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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当代国际秩序规范


2017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在瑞士发表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四年来，中国

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充分展现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意愿。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治理室主任任琳、《世界经济

与政治》编辑部主任徐进日前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核心概念，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创新，

是对国际秩序相关理论的全新发展，必将重塑当代国际秩序规范。

记者：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面临哪些突出的问题与矛盾，国际社会作

出了哪些探索，效果如何？

徐进：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反经济全球化力量与逆经

* 徐进，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

任琳，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治理室主任。

* http://www.jingjiribao.cn/static/detail.jsp?id=32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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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全球化力量的合流。这两股力量的联合对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很多阻

碍。反经济全球化力量主要来自民间，逆经济全球化力量主要来自有关国家政府。

民粹主义是这两股力量的中间桥梁。持逆经济全球化立场的政客通过民粹主

义动员群众，得到反经济全球化力量的支持。一旦这些人执政，就会执行逆经济

全球化的政策，以回应反经济全球化人士的政治和经济诉求。

目前，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并无成熟解决方案。当然，我们希望经济全球化

的受益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采取包容性发展政策，减少其他国家的损

失。

记者：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是什么？结合当前国际形势，

如何评价中国提出的这一主张？

徐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概念、实践、规范三个方面。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核心概念。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将国家视为彼此命运共享、平等共赢的主体，而非相互争夺权力的行

为体，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体系特征，即世界各国紧密联系、相互依赖。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创新。中国将自

身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分子，将世界视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奋发有为，承

担起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重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实践中

不断创新的思想基础。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当代国际秩序的规范创新。在全球化时代，

相互依赖而非矛盾冲突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最突出特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

凸显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这是对国际秩序前景的全新想象，更是对国际秩序相

关理论的全新发展，必将重塑当代国际秩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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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四年来，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采取的哪些举措和行动

最为世界所关注，原因何在？

任琳：当多边主义受挫，全球经贸治理停滞，中国以开放包容的积极姿态，

坚持维护多边主义的原则立场，支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升级。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核心是寻求合作共赢，实现路径是坚持多边主义，借助国际组织和机制，

尊重与践行国际规则。

当疫情肆虐危害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之时，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积极投身全球联合抗疫。在疫情发生初期，中国及时分享抗疫相关

信息，与国际专家频繁开展线上研讨与会诊，为疫苗和有效药物研发争取时间。

随着疫苗研发的推进，中国又表示愿与各国加强疫苗研发和使用合作，为各国抗

击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此外，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经济

社会的脆弱性，2020 年中国作为缓债金额最多的国家，为落实 G20 缓债倡议作

出了巨大贡献。以上事实都展现出疫情面前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记者：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共同发展方面，世界对中国又寄予了哪些

希望？

任琳：世界对中国寄予诸多希望，最核心的要点有两个。

一方面，世界经济的恢复需要中国助力。在世界经济遭遇疫情严重冲击、疲

态倍显之时，中国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大力推动高水平开放的众多举措，为后疫情

时代世界经济的复苏提供了强劲动力和利好信号。

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体系的维系和改革需要中国参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大会上呼吁建立一个果断、协调、灵活、随时可应对各

种全球问题和挑战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也从侧面折射出全球治理体系亟需改革，

提升有效性。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世界期待中国参与、中国方案和中国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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