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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小茹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延宕三年未止，欧

洲大陆战火重燃，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

叠加交织，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向人类提出了

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

越是风云变幻、明晦难定的时代，越需

要伟大的思想拨云见日，指引人类前进方

向。未来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

设这个世界？全球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理念？

各国如何实现共同安全？面对这些时代之

问，习近平主席作出了中国的回答——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应时而动 顺势而为

回望历史长河，每当人类文明之舟行

至关键交汇口，伟大的思想总能如灯塔般

指引人们前进的方向。

“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各国不

是乘坐在 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

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小船经不起风浪，巨舰

才能顶住惊涛骇浪。”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

纪疫情，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发

展面临严峻挑战，习近平主席一次次以“船”

为喻，呼吁各国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时代潮流，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

方向，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

2020 年 11 月 17 日 ，习 近 平 主 席 出 席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时指出：“我

们都在同一艘船上。风高浪急之时，我们更

要把准方向，掌握好节奏，团结合作，乘风

破浪，行稳致远，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今

年 1 月 25 日，习近平主席会见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时说：“世界各国与其在 190 多条

小船上，不如同在一条大船上，共同拥有更

美好未来。”今年 4 月 21 日，习近平主席在

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

主旨演讲时说：“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

与共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

未来，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

是不可接受的。”

“大船”之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喻，

揭示了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现实。世界潮

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如何跟

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中国顺应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为纷乱的世界局势

开出了一剂良方，为处在逆流险滩中的世

界指明了航向。

从 201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

时提出当今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到 2015 年 9 月在联

合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峰会期间阐述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总体路径；

从习近平主席 2017 年 1 月在联合国日内瓦

总部进一步提出建设“五个世界”的总体布

局，到 2021 年 9 月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提出构建全球发展命

运共同体，再到今年 4 月在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上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的“六个坚

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迈向

实践，路径日渐清晰，内涵日益丰富。在这

艘命运与共的大船上，中国既是倡导者，更

是积极建设者。

大道至简 实干为要

天下事，为之，则难者亦易矣。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有了伟大的理

念指引，要想走好共同发展之路，更需要深

耕厚植。

7 年 来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 内 涵 逐

步丰富，实践版图不断拓展，中国倡议、中

国主张、中国行动，让世界看到了更加丰富

多样的“共同体”。

从与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越南、尼

泊尔、柬埔寨、老挝、缅甸、塔吉克斯坦、印

尼、土库曼斯坦、埃及等发展中国家构建起

双边命运共同体，到推动打造周边、亚太、

中国-东盟、上合组织、中非、中阿、中拉、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再到面向

全球倡议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

全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全球发展共同体、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由点及面，

连线成网，中国提供的新视角展现了心怀

人类命运的世界担当；从全球发展倡议到

全球安全倡议，中国倡导的新路径愈发彰

显“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

“言出必行、有诺必践”。正如习近平主

席所说：“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

应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不能因

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

而放弃追求。”自倡议提出之日起，中国便

以行践言，让世界各国看到了命运与共、建

设更加繁荣美好世界的信心和希望。

截 至 今 年 6 月 22 日 ，中 国 已 经 同 149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多份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敞开怀抱欢迎各国

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

截至今年 5 月，中国军队已先后参加

25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人员

5 万余人次，足迹遍布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截至 2021 年 11 月，中国菌草项目已在

