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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全球安全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关于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理念，

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全球安全倡议贯通

了人的安全、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三个层面的安全关系，强调安全的重

点不仅包括国家安全，还包括个人和集体意义上的人民福祉。它超越了

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并向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和发展领域延伸，成

为多层面的安全概念。全球安全倡议与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一致，致力于

解决国际冲突的根源，认为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可持续的安全观，消

除不平等，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繁荣。中国秉持安全共同体理念，坚

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国际社会协力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

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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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问题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没有安全就没有基本人权。实现世界持

久和平，让每一个国家享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让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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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乐业，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是我们的共同愿望。[1] 全球安全倡议系

统阐释了中国促进世界安危与共、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立场主张，强调人类

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对促进和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丰富

全球人权治理路径和方法提供了中国智慧。

一、人权与安全密不可分

生命权和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安全是人权的基础和保障。全球安全

倡议深刻思考当前世界面临的突出安全问题，回应全人类共同安全关切，凸

显立足人类整体利益、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实现人类共同安全的天下情怀。

（一）安全的目的在于守护人权

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安全的目的在于守护人权。没有和平稳定，

人权无从谈起。生活在免于匮乏与恐惧、普遍安全和持久和平的环境中，是

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明确指出：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2]《联合国宪章》序言开宗明义写道：

“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

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

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并为达此目的：力行容恕，

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接受原则，

确立方法，以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

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3]

《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三大使命：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经济和社

[1]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外交部网站，2023 年 2 月 21 日，http://newyork.fmprc.
gov.cn/web/wjbxw_new/202302/t20230221_11028322.shtml。

[2]　《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网站，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UDHR/Docu 
ments/UDHR_Translations/chn.pdf。

[3]　《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about-us/un-charter/f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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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步与发展、尊重人权。其中，实现和平与安全是基本前提，经济和社会

进步与发展是根本要求，尊重人权是最终落脚点。联合国将促进和保护人权

确定为其工作的重要目标，而人身安全以及和平与安全的权利是人权的核心

组成部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 1994 年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最先提出并界

定了“人的安全”：“人的安全包括两大方面。其一是免受诸如饥饿、疾病

和压迫等长期性的安全；其二是在家庭、工作或社区等日常生活中对突如其

来的、伤害性的骚扰的保护。”[1] 鉴此，联合国通过相关人权决议，将和平

权宣布为重要人权原则之一，与发展权、平等和不受歧视原则、公正审判权、

平等参加公务和选举的权利以及各项自由权利并提。联合国还专门就和平权

所涉及的特定主体权利规定了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如对武装冲突中的儿童、

难民和失所人民，同时，将和平权的实现条件和方式规定为保障人权的重要

举措，如打击恐怖主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民主秩序等。

（二）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是一个相互依赖

的整体。人的安全、国家安全、全球安全相互关联，紧密联系。人的安全是核心，

国家安全是前提，全球安全是基础。保障人权离不开国家安全，没有国家安

全就难以实现集体人权，也就难以保障个体人权。实现共同安全、普遍安全

既是集体人权的本质要求，更是对个体人权的保证。早在《世界人权宣言》

起草过程中，中国代表张彭春作为起草委员会的副主席，就提出要在宣言中

体现中国文化中“仁者爱人”的理念，主张在宣言第一条保留“四海之内皆

兄弟”的表述，呼吁人们相互宽容、彼此尊重，以手足情谊的精神和平相处，

充分体现了通过推进集体人权来实现个体人权的价值观念。[2]

人的安全、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是不可分割的。人的安全寓于国家安全

[1]　张洪波：《作为人权的安全权：比较、内涵及规律》，《南京社会科学》2013 年

第 5期。

[2]　常健：《为什么发展人权必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新闻网，2023 年 2 月

16 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3/02-16/99549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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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每个国家的安全又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超脱于世界

