量大、 块头大、 拳头大, 而在于胸襟大、 格局大、 担当大。 国家是构成

“天下” 的基本单元, 一国赢得信任与尊重, 靠的是在国际交往中展现的格局与责任感。 习近平

外交思想以中国发展带动世界发展, 以世界繁荣为己任, 其所展现的国家胸怀包括大国格局与大

国责任两重意涵。
一是 “兼容并蓄、 和而不同” 的大国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外交的基本方针, 就

是坚持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 突出亲、 诚、 惠、 容的理念。 要倡导包容的思想, 强调亚太之大容

得下大家共同发展, 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⑤ 作为习近平外交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兼容并蓄原则尤其体现在 “全球文明倡议” 和中国式多边主义的实践当中。
“全球文明倡议” 强调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积极搭建开放包容的文明对话平台和人文

交流机制, 全球文明倡议认为文明没有高下、 优劣之分, 不同文明优势互补、 互学互鉴, 才能推

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中国式多边主义将包容性置于核心位置, 强调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

理念的重要性; 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始终坚持开放包容, 本着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 强调求同

存异, 以平等尊重和共同利益为基础, 巩固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由此, 习近平外交思想彰显

了普惠包容的大国格局, 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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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 “立己达人、 兼济天下” 的大国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邻居出了问题, 不能光

想着扎好自家篱笆, 而应该去帮一把”①。 成就自己同时成就他国的理念是大国责任的体现, 堪

称现代版的 “孔子改善”②。 “孔子改善” 的内核即是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它之所

以优于西方的 “帕累托改善”, 是因为 “孔子改善” 下的制度安排旨在实现所有人的利益共轭增

长。 相比之下, “帕累托改善” 仅要求在没有任何人利益减少的情况下实现总福利增长, 仍不足

以化解贫富分化③。 从立己达人的视野出发, “全球发展倡议” 坚持发展优先, “一带一路” 以

中国发展带动世界共同发展, 二者都是实现 “孔子改善” 的典范。

(三) 习近平外交思想所体现的人民关怀

构成 “天下” 的最小单位是民众。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典故指出: “古人说: ‘天地之大,

黎元为本。’ 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 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 现代化观。”④ 习近平外交思想着眼于 “人民” 这一社会发展的基本

主体, 高度关注与世界人民切身相关的贫困问题、 生态问题、 基础设施等问题, 突破了民族界

限, 心系人民生存与发展。 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人民的关怀主要体现在 “民生、 民安、 民均” 三

方面。
习近平外交思想致力于改善世界 “民生”。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 “一带一路”

倡议开创了惠及天下民生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努力把我们生于

斯、 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⑤。
“一带一路” 建设坚持高标准、 可持续、 惠民生导向, 助力其他国家走上利民、 富民道路, 将资

金投向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项目, 切实改善了落后国家民众的生存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
带一路” 要绘制好精谨细腻的 “工笔画”, 要在项目建设上下功夫, 建立工作机制、 完善配套支

持, 注意实施雪中送炭、 急对方之所急、 能够让当地老百姓受益的民生工程⑥。
习近平外交思想高度重视 “民安”, 将人民的安全需求视为实现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前提。 当

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安全治理失序风险逐渐上升, 人民生活面临传统安全与非传

统安全双重挑战。 “全球安全倡议” 与 “新安全格局” 两大概念的提出顺应其时。 在国际层面,
“全球安全倡议” 回答了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 如何实现共同安全” 的重大课题, 主张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家间分歧, 为人民营造和平环境, 重视生物与化学安全、 气候变化、 公共卫

生等与人民息息相关的非传统安全议题。 在国内层面, “新安全格局” 呼应 “全球安全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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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并完善新安全格局与新发展格局, 更好地满足人民安全需求, 实现了中国安全与世界安全的

联动。
习近平外交思想强调实现 “民均” 的重要性, 以改善贫富差距作为着力点, 关怀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普惠包容, 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要, 通过缓债、 发展援助等方式支

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特别大的脆弱国家, 着力解决国家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

题。”① “普惠” 意味着公平分配利益、 惠及全球人民。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始终

致力于倡导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机制, 缩小世界贫富差距。 同时, 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

