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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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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纪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为人类社会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

洁美丽的世界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刚刚走出浩劫的人类苦苦求索

和平进步之道。同一年，《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联合国成立，这是人类

和平发展事业的里程碑。 

此后，联合国不断实现进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

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这离不开世界各国寻求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的努力。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

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

在这一进程中，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

歧矛盾，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

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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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百年大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人类面临多种风险挑战。面

对全球性挑战，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如果赖以生存的大船沉没，每

个船舱也必然随之倾覆。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尊重、精诚合

作，而不是猜忌对立、零和博弈。 

世界各国应站在地球村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

题，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明确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

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努力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中国一贯珍视与国际社会的协作和互助。中国愿总结经验、加强沟通，

继续寻求和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探索各国共同接受的合作思路、

途径和模式，同国际社会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建设更加美

好的世界，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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