整体而拥有绝对的安全，更不能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

只有实现共同安全才能确保持久的安全。“安全不可分割”已被普遍认为是

国际社会一项重要原则。欧安组织和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明确“安全不可分

割”原则，声明各国以国家身份参加欧安组织，承诺不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

价强化自身安全。这一原则已载入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1990年《新

欧洲巴黎宪章》、1997 年《北约—俄罗斯基本协定》、1999 年《欧洲安全宪

章》等重要文件。[1] 安全一旦被分割，安全平衡就会被打破，国家间关系出

现信任危机，将冲击集体人权，从而影响个体人权。

（三）中国积极促进人人享有和平权利

和平基因源于中华传统文化。无论是孔子的“以和为贵”，还是孙子兵

法的慎战，都是和平思想的经典表达。联合国大厦悬挂的孔子“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名言，被标定为国家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黄金法则，也彰显了这

一思想的普世性和国际意义。1954 年，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1955 年，在中国推动下，万隆会议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和平共处十项原则，将“尊重基本人权”

列为第一条。70 多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出亚洲走向世界，成为国际社

会公认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也为国际人权治理提供了重要遵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积极促进在联合国人权文件中反

映和平价值观。中国参与《和平权利宣言》的制定工作，支持联合国大会通

过有关“促进和平作为人人充分享受所有人权的必要条件”“人民享有和平

权利”“采取具体行动彻底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

忍行为”“在反恐中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等一系列人权决议。[2] 当前国际

安全形势严峻，局部战争、武装冲突、集团政治仍在发酵，战争与和平问题

[1]　《2022 年 4 月 25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2 年

4 月 25 日，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204/t20220425_10673513.shtml。
[2]　常健：《为什么发展人权必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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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人权治理

面临严峻挑战，危机、冲突、动荡等不安全因素不仅妨碍各项人权的实现，

而且破坏当前的人权状况，甚至造成各类情形的人权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在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34 次会议时表示：“我们越来越看到，民

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反常现象与种族主义、仇外心理……许多人因战争而逃

难，国际社会不能逃避其责任。”[1]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和平是人民的永恒

期望，犹如空气和阳光”，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 并明

确提出“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开创世界美好未来”，[3] 回应了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冲

突战争的迫切需要，为消弭国际冲突根源、促进人人享有和平权力提供了中

国方案。

二、保障人权是全球安全倡议应有之义

全球安全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具体化，是全

球人权治理的重要抓手。习近平主席指出：“以安全守护人权，尊重各国主

权和领土完整，同走和平发展道路，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人权创造安

宁的环境。”[4] 全球安全倡议彰显了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将极大地推动全球

人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破解全球人权治理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34 次会议在日内瓦开幕》，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2017

年 2 月 28 日，https://news.cri.cn/uc-eco/20170228/224279b6-c039-c4c9-8bd0-4cbdd1d32282.
html。

[2]　《习近平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司法部网站，2023 年 6 月 14 日，

http://www.moj.gov.cn/gwxw/ttxw/202306/t20230614_480724.html。
[3]　《习近平总书记谈全人类共同价值》，求是网，2021 年 8 月 23 日，http://www.

qstheory.cn/zhuanqu/2021-08/23/c_1127786124.htm。

[4]　《习近平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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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的安全公共产品。

（一）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人权保护制度的基础

联合国宪章将尊重人权列为三大宗旨之一的同时，还明确规定联合国及

其成员国在实现其宗旨时应遵循一系列国际法原则，其中首要原则就是国家

主权平等，以及由这一原则引申出来的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等。

全球安全倡议明确指出，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是基本前提，强

调了国家主权对保障国民人权的极端重要性。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人权保障的

集体属性。没有抽象的人权，只有具体的人权，即公民权。而公民权是国家

赋予的，没有国家的安全，公民权也就难以实现。主权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

基本单元，是人权保障和发展的首要责任者。国家通过立法形式保障本国公

民权利，保护公民免受暴力侵害，推动实现个人、社会发展。国家主权遭践

踏的人民难有基本的人权保障，这已经被无数的历史和现实所证明。如果世

界陷入动荡不安、地区战乱频发、人民颠沛流离，人权就失去了基本的保护，

遑论自由、公正和发展。因此，全球安全倡议将“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

置于首要位置。

坚决反对以人权为由侵犯他国主权，损害他国人民的人权。社会存在具

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人权状况也同样如此。人权植根于各种不同文明之中，

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权的内涵亦各具特色，

不可能强求一致。世界各国人民有权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人权问题不应该成为破坏地区安全的工具，不应该成为单边主义、霸权主义

