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丨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强

调“共商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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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来自股市广播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即将在日本大阪举行，WTO报告会前

发出警告称，贸易限制措施影响超过 8000 亿美元，捍卫多边贸易体制成

峰会焦点，各方也将就完善全球治理等寻求共识，全球治理重要议题上的

“中国方案”备受期待。 

2008年后，全球逐步陷入治理危机，金融风险、一些国家民粹思潮等

此起彼伏，贫富差距、发展鸿沟等愈加深刻。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经不适

应世界形势发展。与此同时，强权政治更加明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

行，冲击全球治理既有机制，阻碍全球治理改革。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加

强团结和协商推进全球治理完善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中国为推动完善全球

治理做了大量工作。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 3月，

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第一次在外交场合提到“命

运共同体”概念。秉持这种理念，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区域

命运共同体等建设，还打造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国际机构、各类

主场外交活动为代表的创新平台，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实践平

台得以迅速落实推进。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强调“共商共建共享”，

主张扩大治理主体，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强

调治理主体之间平等参与、共建共享，国际共识、协调和合作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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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人类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共同振兴的主

张，获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首先，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相关各国的呼应和积极参

与，尽管有国家意欲阻挠，但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构机制成

功建立，大量欧洲国家也参与其中，并成为支持一带一路的重要成员。“一

带一路”峰会也成为一项制度安排得以稳定。“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大实践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方案，已经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项目，

也是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种种挑战的一个历史性方案。通过这个倡议，

中国向世界贡献了全球治理理念，即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打造开

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以此来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

问题。 

其次，中国成为捍卫世界多边体制的中流砥柱。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以应对全球涌现的新挑战，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践行以解决

问题。然而，与中国相反的是美国提出的“美国优先”理念，高举“美国

第一”旗帜，为了美国利益不惜以单边主义行动破坏世界多边体制，损害

全球各国利益。 

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理念，一个是希望各国通过合作解决挑战，实现共

赢，一个是唯我独尊，损人利已。毫无疑问，中国拒绝向不公正的单边主

义低头，在捍卫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体制，鼓舞了一些遭受美国关税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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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站在反对保护主义的潮头。与此同时，中国以更全面更深度的开

放政策带头支持全球化，抗拒逆流。中国的做法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支持，

在此次大阪 G20峰会之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以及世界各国等都要求停止损害全球经济稳定的贸易争端，捍卫自由贸易，

回归多边体制。 

其三，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快速提升。“美国优先”战略导致

美国退出不满足美国要求的国际组织或协议，以此来破坏他们的运行，并

令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瘫痪。 

长期以来，全球治理的多边制度安排有限，主要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主导，开放程度滞后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导致治理权威欠缺。美国这

种任性破坏的做法既是对多边体制的打击，也给全球治理的多边安排带来

机会。 

日前，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在罗马会议上当选为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新一任总干事，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候选人的

支持表明了他们希望打破“西方垄断权力”以实现“再平衡”。现在，中

国人已经成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信联盟、联合

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等组织和部门负责人，这显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秉

持的开放、包容、均衡等理念逐步被世界接受。 

习近平主席敏锐观察到了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瞻远瞩地提

出了人类命运同体理念，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1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