义、 保护主义, 抵制歧视性、 排他性规则, 为落后国家争取更多公平权益与发展空间。

二、 习近平外交思想天下情怀的实践路径

中国通过一系列公共产品实践, 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世界视野、 国家胸怀和人民关怀落到实

处。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 中国积极搭建平台、 贡献资源, 推动解决全球性问

题; 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 中国立足 “三大全球倡议”, 以公平正义为原则践行国际制度,
为发展中国家、 落后国家争取权益, 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 中国外交聚焦民生、 民安、 民

均: 以民生项目为抓手共建 “一带一路”, 改善沿线国人民生活水平; 坚持和平发展, 加强跨国

安全合作, 增强人民安全感; 注重公平分配, 帮助落后国家缩小贫富差距、 普及教育, 共享繁荣

成果。
(一) 聚焦共同价值, 积极促进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气候变化、 生态保护、 资源治理等关乎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

性议题, 先后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类健康共同体、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核安全命

运共同体等倡议, 中国围绕上述议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中国深入参与气候变化应对合作, 积极出资建立治理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在 《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 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强调, “中国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
坚持走生态优先、 绿色低碳发展道路”②。 多年来, 中国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发布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作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等承诺。 中国与欧盟、 加拿大、
印度、 巴西、 南非等国际组织和国家共同举办相关部长级会议, 主办金砖国家气候变化高级别会

议, 积极参与 《巴黎协定》 国际谈判进程。 截至 2023 年 6 月, 中国已与 39 个发展中国家签署气

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③。 中国出资建立气候变化基金, 对可再生能源技术人才进行合作培养。
2022 年以来, 中国承担气候领域援助项目 54 个, 在发展中国家开展 10 个低碳示范区、 100 个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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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为 120 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约 2300 名相关人员①。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保护生态环境, 应对气候变化, 维护能

源资源安全, 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② 中国率先出资 15 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

金, 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事业, 并推动达成 “昆明 - 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中

国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 《关于建设绿色 “一带一路” 的谅解备忘录》, 与 30 多个国家及国

际组织签署环保合作协议, 共同发起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③。 同时, 不断加强与

东亚、 南亚及非洲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履行国际环境公约方面的合作, 并推动解决生态危机。

2023 年 5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 中亚峰会上再次强调, 愿同中亚国家在盐碱地治理、 节水

灌溉等领域合作, 推动解决咸海生态危机④。

(二) 坚持公平正义, 以共商共建践行国际制度

中国在制度建设方面展现了大国格局与胸怀, 由中国发起建立的组织一贯以公平正义、 共商

共建作为制度设计的根本原则; 在多边外交实践中, 中国超越文明隔阂与冲突, 推动建立非排他

性、 非歧视性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在国际制度实践中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准入原则、

决策机制等领域严守公平正义标准。 以亚投行为例, 亚投行在准入原则上兼容南南合作和南北

合作, 在交往原则上坚持与成员国以 “合作不对抗、 结伴不结盟、 不针对第三方” 的原则协调

事务; 在决策机制上, 一方面遵循 “一股一票” 的资本驱动型国际组织的普遍属性, 另一方面

又秉持共商原则, 主张协商式监督。 例如, 亚投行面向成员平均分配基本票, 股本的权重为

85% , 基本票的权重为 12% , 3%的投票权由 57 个创始成员共同拥有。 在机构合作机制上, 亚

投行与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密切合作, 在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等项目中得到

认可⑤。

中国始终遵守国际制度规则, 秉持公平正义原则, 维护世界和平。 在联合国工作中, 中国坚决

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充分倾听小国声音。 在 WTO 等多边制度体系中, 中国

历来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中国外交崇尚信义, 严格遵守国际组织规则, 从未毁约或 “退群”。

中国始终恪守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 坚定不移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

同各国的友好合作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向全世界作出庄严承诺: “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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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苏晨、 张庆阳: 《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 《世界环境》 2021 年第 1 期。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 第 127 页。
参见周正韵: 《 “一带一路” 十周年: 打造绿色丝绸之路, 助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 https: / / iigf. cufe. edu. cn / info /