联合博弈下的牺牲品与政治武器。任何国家都不应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社会

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他国，更不能通过暴力威胁或武力侵略达成一己之私。

西方提出“人权高于主权论”，是对人权本义的篡改。个别国家假借“保护责任”

之名，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使当地人权遭到系统性破坏，甚至造成严重的人

道危机 ,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国家的遭遇即是如此。

发展人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各国都

有权利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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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交流、相互借鉴。[1] 任何国家都没有资格当人权“判官”，人权不能成

为干涉别国内政、遏制别国发展的借口。

（二）统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改善全球人权治理

全球安全倡议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 , 协调推进安全

治理。当前，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呈现突出的联动性、跨国性、多

样性特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人权保障面临严峻的

挑战。

具体来说，当前人权保障面临两方面的安全威胁。第一，军事对抗、局

部战争、武装冲突等传统安全威胁严重影响人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联合

国难民署《2021 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因冲突或迫害而逃离本国的难民、难

民申请者和流离失所者等总人数突破1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调查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底，因冲突、暴力和其他危机而流离失所的儿童人数达到3650万，

创二战以来新高。有数据显示，美国在“9·11”事件后发动战争所制造的难

民数量在4900万至6000万之间。其中，仅阿富汗就有1100万人沦为难民。[2]

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战争代价”研究报告显示，“9·11”

事件后，美国先后拘禁数十万人，仅在伊拉克就关押超过 10万人。[3] 第二，

气候变化、环境恶化、能源危机、流行性疾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严重影响人类福祉，甚至引发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难民署指出，受气候变

化和气候灾害影响，每年有超过 2000 万人被迫在境内迁移或跨境避难。世界

银行 2021 年 9 月发布报告预测称，2050 年前，气候变化将造成约 2.16 亿人

[1]　《习近平：发展人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求是网，2022 年 11 月 10 日，http://
www.qstheory.cn/2022-11/10/c_1129116647.htm。

[2]　《2022 年 6月 20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2 年 6

月 20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206/t20220620_10706553.
shtml。

[3]　《把反恐做成“生意”——起底美国海外“黑狱”践踏人权》，搜狐网，2023年7月6日，

https://www.sohu.com/a/695131691_99910418?scm=1019.20001.0.0.0&spm=smpc.csrpage.news-
list.1.1690796611874O6qRy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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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本国境内迁移。[1]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紧密联系、相互渗透、共同作用，使人权保

障问题越发复杂。全球范围内与人权密切相关的治理问题增多，如战争与人权、

反恐与人权、气候与人权、环境与人权等，这些问题不断向国际政治领域扩散，

形成复合性的安全问题，影响全球和平与发展。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各国在国

际安全领域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

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

加强全球安全治理，防范化解安全困境，改善人类安全环境，共同维护国际

生态安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减轻其对社会生产生活与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的危害，以更好地保障人权。[2]

（三）强调安全与发展是维护和保障人权的一体两面

全球安全倡议认为，安全与发展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安全是发展的前

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发展和安全是维护人权的一体两面，犹如车之两轮、

鸟之两翼。战争和暴力无疑将导致发展受挫，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粮食危机、

极度贫困等是导致地区动乱、冲突的主要原因。同样，没有发展也难以确保

安全。而没有安全和发展，人权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986 年《发展

权利宣言》将发展定义为“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每个

民族都有权参与促进和受益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

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可以充分实现”。[3]1994 年《人类发展报告》对什么

是安全做出了新的定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世界不再有冲突当然是和平

的绝对基础，但还不足以实现安全。该报告认为，人们不仅在他们的人身安

全没有受到威胁时感到安全，在他们能够确信有足够的食物、医疗服务以及

[1]　林子涵：《极端天气频发 “气候难民”激增》，《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 年 4

月 28 日。

[2]　陈向阳：《全球安全倡议促进全球人权治理》，中国网，2023 年 6 月 15 日，http://
www.china.com.cn/opinion2020/2023-06/15/content_87564678.shtml。

[3] 《发展权利宣言》，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A-RES-4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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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遮风避雨的房子时也感到安全。不仅免于恐惧，当然还要免于匮乏。[1]

