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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交往

史。随着全球现代性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在总体

进步的状况下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人口问题、环

境问题、宗教问题、全球治理问题等都制约着人类

文明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为解决

全球问题所呈现的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交往理论在

当代中国的飞跃。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

立足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哲学根基，为推动人类文明

进步提供理论与现实指南。因此，要在总体把握全

球现代性的基础上，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

富内涵和现实意蕴，创新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当代的

发展，进而为 21世纪人类新文明的开创奉献中国

智慧。

一、马克思交往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根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并不是抽象思维活动

的结果，而是具有深厚的哲学理论根基。从马克思

主义哲学发展史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植于马克

思的交往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

新探索，是人类社会基于交往基础上的新文明。马

克思交往理论致力于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是推动

整个世界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而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继承和创新交往理论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中

国在解决全球现代性问题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无

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普遍性世界交往基础上的人

类新文明，这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理论基础的耦合

性。从交往理论来深刻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

上就在于要弄清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根基，从

而不断彰显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时代意蕴。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始终

关注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状态，最终目的是为了实

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深刻考察了

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

马克思交往理论视阈下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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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在整个人类文

明不断进步中充分彰显了交往的重要力量。“人类

的历史是创造文明的历史，是文明形态变迁的历

史；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迈进 21世纪所面

对的根本性的时代课题。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是

对自己时代的人类性问题的理论自觉”[1]230。人类

命运共同体是 21 世纪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表

现，是解决时代课题的重要理论创新，同样是马克

思交往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理论自觉。因此，关注人

类社会总体发展状况，需要从整个人类文明形态的

变迁出发，需要从哲学的高度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论创新形态。

首先，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的交往思想中，由于普

遍交往的不断发展，原有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

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

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

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2]405。资本主

义发展形态战胜封建主义社会形态，主要是在世界

交往中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被变革，从而新的人类

社会文明形态出现，继而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崭

新一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

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

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

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

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

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

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

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3]36这表明，生产方

式的转变不仅促进了交往方式的转变，而且为人类

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的新形态，

也需要奠基在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基础上。2017年
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明确指

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

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

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

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

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4]全球交

往已经处在一个更深层次的范围内，推动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在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科技

革命和产业革命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新

的交往方式，努力找到解决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恐

怖主义、难民危机、生态环境危机等重大全球性问题

的方法。不难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利

益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世界民族共同体这

二者利益的有机统一，需要以物质交往为前提。“生

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

或活动的关系。(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

活动，一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

活动等都取决于它。)”[2]203很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

需要交往活动的支撑，最根本的需要用物质交往活

动来进行推动。

人类社会发展的冲突本质上源于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解决此

类矛盾的创新理念。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按照

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

形式之间的矛盾。”[2]196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就是马

克思交往理论创新的表现，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

需要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大力发展与创新社会生产

力，从而构建和谐交往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代中国理论创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是要发展

和变革人类社会发展的旧形态，解决全球交往性难

题，需要回归和走进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为积极推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提供深厚的哲学根基。深入

思考发现，哲学思维方式的创新与变革、人自身的生

存与发展方式的转变、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与演进

始终处在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中，而人类命运共同

体就是这三者综合作用的理论创新。因此，对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深入阐释，需要上升到人的生存方式

的高度，在和谐交往和发达的生产力中解决悬在人

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植于民族历史向世界

历史的转变。世界多元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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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球化的形成，这是人类社会面貌发展变化的基

本标志。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事关人类的安身立

命，“世界历史的目标就是，精神应该获得关于自己

真实性质的知识，并且将这种知识客观化，将它转化

为一个真实的世界，也就是说，要给自己一个客观存

在”[5]。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人类

理想的实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但囿于精神范畴中

的世界历史，这对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仅仅是纸上

谈兵。相反，马克思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在全球普遍

交往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考察人类历史文明的面

貌。正是基于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不断拓展，狭

隘的民族交往逐渐过渡到普遍性的世界交往中，人

类社会的整个精神风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民族

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

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

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168。交往

在世界历史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

逐步由分散走向集中，由狭隘交往走向普遍交往，由

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

这充分表明，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离不

开交往力量的推动，倘若在分散的交往格局中，人

类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命运就无从谈起。“历史向世

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

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

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

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

动”[2]169。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世

界历史不同于黑格尔精神领域中的世界历史，它是

在交往方式、生产方式、分工的变化中逐渐形成

的。从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来看，世界历史是人类

走向更高人类文明形态必经的阶段，在此基础上，人

类的生存境遇、发展方式、精神面貌等都实现了飞跃

式的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世界历史和全球

交往的发展，换句话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

的一个发展阶段。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对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启示，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其一，人