1012 / 7759. htm。
参见 《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 (2023 年合订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年, 第 37 页。
参见顾宾: 《中国式多边主义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观察: 以亚投行为重点的分析》, 《国际经济评论》 2023 年第 5 期。
参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文献选编》 (下), 北京: 人民出版社、 新华出版社, 2022 年, 第 9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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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 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国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①

(三) 关注繁荣发展, 增进全球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 是中国履行 “立己达人、 兼济天下” 大国责任最为生动的写照。 “一带一路”
以中国发展为世界赋能, 以加强互联互通为主要抓手, 带动贫困国家与地区发展。 十多年来,
“一带一路” 建设项目遍布世界各地, 已与蒙古国的 “发展之路”、 哈萨克斯坦的 “光明之路”、
印度尼西亚的 “全球海洋支点”、 匈牙利的 “向东开放”、 非洲的 《2063 年议程》 等战略和倡议

成功对接, 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全球发展倡议” 则将国际视野从冲突拉回发展, 重

新聚焦南北差异与发展瓶颈等问题, 弥合全球发展赤字, 兼容各国利益需求。
中国与东盟打造命运共同体, 助力东南亚发展。 东南亚地区是共建 “一带一路” 承包工程

项目最多的地区, 截至 2023 年 7 月, 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承包工程累计营业额超过 3800 亿美

元②。 双方在交通、 通信、 能源等领域互联互通不断推进。 其中, 中老铁路、 雅万高铁已开通运

营, 中泰铁路、 中马东海岸铁路等项目正在推进, 中缅大瑞铁路项目建设也已进入贯通倒计

时③。 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创 “两国双园” 新模式, 合作建设 20 余个经贸合作区, 推动中国 - 东

盟自贸协定升级、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正式生效实施, 推进澜湄合作、 中国 - 东盟东

部增长区等次区域经济合作④。
中拉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显著改善了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国家地区的经济状况。 目前, 中

国已与 22 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签署了共建 “一带一路” 谅解备忘录, 推动建设中拉命运共同

体, 持续推进陆、 海、 天、 网 “四位一体” 互联互通, 已成功建设牙买加南北高速公路、 秘鲁

钱凯港等一批标志性项目。 截至 2022 年年底,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 5961. 5
亿美元。 同时, 中国助力拉美国家提升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与阿根廷、 智利等国家共同核准

了 《 “一带一路” 融资指导原则》。 巴西、 秘鲁、 委内瑞拉、 智利、 玻利维亚、 阿根廷、 厄瓜多

尔相继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⑤。
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帮助非洲走出落后困境。 中国通过发展铁路、 公路、 港口和发电厂

等项目, 支持非洲的经济增长和区域一体化, 已陆续建设了亚吉铁路、 蒙内铁路、 尼日利亚阿布

贾至卡杜纳铁路、 拉各斯 - 伊巴丹铁路、 卡科特港国际机场、 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等具有示范

性、 带动性和标志性的项目。 在新基建合作方面, 光缆骨干网项目使坦桑尼亚通信成本下降了

57% , 被誉为 “信息坦赞铁路”。 “智慧塞内加尔” 项目加快了塞内加尔数字经济发展, 为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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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年, 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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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9 / c1004 - 32514202.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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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 《从五通拓展到新领域》, 《财经界》 202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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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塞内加尔” 计划注入了新动力①。 这些项目极大提高了非洲互联互通水平, 为提高市场要

素配置效率, 推进非洲工业化、 经济多元化和一体化提供了基础保障。
(四) 聚焦民众生计, 提高人民幸福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让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②。 这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鲜明的民生属性。 “一带一路” 将民生项目作为重点, 聚焦供电、 供水、 医疗、 出行、 教育等民

众关心的难题, 致力于 “解民于倒悬”, 增强沿线国家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
首先, 致力于解决民众生活困难的 “小而美” 项目在世界各地开花。 为减少人民遭受的自

然灾害威胁, “一带一路” 资助并参与菲律宾卡利瓦大坝、 赤口河泵站灌溉等项目。 为缓解非洲

人民用电短缺, 中国援建了中非共和国首座光伏电站———萨卡伊光伏电站, 建设了安哥拉和乌干

达的水电站及埃塞俄比亚的风力发电站等项目③。 为解决人民交通困难, 中国推动老挝 “变陆锁

国为陆联国” 战略对接项目, 建成中老铁路, 并援建了菲律宾埃斯特热拉 - 潘塔里恩公路大桥、
比农多 -王城跨河公路桥等项目④。

其次, “一带一路” 致力于佑护人民生命健康, 改善沿线国医疗水平。 2020 年, 习近平

总书记在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明确呼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并强调, “中国将对全球