当前，世界处在一个技术突飞猛进、经济日益相互依存、全球化及地缘

政治巨变的时代，安全、发展和人权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相互影响，共同

作用，越来越成为新型国际治理体系和联合国安全议程的关键议题。人权与

安全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紧密。一些国家因内战陷入四分五裂，

国力耗尽，发展停滞，民不聊生，艾滋病、吸毒等问题蔓延。一些国家面临

资源匮乏、失业率高企、贫富差距拉大等发展危机，导致极端思潮产生，诱

发内乱，地区冲突，引发人道危机。目前，全球仍有几十个国家陷于极度贫困，

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几百万家庭陷入贫穷，人民陷入生存危机。联合国发布的

《2022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2020 年全球陷入极端贫困的人口新增

9300 万人，四年多的减贫进展化为乌有。该报告指出，气候危机、COVID-19

大流行和世界各地冲突增加，使得联合国 17 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的实现处于危险状态。这些相互叠加和交织的危机对人类的食物和营养、卫生、

教育、环境以及和平与安全状况产生了连带影响。[2]

世界各国聚焦发展、减少贫困将大大降低局部战争、武装冲突的爆发，

使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得以用于改善和发展人权，进而提高共同应对流行传染

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能力。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已完全消

除了极端贫困，8亿多人摆脱了贫困，4亿多人迈入中等收入群体，这是人类

文明史上的奇迹，对全球人权治理具有深远意义。中国人民的安全权、生命

权得到充分保障，民众的安全感十年来持续保持高位，安全感指数由 2012 年

的 87.55% 上升到 2021 年的 98.62%。英国基金会发布 2023 年全球安全感知

指数，中国的安全感知指数排名在前十。[3]

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安全与发展互为关联，将其作为促进和保障人权的一

[1]　刘志军、刘民权：《人类安全：概念与内涵》，《国际观察》2006 年第 1期。

[2]　《2022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搜狐网，2023 年 3 月 5 日，https://roll.sohu.com/
a/649080727_121649899。

[3]　《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人权网，2023 年 6 月 19 日，https://www.humanri 
ghts.cn/html/zt2023/2/14/2023/0619/710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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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两面，主张发展和安全并行推进。同时，强调每个国家的发展和安全政策

不仅要考虑本国公民的需要，而且要考虑其他国家公民的关切。只有共同发展、

共同安全才能确保公正的人权。全球安全倡议将安全的内涵从关注安全事务

本身向经济社会等发展领域延伸，体现了人权保障意义的厚度和深度。

三、重点合作方向体现以保障人权为基本方针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以下简称《概念文件》）强调，中国将以《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根本遵循，在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开展与世界各国

和国际、地区组织的双多边安全合作，积极推进安全理念对接和利益共融。《概

念文件》所涵盖全球安全治理的重点合作方向，体现了以保障人权为基本方针。

（一）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唯一有效途径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原则，是国际人权保护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宪章》第一条明确规定：“要以和平方式且以正

义及其国际法的原则，来调整和解决足以破坏和平的国际争端和情势。”针

对地区热点，应该通过和谈方式缓和紧张、化解争端，反对拱火浇油、趁火

打劫，反对滥用制裁、动辄施压。全球安全倡议强调：“战争和制裁不是解

决争端的根本之道，对话协商才是化解分歧的有效途径。”《概念文件》倡

议从两个方面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一是铸剑为犁，主张彻底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使用和扩散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概念文件》坚决维护“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共识，敦

促遵守五核国领导人发表的《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

加强核武器国家对话合作，降低核战争风险。维护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联合国安理会防扩散委员会、《禁止化学武

器公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等框架下开展合作，推动全面禁止和彻底

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概念文件》同时强调，支持全球常规武器军控进程，

支持落实“消弭非洲枪声”倡议。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扫雷国际合作及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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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关国家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帮助。

二是和平谈判，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热点问题。战争只会造成更多的人员

伤亡，加深民族仇恨，解决不了旧问题，还将产生新的不可预知的问题。只

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才能将生命和财产损失降至最低。《概

念文件》鼓励当事国通过坦诚对话沟通化解分歧，寻求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

支持国际社会在不干涉内政前提下，以劝和促谈为主要方式，以公平务实为

主要态度，以标本兼治为主要思路，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概

念文件》支持通过对话谈判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等热点问题，支持一切有利

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反对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二）坚定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联合国作为二战后成立的最重要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