100 多个国家落地生根，给当地创造数十

万个就业机会。

截至 2021 年 11 月，中国企业承建了非

洲一半以上的无线站点及高速移动宽带网

络，累计铺设超过 20 万公里光纤，帮助 600
万家庭实现宽带上网，服务超过 9 亿非洲

人民。

自 2015 年 7 月开业以来，总部位于上

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批准、提供资金

支 持 的 项 目 累 计 已 有 80 多 个 ，总 额 超 过

310 亿美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新开

发银行计划为成员国提供了 100 亿美元与

危机相关的援助。

2015 年 9 月，中国宣布将设立“南南合

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 20亿美元；2017年，

中国宣布再向基金增资 10亿美元。今年 6月

24日，习近平主席宣布，将“南南合作援助基

金”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

并在 30亿美元基础上增资 10亿美元。

⋯⋯

7年多来，纷乱时局加速演进，人类挑战

愈加严峻，中国用自己的实干行动照亮了各

国人民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路。从

博鳌到达沃斯，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一带

一路”倡议到全球发展倡议，再到全球安全

倡议，中国不断拓展与世界各国利益的交汇

点，以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发展事业前进，不

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心合意同 谋无不成

大道行思，取则行远。正因为对时代主

题的精准把握和对人类福祉的不懈追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被写入党的十九

大报告，写入党章和宪法，还先后写入联合

国决议、安理会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

议等联合国正式文件，激起了全球越来越

多的回响。

“通过此次疫情，我们更深刻感受到，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构建人类

命 运 共 同 体 才 是 应 对 全 球 危 机 的 正 确 选

择。”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

里 说 ，“ 这 是 一 种 让 世 界 共 同 行 动 的 新 方

式，让各国建立起利益共同体，担负共同责

任，创造共同未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前无古

人 的 伟 大 创 举 ，也 是 改 变 世 界 的 伟 大 创

造。”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认为，中

国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那就是

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

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

展新道路。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说，面对持续的

冲突动荡、饥饿贫穷、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

疫情，人类对命运与共的感受更为强烈，“我

们应当共同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部

复杂精巧、有机一体的机器，拆掉一个零部

件就会使整个机器运转面临严重困难，被

拆的人会受损，拆的人也会受损。”习近平

主席不仅用生动的比喻阐述各国命运休戚

与 共 的 现 实 ，还 指 出“ 心 合 意 同 ，谋 无 不

成”，只要真心实意谋发展、齐心协力促发

展，只要坚持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

为利，我们就一定能推动全球发展迈向新

时代，造福各国人民。

大 道 不 孤 ，天 下 一 家 。2021 年 9 月 以

来，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发展

倡议已获得 100 多个国家及联合国等国际

组织的支持，50 多国加入“全球发展倡议

之友小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

是要用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不是要

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

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

同 发 展 水 平 的 国 家 在 国 际 事 务 中 利 益 共

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

界的最大公约数。

地球只有一个，人类的未来也只有一

个。共建美好世界呼吁共商共建共享，呼唤

开放包容合作。任何以邻为壑的做法，任何

单打独斗的思路，任何孤芳自赏的傲慢，都

不符合时代潮流。正如习近平主席在 2022
年新年贺词中所说：“世界各国风雨同舟、

团结合作，才能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新篇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之问的中国答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子倩

在丰富多样的“共同体”中，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年轻”却又底气十足。

两年前的 2020 年 3 月，在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正式提出 7 周年之际，习近

平主席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时，

首次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当时中国正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

时刻，习近平主席心念“世界之所急”，向

中国之外包括法国在内的疫情严重国家

和地区领导人连发 9 封慰问电，展示中

国与世界并肩战疫的坚定态度。

两年多来，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

范围内持续流行，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中国以实实在在、

持续不断的投入，践行构建人类卫生健

康 共 同 体 的 庄 严 承 诺 ，实 施 了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规 模 最 大的全球人道主义行

动——倡导并积极践行“全球疫苗合作行

动”，最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

产品，最早支持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最早

同发展中国家开展疫苗生产合作⋯⋯风

云之中，一项项实打实的“中国举措”有力

提振全球抗疫信心，凝聚世界抗疫合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说，当前

世界面临诸多危机和挑战，更加需要多

边主义，更加需要国际合作。感谢中国一

贯给予多边主义坚定支持，感谢中国政府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的领导作用。

相助无远近

2020 年 2 月 29 日凌晨，中国红十字

会志愿专家团队一行 5 人，携带中方援

助的医疗物资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这

是中国在疫情发生后派出的首个对外抗

疫医疗专家组，当时距离伊朗报告首例

新冠确诊病例仅过去 10 天。伊朗驻华大

使馆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中国在一线战

疫 的 艰 难 时 刻 仍 然 向 伊 朗 伸 出 援 助 之

手，我们深受感动。”

“在巴基斯坦，约 80%的新冠疫苗是

中国制造。中国疫苗不仅拯救了巴基斯

坦人民的生命，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构

筑 免 疫 屏 障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今 年 4
月，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莫因·哈克接受媒

体采访时这样表示。

巴基斯坦是中国政府对外援助新冠

疫苗的首个受援国，巴政府也从中国采

购 了 多 批 疫 苗 。2021 年 ，两 国 合 作 在 巴

基斯坦推进新冠疫苗本地化生产，进一

步帮助巴基斯坦构筑免疫屏障。参与巴

中疫苗合作项目的巴基斯坦国家卫生研

究所技术员萨芭·哈克记得，面对全新的

新冠疫苗灌装生产和质量检测技术，该

所实验室硬件设施和人员操作曾一度面

临挑战，“中方团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一方面帮助巴方实验室升级硬件，另一

方面立即开展对巴方技术员的培训。”

据统计，在全球面临严重“疫苗鸿沟”

之际，中国对外提供的疫苗 99%以上运抵

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迄今获得的疫苗

大多数来自中国；中国疫苗是许多发展中

国家获得的第一批疫苗，也是此后很长一

段时间内所能获得的唯一疫苗；中国疫苗

援助还率先进入阿富汗、叙利亚等战乱地

区，让当地民众在困境中看到了希望。

万里尚为邻，相助无远近。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战斗在抗疫最前

线，为国际社会争取到宝贵时间。在做好本

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中国秉持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对其

他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伸出援手。

中医药智慧走向世界，“中国经验”全

球传播，“中国制造”出海驰援。截至今年 3
月，中国与 180 个国家、10 多个国际和地区

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向 34 个国

家派出 37 支医疗专家组。截至今年 5 月，中

国已累计向 153 个国家和 15 个国际组织提

供了 46 亿件防护服、180 亿人份检测试剂、

4300 余亿个口罩、22 亿剂新冠肺炎疫苗等

抗疫物资。

更重要的是，得到中国抗疫援助的国

家名单还在不断扩大。

今年 5 月上旬，中波公司“皮莱茨基”