公共卫生事业尽责, 尤其是支持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地区”⑤。 中国以医疗人员援助、 产品捐赠、
援建医院等方式, 切实解决人民病痛疾苦。 一是持续向 76 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中国医疗队, 赴 30
多个国家开展 “爱心行” “微笑行” “光明行” 等无偿医疗服务, 开展艾滋病、 疟疾等传染病防

治项目。 二是帮助共建国家培养数万名医学人才, 持续提升沿线国卫生健康可持续发展能力。 目

前, 中国已与 1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卫生合作协议, 建立 “中国 - 非洲国家卫生合作”
“中国 -阿拉伯国家卫生合作” 等 9 个机制, 并援建 “中国 - 柬埔寨中医药中心” 等⑥。 目前,
中国已与 40 余个政府、 地区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中医药合作协议, 中医在 100 余个国家得到推广

使用⑦。
(五) 保障和平安宁, 增强人民安全感

在 “全球安全倡议” 框架下, 中国致力于加强安全合作、 政治协调, 让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 “全球安全倡议” 提出了包容代替排他、 合作代替对抗的非零和新型安全

观, 以世界人民生命安全为第一要务, 倡导和平对话与平等协商, 以普遍、 共同的安全概念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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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的联盟型安全。

在传统安全方面, 中国始终致力于营造有利于世界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环境。 “全球安全倡

议” 阐明中国不谋求建立军事同盟、 不搞 “小圈子” 与零和游戏的立场。 一方面, 中国增强在

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 增加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

军事高层互访、 军队交流, 缓和与周边国家的领土、 领海争端, 避免直接军事对抗①。 另一方

面, 积极推动化解政治矛盾、 管控危机。 中国为推动伊核问题解决、 朝核问题解决、 阿富汗局势

缓和、 沙伊和解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并提出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案, 以实际行动推动冲突

降级。

在非传统安全方面, “全球安全倡议” 与 “一带一路” 始终高度重视反恐、 生物安全、 信息

安全、 经济安全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从国家、 区域和全球层面加强多方合

作。 一是依托上合组织、 金砖国家平台, 加强反恐政策沟通和情报共享, 中国先后加入 12 个全

球性反恐公约, 进行常态化反恐演习。 二是持续打击跨国犯罪, 推进互派联络官等制度, 构建毒

品治理信息共享平台, 签署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禁毒合作 “六国七方” 谅解备忘录, 多次参与

“一带一路” 沿线贸易通道联合巡逻执法。 三是加强管控生态与生物安全。 中国加入并维护 《禁

止生物武器公约》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等相关文件, 已成为向全球环境基金捐资最多的发

展中国家。 四是积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破解信息安全困境。 中国与 81 个国家和地区的

274 个网络安全应急组织建立伙伴关系, 共同打击网络犯罪, 积极组织与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等

国际组织的网络对话合作②。 五是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共同健全经济风险防控机制, 减少贸易

壁垒与恶性竞争。

(六) 实现公平分配, 提升人民获得感

习近平主席曾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联合国第 75 次大会等多个场合指出, 必须直面贫

富差距、 发展鸿沟等重大问题③。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 “一带一路” 注重缩小贫富差距,

其贡献主要体现在减贫、 乡村建设、 资助沿线国教育、 助力沿线国出口创收等方面。

在减贫惠民方面, 中国在非洲、 东南亚开展了一系列行动。 中国在非洲企业社会责任联盟推

动实施 “百企千村” 活动, 聚焦小微民生项目, 孕育 “造血” 扶贫产业④。 在非企业通过铺路

搭桥、 修建水井等方式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造福民众。 中国在非洲建成 24 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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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了 300 多项先进适用技术, 带动农作物增产 30% 至 60% ①。 此外, 中国还在缅甸援建了埃