面被赋予特殊责任和权力。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世人的惨痛记忆，催生了这一

全球性的安全机制。《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

有首要责任，应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是否存在。随

着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增多，安理会做出“和平之威胁”的决议受到越来

越广泛的国际关注，尤其体现在其对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回应。[1]

冷战结束以来，一些大国奉行霸权思维，无视联合国宗旨与原则，绕开

安理会，武装入侵他国，造成一系列人道问题；为一己之私，退出联合国相

关机制，大行单边主义，严重损害联合国权威；纠集同盟国抹黑他国人权，

籍此实施“长臂管辖”，打压他国。面对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新变化，《概念

文件》强调联合国在全球安全治理的权威性、不可替代性，呼吁各国坚持遵

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

阵营对抗，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维护联合国权威。

《概念文件》强调要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积极

参与联合国秘书长“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关于制定“新和平纲领”等建议

[1]　张国斌：《论人权因素之于安理会断定“对和平之威胁”的影响》，《法治与社会》

2013 年第 2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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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支持联合国加大预防冲突努力，充分发挥建设和平架构的作用，帮

助冲突后国家开展建设和平工作；支持联合国提高维和行动履行授权能力，

坚持当事方同意、保持中立、非自卫或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的维和行动三原则。

（三）主张综合治理是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的长远之道

针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概念文件》强调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

标本兼治。

一是维护人类基本生存环境安全。支持各国在气候变化、供应链产业链

稳定畅通等领域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可持续

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维护全球粮食安全，避免将粮食安全问题政治化、武

器化；强调能源安全，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能源价格稳定；支持世界卫

生组织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共同应对包括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在内的全球性重大传染病；加强生物安全风险管理，共同倡导负责任的生

物科研，降低生物安全风险。

二是确保有序的社会安全环境。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共同打击所

有安理会列入的恐怖组织和人员，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国家、民族和宗教

挂钩；打击跨国犯罪行为，全面、有效落实《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携手打击海盗、武装抢劫等海上跨国犯罪；共同应对毒品问题，维护

国际禁毒体制，构建不受毒品危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是防范新兴领域的不确定风险。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国际安

全治理，预防和管控潜在安全风险；坚决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支持

谈判缔结外空军控国际法律文书；共同应对各类网络威胁，构建开放包容、

公平合理、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

四、践行全球安全治理，促进和保护人权

全球安全倡议直面当前世界多重安全挑战，呼吁国际社会携手消弭国际

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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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国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坚决捍卫联合国权威，积极开展斡旋外交，

推进安全合作与对话，携手国际社会共同促进和保护人权。

（一）维护联合国权威，发展和保护国际人权

中国是联合国最早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是

联合国人权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2006 年 5 月，中国当选人权理

事会首届成员，此后又多次当选。中国积极配合和参与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

审议机制，履行国际人权条约缔约国义务。中国提出的推动共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多次被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

合国安理会等机构的决议，为推动国际人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

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蓝盔”成为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关键力量。1990 年，中国向联合国

派出军事观察员，拉开了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帷幕。1992 年，中国派出首

支成建制“蓝盔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 多年来，中国军队已派出官

兵 5 万余人次，赴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维和行动，先后有 27 名维和人员

献出宝贵生命。目前，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第一大出兵国，共有 2200 多名中国官兵在 8个维和任务区执行任务。中国

维和官兵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守护世界和平与安宁。[1]

（二）开展斡旋外交，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中国积极开展斡旋外交，为推动相关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不懈努力。中

国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对缓解乌克兰人道主义局

势提出六点倡议。中国派欧亚事务特使积极斡旋，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

各方深入沟通。中国发布《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中国立场》文件，搭建阿富汗

邻国外长会议，敦促塔利班政府履行改善人权尤其是妇女权益的承诺。

中方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支持中东国家通过对话协商推动热点问题

[1]　《2023 年 5 月 30 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3 年 5 月

30日，https://www.mfa.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305/t20230530_11085939.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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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解决”这一承诺。2023 年 3 月，中国促成沙特和伊朗签订和解协定，