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历史思想的理论自觉，马克

思已经揭示出了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历

史和实践证明这些理论预测是科学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实质上是马克思世界交往思想在当代中国和世

界的实践运用；其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和历史

唯物主义相互促进，共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

方向，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宝贵的精神资源，换言

之，世界历史思想在价值理念、实践导向、理论指导

等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三，人

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

分，夯实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人类对美好

未来社会的理想追求。因此，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

同体与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需要做到哲学理论与

时代发展紧密结合，为人类生存状态和文明发展形

态提供理论基础。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

明之后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

和平外交政策的体现，是超越意识形态、普世价值观

基础上的人类文明新秩序，是建立人类真正科学的

价值观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多元化的发展态

势下，需要在尊重各国差异的基础上，找到解决全球

问题的价值理念，扬弃全球现代性进程中的异化的

发展，这就需要开创人类新的文明发展形态。亨廷

顿认为，诸如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现代化中的大多

数国家，“它们委实苦于缺乏食品、文化、教育、财

富、收入、健康水准和生产效率。不过，这些问题

已经被认识，也已被着手去解决。然而，在这些短

缺的深层和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更为严重的短缺，

即缺乏政治上的共同体和有效的、有权威的、合法

的政府”[6]。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于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为解决国家内部

和国际间的现实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价值引导。正

如习近平所说：“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

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

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

同体。”[7]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中国参与世界

发展的内在魅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新形态，这

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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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正义发声，开创了世界交往基础上的新格局和

新文明。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文明是从“人的依赖关

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到“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

的独立性的阶段”，再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阶

段”来演进的。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恰逢农业文明向

工业文明的转变，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劳作，“那

个时期，工业主义魔术般地变出了燃煤与蒸汽动力，

伴之以巨大而沉重的机器在污秽不堪的作坊和工厂

里叮当作响的景象”[8]。相较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

促使人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发挥，整个社会的发展

历经“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三

种形式，从而使得农村与城市、东方与西方、民族历

史与世界历史都有机结合起来了。这启示我们，马

克思肯定了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状态，也科学地预

测了人类社会朝着更高文明形态的发展演进，揭示

了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规律。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新探

索，是马克思人类文明发展学说在当代中国的具体

实践。克服和解决全球化的危机，需要共享人类发

展的文明，在反思与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真正

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能够为

世界文明共同体的进步贡献智慧。总体来讲，人类

命运共同体是现代性的价值体系，是多元现代性价

值体系的中国主张，是真正能够体现人类文明发展

的新理念。“当代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追求并认同现代

性的价值体系，并不意味着重走欧美各国现代化的

老路，而是要走一条被修正的现代化道路，与这条道

路相适应的则是被修正的现代性价值体系”[9]。恰恰

相反，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反思与批判西方现代性

价值体系基础上提出来的，更加突出彰显了符合中

华民族共同体和世界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和未来

发展的科学的价值理念。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飞跃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

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当代中国的飞

跃。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

“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

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

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10]。毫无疑问，人类

命运共同体就是回应时代的呼唤、解决社会发展中

的重大难题的理论创新，是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

科学理论的重要实践。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当代创新的表现，就体现在

逻辑关联、内涵意蕴、价值理念、实践路径等方面保

持内在一致性。

第一，在逻辑关联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交往

理论都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

新的结果。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社会交往是建立

在精神层面的基础上，交往没有现实的根基，仅仅

是人类精神思维活动的结果。马克思在批判与继

承德国古典交往思想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

推动交往活动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彰显交往的内

在价值。科尔施曾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说，这就提出了一个真正具

有重大价值的问题。”[11]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不仅

是一种新的世界观，而且提出了体现重大价值的

现实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交往理论同

样具有重要的内在价值。无疑，交往理论是立足

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是对以往旧哲学

思想中交往观点的创新，为推进人类历史的发展演

进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泉。

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特质，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积极践行马克思的

交往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理论创新的结果，

具体来说是交往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尤其是

它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世界市场、全球化的思

想，用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内在价值来指导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构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形势，习

近平深刻指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

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

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

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

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12]这

表明，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唯有交往才能实

现共荣共生，一旦逃避全球化的交往，就会离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越来越远。在此基础上，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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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交往的理论特质，

深入剖析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社会发展现实，以历史

唯物主义为价值指引。

第二，在内涵意蕴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交

往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交往理

论是历史的、现实的，建立在深厚的物质基础上的。

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

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

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

来的条件下创造。”[2]669交往思想的创立同样具有历

史的前提性，遵循着人类社会的规律，是在现实生活

中不断总结出来的。马克思接着指出：“第一个历史

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即生产物

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

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

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2]158这启示我们，物

质生产生活的交往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基础之一，

其他交往形式都是建立在物质交往的基础之上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创立，不仅仅表现为