羌达和敏彬两个减贫示范村, 并连续援建柬埔寨乡村道路项目一、 二期工程, 援建乡村供水

项目②。

在贸易方面, 通过减免落后国家农产品、 食品关税等行动, 助力其对华出口, 为农民等弱势

群体减轻负担。 2023 年 1 月至 8 月, 中国与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食品贸易总额达到 5538. 2 亿

元, 同比增长 10. 4% , 较 2013 年同期增长 162% ③。 目前, 中国已经与 171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海

关合作, 签署农产品食品准入类文件近 400 份④。 在 2024 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 习近平主席宣

布, 中方愿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 给予包括 33 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

达国家 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⑤。

在人才培养方面, 中国通过援建学校、 设立资助基金等手段为贫困人群提供改变命运的机

会。 自 2015 年起, 中国每年向哈萨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克兰、 白俄罗斯、 越

南等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提供 1 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 并开展商务部援外硕士项目, 2019 年

启动了资助东盟青年赴华留学的菁英奖学金。 中国实施 “丝绸之路” 教育援助计划、 “未来非

洲 -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 “中非高校 20 + 20 合作计划” 教育援外行动, 为沿线国培养了大

批应用型人才。 高职高专院校开展的海外合作办学项目 75. 47% 集中在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

已建成多个旗舰品牌。 其中, “郑和学院” 定向服务 “一带一路” 企业。 “丝路学院” 遍及亚非

欧 20 多个国家⑥。 “鲁班工坊” 建设联盟成员单位在 2023 年年底已达到 323 个, 形成了贯通

“中高本硕” 的国际人才培养系统。

三、 习近平外交思想天下情怀的价值创新

习近平外交思想天下情怀的价值创新体现在其理论高度、 视野宽度与情感深度三方面。 一是

习近平外交思想致力于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国家利益的均衡协调, 明确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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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定位; 二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系统地阐释了安全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 回答了中国对全球治

理核心议题的处理态度; 三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将 “义利” 概念引入中国外交, 秉持正确义利观,
展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价值取向。

(一) 天下情怀的理论高度: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国家利益的均衡协调

在现代语境中, “天下” 的广义内涵是全世界。 由此, “天下” 与 “民族国家” 之间存在着

天然的张力, 这种张力体现在全球治理需求与国家利益的矛盾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国家认同之

间的分歧。 习近平外交思想天下情怀的理论创新在于, 一方面, 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视角出发,
辩证思考了 “天下” 与 “国家”、 “自我” 与 “他者” 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 从物质与精神的

双重维度出发, 阐释了国家利益与全人类需求之间的平衡逻辑, 明确了对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特定

国家文化进行均衡协调的路径, 回答了中国应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 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等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1. 聚焦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与协同发展

在多边关系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不断扩大利益汇合点, 画出最大同心圆, 践行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习近平外交思想呼吁各国聚焦人类休戚与共的利益与价值议题, 将视

野从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上带回合作主题, 本着和而不同的精神, 为国际合作找到对

接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人类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的议题为依托, 强调在面对恐怖主义、 网

络安全、 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时, 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 唯有共担风险、 共同应对, 才能

互惠互利、 共赢发展。
在双边关系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型国际关系概念, 其创新价值在于, 它以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 合作共赢三大原则为各国的和谐交往、 利益共容、 繁荣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 新型国

际关系中的 “公平” 靠大家平等协商制定规则, 打破你输我赢、 赢者通吃的零和逻辑。 新型国

际关系理念倡导以对话而不对抗、 包容而不排他的原则, 推动各国实现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

作共赢, 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①。 本着这种合作共赢的原则, 中国不断推动提升广大发展

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原则, 推动国际秩序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 弥合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国家认同的分歧

习近平外交思想回答了 “如何处理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国家认同之间的挑战” 这一问题。 国

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行动单元, 一般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人们往往

根据其自身的传统、 制度与文化理解世界, 各国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 必须面对全人类共同价

值与国家认同之间的潜在冲突。 这种冲突不仅源于文化差异, 还源自政治理念、 制度设计和社会

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习近平外交思想强调尊重各国的文化多样性和历史传统。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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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都有权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特色, 这是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

中, 全人类共同价值并非单一的、 排他的, 而是包容性的, 能够与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共存。
习近平外交思想强调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

条件与历史文化, 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模式。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 只有人民最有发