轮满载出口摩洛哥疫苗工厂的整套设备，

从上海罗泾码头驶出。据悉，这家疫苗工厂

竣工后，可生产包括新冠疫苗在内的 20 余

种疫苗，满足非洲六成以上人口的疫苗需

求。目前，中国已相继向 20 多个国家转让

技术并合作生产疫苗，在海外形成了 10 亿

剂的新冠疫苗年产能。得益于与中国的合

作，阿联酋、埃及、印度尼西亚、巴西已分别

成为本地区首个拥有新冠疫苗生产 能 力

的国家。

南北总关心

“月明闻杜宇，南北总关心”，“细理游子

绪，菰米似故乡”，“凭寄父母念，安然海岱

山”⋯⋯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很多海外中

国留学生的朋友圈都被中国驻外大使馆发放

的防疫“健康包”刷过屏。“健康包”内不仅装有

一次性口罩、药品、消毒液、消毒湿巾等防疫物

品，还有这些承载着祖国牵挂的诗句纸条。

有英国留学生说，当他们在街头派发

这些“健康包”的时候，引来当地人的围观，

那感觉“就像家人发糖、别人家的孩子没有

一样自豪”。全球疫情随时威胁着海外同胞

的安全，更牵动着祖国人民的心。在加强国

际合作防控疫情、助力全球战疫的同时，祖

国也惦念着远隔千山万水的亲人，在全球

范围内开展领事保护专项行动。

中国曾在 2020 年 6 月发布《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当时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半年左右，白皮书显示，我驻外

使领馆通过各种渠道宣介疫情防控知识，

向留学生发放 100 多万份“健康包”，协助

在海外确有困难的中国公民有序回国。今

年 3 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两会外长

记者会上介绍，2021 年，中国在全球范围

推进“春苗行动”，为生活工作在 180 个国

家的数百万名中国同胞接种疫苗。

“早在 2021 年 5 月，我们就接种了中国

科兴第一剂疫苗，现在绝大部分华侨华人已

经接种了第三针，这让大家感到自豪。”今年

全国两会期间，博茨瓦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会长南庚戌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春苗行

动”和中国疫苗让大家穿上了“防弹衣”，大大

降低了华侨华人的新冠感染率。

大事见担当

在世界还不清楚造成这次新冠肺炎疫

情的病原体是什么的时候，中国通报了世

界卫生组织及其他国家：在中国分离出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是 造 成 这 次 不 明 原 因 肺 炎 的

“罪魁祸首”时，立刻通报了世界卫生组织

和相关国家；在中国把病毒的基因序列弄

清楚的时候，第一时间上传、通报、分享给

世界卫生组织，并把整个基因序列上传到

世 卫 组 织 的 全 球 共 享 数 据 平 台 ——2020
年 5 月，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吴尊友曾用以上三个“第一”，生动有力地

呈现出中国在抗疫早期，本着对人民、对世

界负责任的态度，展现出来的行动和担当。

天下一家，守土有责。世界卫生组织指

出，拥有 14 亿人口的中国，采取了很好的

公共卫生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世界

提供了宝贵的防疫窗口期。携手打造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正是基于中国对世界公

共卫生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这也是对一

些西方政客抹黑中国言论的有力回击。

面对世界百年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以

一种突如其来和更为直观的方式，让人们

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各国命运休戚与共，紧

密相连。“团结合作是抗击疫情最有力的武

器”，“国际社会应该加紧行动起来，坚决遏

制疫情蔓延势头”⋯⋯两年多来，习近平主

席在多个场合阐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张

时，谈得最多的就是携手抗疫。

从在全球健康峰会上提出推进国际抗

疫合作的五项主张、宣布支持全球抗疫合

作的五大举措，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

会上提出“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从全

面落实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

偿 付 倡 议 ”，到 向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捐 资 成 立

“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子基金，再到 2021
年宣布未来 3年内提供 30亿美元，用于支持

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

在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

所中国政治与经济部门主任谢尔盖·卢科宁

看来，中国始终彰显了一种慷慨无私的国际

合作精神，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对

解决全球性问题非常重要。世界经济论坛

“塑造健康和医疗保健的未来平台”负责人

希亚姆·比申，也赞赏中国提出的共同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他为中国在推动全球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做出的努力喝彩。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当 然 不 会 是 最 后 一 次

全 球 性 健 康危机。真正践行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需要从战疫中总结经验教训，更长

远地关注、建设人类健康未来。“十四五”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构建强

大公共卫生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健全全民医保制度、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

建设体育强国、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等

重大举措。

让人民奔着更好的日子去，引领各国

走适合本国发展的健康和人权之路。就这

样，今天的中国又一次以身作则，为世界指

明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方向。

大疫呼良方 合作护未来

2021 年 2 月 28 日，中国空军将第一批中国产新冠疫苗运抵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维拉莫空军基地。

人民视觉供图

2018 年 8 月 1 日，喀麦隆克里比港务局物流总监詹姆斯·亚瑟·埃东古介绍中国港湾工程公司

参与建设的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项目。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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