交往理性的表达，而且是根植于全球化经济交流、

文化交流、政治交流等基础上的，具有坚实的现实

根基和理论根基。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看，它涉及到人类生

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世界的发展问题、全球的治理问

题、新兴国际关系问题等众多议题。面对这些世界

难题，通过一个国家的力量是根本解决不了的，因

此加强国家间的交往与合作，树立共同的利益观、

发展观、生命观迫在眉睫。马克思科学预测了人类

社会的发展趋势，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需要交

往理性的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在当代对马克

思交往理论的实际运用，在全球性问题的实践中丰

富了交往理论的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

会的美好发展愿景。习近平在 2018年博鳌亚洲论

坛上指出，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各国的发展

道路、核心利益、安全理念、开放型世界经济、文明

交融、生态环保等方面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树立

人类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意识，进而拓展人类

文明的发展道路[13]。这些都是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举措，真正践行了交往思想的内在价值，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当代中国和世界中

的发展形态。

第三，在价值理念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

思交往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为了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促

进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社会的异化、人的异

化、人性的异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扬弃资本

逻辑的存在，把人作为自身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就

显得至关重要。全球化的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

流，人类自身的发展必须要经过这一阶段，而对私有

制和异化劳动进行批判是实现人类自身解放的前

提。尤其是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存在，阻碍了人

类社会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真实的社会共同

体才会为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提供条件。“正是

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

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

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

式”[14]536。这即是说，批判虚幻共同体、走向真实的共

同体，这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和每一个人自由全面

发展的重要保障。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在价值理

念上保持了一致。习近平在多个国际场合强调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旨在促进人类文明的共享，世

界各族人民能够在全方位的交往中构建和谐的人类

生存与发展空间，为推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

础。从根本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人自身

的发展，是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途径，而人类命运共

同体则为推动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提供了重要的契

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交往理

论都旨在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实现个体主体

和人类主体的永续健康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习近平强调要走国际交往的新路，“各国人民同

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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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增

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实现人类文明之共享，从而

促进人类文明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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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实践路径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交往

理论具有一致性。在马克思看来，促进全球普遍的

交往、深化人类交往的深度、拓展人类交往的广度、

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通过共产主义实践才能

完成。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

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506马克思的交往理论

不仅致力于解释世界，而且通过实践来改变世界，在

生产生活实践中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认

为，全部社会生活最终都应该归之于实践，共产主义

实践就在于推翻资本主义虚假的共同体，使得私有

制基础上的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能够得到真正的扬

弃，进而在真实的共同体中实现人类文明的永续发

展。总的来说，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需要实践来

推动，需要在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中为人的最终

解放提供条件，进而实现人类自身自由而全面发展

的价值目标。

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同样需要秉承马

克思的实践观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关系新发

展理念的体现，是中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的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然而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需要回归到实践的层面上来。换句话说，国际间新

的交往关系的形成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指

引，构建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上需要通过实

践的力量。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

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4]295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作为人

的活动的形式，是为了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目的的一

种活动，归根结底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因此，积极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宣传上，

而是要立足当代世界的现实，在普遍交往中付诸于

实际行动。

三、马克思交往理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论与现实指南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当代中国

的飞跃，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需要以交往理

论为哲学根基，也需要交往理论来提供对实践的引

导。马克思交往理论是对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交往

的扬弃，重视在物质交往基础上人类的真正解放，在

交往理性的指引下，通过共产主义实践，用真正的社

会共同体代替虚假的社会共同体，为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创造条件。无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

要交往理性的指引，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加

强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交流，正视人类社会发展

中所存在的问题，反思全球现代性过程中的发展

困境，真正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世界的永续

发展奉献力量。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马克思主张的交往

是一种和平的交往，反对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上的

侵略式的交往。在西方现代性的进程中，资本逻辑

是维系资本主义对外交往的重要载体，非和平的交

往只会给落后民族地区带来苦难与杀戮。在《鸦片

贸易史》中，马克思指出：“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刺激

了鸦片贸易的增长而损害了合法贸易；只要整个文

明世界的压力还没有迫使英国放弃在印度强制种

植鸦片和以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的做法，那么这第

二次鸦片战争就会产生同样的后果。”[3]629无疑，英国

对华输出鸦片，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本身就是建

立在非平等交往基础上的，在这背后是资本逻辑的

推动，是人类追求文明世界的阴暗面。列强为了缓

解工业发展的危机，通过霸权政治和强盗逻辑欺压

落后民族地区，这是对人类文明的公开挑战，强盗

式的掠夺破坏了国际交往的规则。从深层次看，资

本逻辑是国际间不平等交往的根源，资产阶级以及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是充当着资本的帮凶，因此扬