言权①。
在这一背景下,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不同地理区域、 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 经济体量和

发展阶段的国家如何合作共存的问题给出了答案: 不同历史与制度背景的国家并不必定是互斥

的, 本着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的原则, 不同条件的国家也能够着眼

于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 权利共享、 责任共担, 实现制度共

存、 文明共存。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 中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

经济全球化, 强调各国相互依存、 共同发展。 多极化不仅是实力格局的多极化, 同时也代表着

多种文化的兼容并存、 繁荣发展。 在国际交往中, 中国不以意识形态划界, 不以大小强弱论亲

疏, 与全球 600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交流治国理政经验,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开阔视野和文化

积淀。
(二) 天下情怀的视野宽度: 安全与发展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对安全与发展的论证是以深厚的天下情怀为基础的。 安全与发展是全球治

理的核心议题, 习近平外交思想从全球治理视角出发, 从顶层设计维度对安全与发展进行了辩证

思考。 与西方理论相比, 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于安全与发展关系的论述具有显著的创新性。 其创新

价值在于对安全与发展关系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思考, 从整体上谋划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 既实

现高质量发展, 又实现高水平安全。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关于发展与安全的系统观念与全局观, 凸

显了 “大安全” 理念, 展现了共谋安全发展的视野宽度。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安全与发展的有机结合

习近平外交思想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视角出发, 对安全与发展进行了辩证思考, 与西方理

论相比具有显著的创新性。 在西方理论中常常探讨的是, 在安全与发展中, 哪个具备第一性特

征、 能够占据支配性地位。 相比之下, 习近平外交思想始终强调发展和安全并重, 致力于实现安

全与发展的有机结合, 首次在中国外交理念中提出了安全与发展的辩证统一, 将这两个核心治理

目标有机结合到外交实践当中。
首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强调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 驱动之双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 驱动之双轮, 安全是发展的保障, 发展是安全

的目的。”② 中国将安全与发展辩证统一考虑, 摆脱了西方传统安全观的窠臼。 在此基础上, 中

国主动作出和平发展的庄严承诺, 让世界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当前,

·05·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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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逆全球化、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局部冲突风险进一步上升。
在这一充斥不确定性的世界动荡变革期, 习近平外交思想关于安全与发展辩证统一的科学思维不

仅为中国的安全与发展提供了指导方向, 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参照与借鉴。
其次,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并针对全球治理的困境提出了

“全球安全倡议” 与 “全球发展倡议”, 创造性地回答了 “中国与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与发

展格局” 这一时代课题。 目前, 百年变局中的国际关系格局与世界经济形势出现新的调整变

化, 传统安全观已无法满足人民的安全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取得了历史性发展成就, 但

唯有具备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安全能力, 才能保障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成果。 新安全格局与新

发展格局概念的提出顺应其时, 为中国的安全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

局, 是对发展与安全辩证统一规律的深刻把握和科学运用, 是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的积极

应对。
围绕着 “国际安全与国内治理如何联动配合” 这一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入论述了

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应以新安全格局

保障新发展格局, 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 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 传

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①。 一方面, 安全是发展的基本保障, 是确保社会

有序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 经济发展的前提, 是能够为人民生活提供和平、 安宁的条件保障, 有

效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 另一方面, 发展是安全的终

极目标, 是维持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和重要支撑。 构建新发展格局, 要把安全同发展一起谋

划、 一起部署, 其核心是在明确发展方向的同时, 打造与之匹配和适应的新安全格局, 实现高质

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在保障安全格局的同时筹谋发展, 才能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

力, 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2. 绝对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动态平衡

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首次提出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共同安全” 的逻

辑起点仍然是对安全与发展关系的辩证统一思考, 因此, 新安全观的出发点是以 “发展” 的眼

光看 “安全”。 新安全观破除了 “国家间只能进行零和博弈” 的预设, 由此才能实现从 “绝对安

全” 到 “相对安全” 的过渡, 实现个体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动态平衡。 新安全观的本质体现在

“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 这四大核心要素当中: “共同” 是秉持共同安全理念, 尊重和保

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 “综合” 是重视综合施策, 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协调推进安全治