助力恢复外交关系。沙伊复交明显推动了中东国家之间关系的缓和潮流。更

多的国家选择与伊朗、叙利亚缓和关系，叙利亚领导人访问阿联酋，土耳其

和埃及表示和解等，这些密集的和解进程可谓是沙伊复交的“和平红利”。“中

东大和解”是全球安全倡议的一次生动实践，为推动相关国家通过对话协商

化解历史恩怨、实现睦邻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创新国际协调合作机制。近一年来，中国与印尼、巴基斯坦等国签

署了《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联合声明》，决定以条约为基础、由各方共同

协商建立国际调解院。2023 年 7 月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相关国家开

始就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国际公约等事项组织开展政府间谈判。国际调解院的

建立将打造更加开放包容、公平普惠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新平台。

（三）推进安全对话，守护世界和平与安宁

中国致力于“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

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2022 年 1 月，中、俄、美、英、法五个核大国

领导人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将避免核

武器国家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作为核大国的首要责任。中俄建立战略

安全磋商机制，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作出共同努力。中美举行高级别安全对

话会，促进中美关系企稳。

中国积极推动地区安全对话。中国提出“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推

动非洲地区国家举办首届“中国—非洲之角”和平会议；提出中东安全稳定

五点倡议、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四点主张、落实巴以“两国方案”三点思路

等方案，积极参与中东安全治理。中国反对无视地区国家意愿强施单边制裁、

强推政权更迭、强加所谓“解决方案”、强迫地区国家选边站队。中国成功

主办两届中东安全论坛，就国际社会共同推动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提出建议。

此外，中国还在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东亚合作各

机制等多边平台，积极推动各方开展安全领域交流合作，汇聚国际社会应对

安全挑战的共识与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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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以人为本，全面促进和保障国际人权

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始终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基

本人权，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全面促进和保障国际人权。

中国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推进国际减贫进程。习近平主席指出：

“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

的基本权利”，“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

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保障”。中国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

建设性参与饥饿、难民、疾病、冲突等问题的解决。设立“中国—联合国和

平与发展基金”和“全球发展—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全面落实中方在南南

合作圆桌会上宣布的“100 个减贫项目”。中国不断深化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同共建“一带一路”对接，打造减贫和发展新引擎。世界银行报告指出，

共建“一带一路”将使相关国家 760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 万人摆脱中度

贫困，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强大动能。[1]

中国扩大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规模和范围。2018 年至 2022 年，中国共开

展 822 项对外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总金额约 152 亿元人民币。援助对象以亚

洲和非洲面临较高人道主义风险的发展中国家为主，还包括拉丁美洲、南太

平洋和欧洲等地区。中国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对外紧

急人道主义援助，尤其是在针对自然灾害的援助中，成为官方紧急人道主义

援助的有力补充。例如，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在 28 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国际

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项目，总投入超过 3.6亿元，惠及约 195万人口。[2]2020

年底以来，中国助力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时间最长、

涉及范围最广的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三年多来，中国向全球 151 个国家

和 13 个国际组织提供检测试剂、防护服、口罩等抗疫物资数千亿件，累计发

[1]　《合力建设远离贫困、共同发展的美好世界》，《人民日报》2020 年 12 月 19 日，

第 3版。

[2] 《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国际发展合作署网站，2023 年 5 月 18 日，http://
www.cidca.gov.cn/2023-05/18/c_12121890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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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物资 5246 吨。[1]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国向乌方提供了多批次人道主义物

资援助，支持乌克兰人民渡过难关。

五、结语

全球安全倡议是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重大理论创新，既为推进全球安全

治理和应对地区热点指明方向，也为保障和发展人权、促进全球人权治理注

入了新内涵，提供了新思路。全球安全倡议融通了人的安全、国家安全和全

球安全三个层次的安全关系。保障人权是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目的，不受

外部干涉的国家主权是维护各国人权的前提，全球安全治理保障全球人权治

理。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致力

于普遍安全、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安全、统筹发展和

安全。这一安全观是缓解全球安全赤字、共同应对安全挑战、摆脱安全困境

的治本之策，也是促进世界和平、地区稳定与人权事业的解决之道。全球安

全倡议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安全方略，也为破解全球人权治理困

境提供了重要指引。

【责任编辑：李静】

[1]　周太东、余璐：《中国式国际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发展中化解危机》，中国日报

网，2023年6月1日，https://cnapp.chinadaily.com.cn/a/202306/01/AP64794a0fa31054839e1a448a.
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