弃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交往是维系人类文明的重要

举措。

历史和实践证明，暴力交往只会阻碍人类文明

的发展，而和平交往才会促进人类文明的整体提

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克服了国际间旧的交往理念，

是一种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新型交往理念，是马克

思交往理论在当代的科学实践。习近平指出：“回首

最近100多年的历史，人类经历了血腥的热战、冰冷

的冷战，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巨大的进步。20世纪

上半叶以前，人类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那一

代人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免于战争、缔造和平。20世
纪五六十年代，殖民地人民普遍觉醒，他们最强劲的

呼声，就是摆脱枷锁、争取独立。冷战结束后，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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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殷切的诉求，就是扩大合作、共同发展。”[4]历史再

一次启示我们，唯有和平与发展才是开创美好新世

界的重要途径，战争与暴力违背了人民的意愿，走向

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反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开启

人类文明形态的创新之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物质交往的推动，这

是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在马克

思的交往视阈中，物质交往是其他交往的前提，是

促进人自身发展的根基所在，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生

产力，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新的思想理念，充分体现了在物质利益面前的

价值引领作用，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

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全球之间的物质交往、精神

交往，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价值目标。马克

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

出丑。另一方面，不难理解，任何在历史上能够实

现的群众性的‘利益’在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在

‘思想’或‘观念’中都会远远超出自己的现实界限，

而同一般的人的利益混淆起来。”[14]286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既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体现了世界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

根本的是要在物质交往的基础上增强世界人民的幸

福感。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明确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应该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增强各个国

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和谐世界的建立。“经济

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

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21世纪初以来，在联

合国主导下，借助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制定和实施

了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11
亿人口脱贫，19亿人口获得安全饮用水，35亿人口用

上互联网等，还将在 2030年实现零贫困。这充分说

明，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4]。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对马

克思物质交往思想的正确运用，做到了继承与夯实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这启示我们，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需要有世界的责任担当，在世界历史的

进程中维护和发展世界人民的利益，用行动践行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深入思考可知，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根本上是一

个人类文明的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内部，世

界各种文明共同存在并相互交织，各种文明能够共

享，进而丰富了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意蕴。最重要

的是，各类文明在相互交往的基础上，为促进人的

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基础。现如今，全球现代性

的发展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资本逻辑和工具理

性在短时间内还得不到变革，个体主体的自由全

面发展和人类主体的最终解放还需要很长的路要

走，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将会举步不前。在

交往理论视阈中，马克思认为交往的最终目的是

要建立真实的社会共同体，从而人类的真正解放

才会实现，人类新的文明形态才会出现。在马克

思看来，虚假的社会共同体只不过是人类社会的

史前史，而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文明历史的真

正开端。资本主义社会是史前史的最后一个发展

阶段，只有人类进入真正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人类

的解放才会实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马克思关于人类交

往思想的价值指引，尤其是马克思关于共同体论断

的启示。当前的国际关系虽然出现了多极化的发

展，但资本主义霸权政治和强权逻辑依旧存在，世

界在整体和平的基础上依然有动荡与不安，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出场就是为了建立符合世界人民利益

的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虚假共同

体的表现，而是对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超越，是

以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命运前途为立足

点的。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要始终围

绕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为人类的解放积蓄力量，

构建超越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基础上的新型世界

交往格局。“文明形态的转换，必然构成人的存在方

式的变革。工业文明以来的全球化过程，在某种意

义上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并从而构成了全球化市

场中的人的存在方式”[1]232。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

的人类文明发展形态，就是要从全球市场化中的人

转向作为自身发展目的中的人，从而使得以“物的依

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转变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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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社会形态。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当

代中国的理论飞跃，是走出全球现代性困境、开创人

类社会发展的新文明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中华民族主体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主体发展的需

要，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世界历史中践行

马克思交往思想的理论自觉。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是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超越，是走向自由人联

合体和真正社会共同体的必经阶段，彰显了马克思

交往理论在解决当代人类问题中的思想魅力，也充

分体现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胸怀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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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Communication Theory

Sun Min Qi Chengshui

Abstract：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China’s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global modernity,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Marx’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opens up a new civilization for mankind in the 21st century. In Marx’
s 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national history to
world histo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o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ll these marks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is also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is the theoretical in⁃
nov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t is consistent in the sense of logical connection, of connotation and implication, of val⁃
ue and idea, and of practical approach. It is required for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o develop
and discard the communication model taking capital logic as its core on the basis of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scientific com⁃
munication theory,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dilemma of global modernity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 cal guid⁃
ance for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ultimate liberation of human di⁃
lemmas.

Key words：Marx; communication theory;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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