理; “合作” 是坚持合作之道, 通过政治对话、 和平谈判实现安全; “可持续” 是寻求可持续安

全, 以发展化解矛盾, 消除不安全土壤。 只有以共同安全取代绝对安全、 以互利共赢摒弃零和博

弈, 以和平发展超越冲突对抗, 才能开辟国际关系演进的新境界。
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 “全球安全倡议”, 该倡议是对安全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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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 年第 12 期

展辩证关系进一步思考的结果。 以 “六大坚持” 为核心的 “全球安全倡议” 向世界阐明了中国实

现共同安全、 保障世界和平发展的方案。 “六大坚持” 实现了发展与安全的融会贯通, 其中, 坚持

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是理念指引, 坚持尊重各国主权、 领土完整是基本前提, 坚持

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根本遵循, 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是重要原则, 坚持通过对话协

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是必由之路, 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是应

有之义①。 基于以上原则, 中国提出了劝和促谈、 维稳防乱等方案, 与各国携手应对安全挑战,
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同时, 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以安全保障发展、 通过

寻求共同安全与可持续安全塑造良好发展环境的新安全思维, 赢得了国际社会普遍响应和广泛

认同。
(三) 天下情怀的情感深度: 义与利的有机融合

习近平外交思想天下情怀的另一大价值创新在于, 以 “义利观” 回答了中国 “如何在当今

天下立足” 的问题。 习近平外交思想将中国儒家价值观中的 “义利” 概念引入中国外交, 阐述

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相处的逻辑。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 “义利观” 让世界看到, 中国的 “义” 这一

概念包含了信任、 公平和感情等多重元素。 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 “义” 不仅仅是追求短期的国

家利益, 而是通过积极的情感互动实现长期关系互惠的实践模式, 这种互动模式下所产生的利益

具有长期性, 与 “利” 有着显著差别。 以 “义利相兼、 以义为先” 和 “先义后利、 义利两得”
为代表的义利观是中华民族和平基因的来源。 由此, 义利观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外交理念的重大突

破与创新, 秉承了中华民族博施济众的价值追求。
1. “重情义、 树道义” 是来自中国的情感关怀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将儒家思想的义利概念融入外交理论。 西方理论在处理安全与发展的

关系时, 往往强调利益的重要性。 在西方观念中, 正义与公平、 平等紧密相关, 而中国古代的

“义” 则更多地体现在人际关系中的互相帮助和扶持上。 西方的正义观念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

的, 中国的 “义” 实际上是情感、 义务和利益的相互交融、 相互促进的状态与过程。 重 “义”
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义” 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议题。 孔子认为, 君子义以为上。 孟子以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

而取义者也” 阐释了舍利取义的道理。 朱熹也以 “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 表明了 “义先于利”
是划分儒家和非儒家的首要标准。 在此基础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外交中的 “义利” 问题给出了

明确定义: “义, 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 共产党人、 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 真正的快乐幸福是

大家共同快乐、 共同幸福, 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 利, 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 不搞我赢你

输, 要实现双赢。 在外交工作中要妥善处理义和利的关系, 政治上主持公道、 伸张正义, 经济上互

利共赢, 共同发展, 国际事务中讲信义、 重情义、 扬正义、 树道义, 做到义利兼顾、 义利平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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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情义、 树道义体现在对 “全球发展倡议” 与 “一带一路” 的践行之中。 “全球发展倡议”
本着 “树道义” 的精神, 坚持普惠包容、 坚持发展优先, 努力缩小发展鸿沟, 使发展成果公平

惠及每一个国家。 “一带一路” 重视国家间情义, 本着 “义利相兼、 以义为先” 的精神, 长期关

注未得到重视的落后国家, 以互联互通为工具, 实现互利互惠; 解决不发达国家的困难与痛点,
缓解了国家间财富获益的不均衡, 同时帮助弱国获得更为平等的国际地位。 本着 “惟以心相交,
方成其久远” 的原则, 让沿线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梦想变为现实。

2. “讲信义、 扬正义” 是中国对世界的郑重承诺

“义” 包含了感情与承诺的双重意涵, 中国一向以情为根, 以义为本, 积极向发展中国家与

落后国家提供帮助。 从义利观的视角出发,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定位是情理相交、 真诚温暖的外

交。 中国讲信义、 重情义、 扬正义、 树道义, 正确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义利关系, 提高了国际形

象, 赢得了伙伴国家的信任与支持。
在维护多边主义的实践中, 中国始终贯彻扬正义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坚持通过

制度和规则来协调规范各国关系、 反对恃强凌弱, 不能谁胳膊粗、 拳头大谁说了算, 不能以多边

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 ‘有选择的多边主义’ 不应成为我们的选择”①。 中国式多边主义彰

显了 “扬正义” 的精神。 多边主义的真正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 世界前途命

运共同掌握。 中国以正义为基本出发点, 坚持开放包容、 不搞封闭排他; 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协

商合作, 不搞唯我独尊。
在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实践中, 中国本着 “讲信义” 的精神, 秉持义利观和 “真、 实、 亲、

诚” 理念, 加强与伙伴国家的团结合作。 做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作一定要坚持正确的义利

观, 只有坚持正确义利观才能把工作做好, 做到人的心里去。 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

能及的帮助, 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 舍利取义, 决不能唯利是图, 斤斤计较②。 中国用实际行动

说明了中国人言必信、 行必果的 “信义”, 克服自身困难履行承诺, 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张誉馨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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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s'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rrectly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ively advance the research in and application of green technologies,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mpow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take decisive action against any malicious acts that harm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ina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lean and beautiful world. These

contributions are primarily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first, adhering to the path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second,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in China to World Socialism

　 Wang Xuedong (30)……………………………………………………………………………………………………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a crucial strategy that determines the fa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It serves as an essential

tool for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s cause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providing strong momentum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Reform and opening up represent a historical process that combines theory and

practice with continuity in different phases.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marks a new stage in this process,

reflect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governing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socialist reform.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significant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have bolstered the forces of world socialism. Its

systematic theory has great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Moreover,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gained during this process offer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other socialist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ir pursuit of modernization.

The Global Mindse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Implications, Practical Pathway and New Value

Orientation Zhang Yuxin (40)……………………………………………………………………………………………

The “global mindset” i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Specifically, it is manifested as a

national vision, a global vision, and a concern for people's well-being. Key initiatives like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three global initiatives serve as the primary approach and

focal points for the practice of the global mindset inherent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Guided by this diplomatic

philosophy, China has been facing up to global challenges, demonstrating the morality and vision of a major power, and

fulfilling its responsibilities on the world stage. The aim is to improve the people's well-being, ensure their security, and

promote fairness and justice.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which embodies a strong global mindset, contributes new

solutions to China's diplomatic theory and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It achieves a balanced coordination between sh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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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 for all human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an organic integration of justice and profit, and a dialectical unity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 Interview of World Marxism and Left Wing Research Front •

Neoliberalism, the “Third Way” and Contemporary Socialist Movement in the UK— An Interview with Dave

Hill, Marxist Scholar and Political Activist in the UK WSS Reporter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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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hanges and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Lyu Xiaofeng (69)………………………………………………………………………………………………………

The rise and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have accelerated the flow

and sharing of factors such as labor, capital and data, driving changes in productivity and triggering a new round of

adjustments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Under capitalism, the interconnection of trans-domain digital elements and

trans-national capital has created a massive lever that may reshape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In the

process of controlling digital technology, capitalism further intensifies its own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giving rise to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and subjective forces for its self-negation. To resolve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its derived relations at

the root level, achieve the socialist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bring digital technology back to its essential nature as

a tool, and promot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The Long Wave of Digital Capitalism: Expansion, Decline and Trends Zhou Shaodong and Zou Sai (79)…………

Digital capitalist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fifth economic long wave of capitalism that has emerged since the 1970s.

During the expansion phase of this wave, digital capitalism has achieved expansion in depth through technological

substitution, expansion in width through spatial diffusion, and expansion in length through temporal extension. In the

decline phase, digital capitalism begins with spatial contraction, which subsequently triggers financial turbulence, leading

to a significant digital divide and an overall “digital recession”. The current long wave of digital capitalism is in the final

stage of decline, with a new productive system brewing for the revival and prosperity of the next long wave. The core theme

of the sixth economic long wave of capitalism is the “intelligent production model integrated by the new generation of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ies”, and digital capitalism is set for transition towards intelligent capitalism. Against this back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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