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全球文明倡议：缘起、内涵与中国实践

  

全球文明倡议：缘起、内涵与中国实践

    朱中博

〔提   要〕全球文明倡议立基于中华文明 5000 余年厚重积淀，结合中

国式现代化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前景，彰显中国领导人的天下胸怀，体

现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的使命担当。它以四个“共同倡导”为内涵，

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直面文明交流互鉴的突出堵点，指出人类

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基础支撑。推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不是坐而论

道，而是要落实到政治、经济、人文交流等方方面面。中国与世界的紧

密关系，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已经并将继续为践行全球文明

倡议提供强大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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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类文明已发展到前所未有新高度，不同文明共生交融成为时代

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大势。同时，不同文化思潮之间的对撞激荡也愈加激烈，

意识形态阵营对抗风险急剧升高。人类文明面临革新进步与停滞倒退两种命

运的抉择。在此历史关头，习近平主席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找

准影响人类文明进步的堵点解方，指明文明交流互鉴的动力和支撑，高瞻远

瞩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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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文明倡议的缘起

全球文明倡议由中方首先提出不是偶然的。倡议立基于中华文明 5000

余年的厚重积淀，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世界文明进

步的前景，彰显中国领导人推动中外文明繁荣共进的天下胸怀，体现引领不

同文明共生交融潮流的使命担当。

（一）中国是原创型的文明古国，[1]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社会进

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实证研究，中国拥有百万年的人类

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2]“文明”的定义有很多种。[3]《中

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文明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的、

制度的和精神的成果的总和。[4] 当代中国考古学界则认为，文明是在国家的

组织管理下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总和。[5] 在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中，文明专指古代国家形态的出现，以国家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6]

在西方，文明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lis”，意思是公民的、国家的，表示人、

社会和国家的进步状态。[7] 总体上说，国际社会认为文明不仅包括精神文明，

涉及文化、价值观等形而上层面，还涉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或制度文明等

[1]　《王毅谈“文明古国论坛”形成的三项重要共识》，外交部网站，2017年 4月 25日，

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1704/t20170425_341050.shtml。
[2]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

2022 年第 14 期，第 5页。

[3]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花了大量笔墨论述文明术语在西方世界的衍变及其与所有

社会科学的关系，参见布罗代尔：《文明史》，常绍民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5-56页。

[4]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 23 卷），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6 页。

[5]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成果如何“见众生”》，《探索与争鸣》2023 年第 6期，第

50 页。

[6]　《文明探源工程：诠释“何以中国”——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 年 6 月 15 日，第 4版。

[7]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 23 卷），第 296 页。



21

全球文明倡议：缘起、内涵与中国实践

器物、制度层面。

作为拥有悠久历史且惟一未间断的文明，中华文明在 5000 余年的历史长

河中创造了辉煌成就，积累了大量治乱兴替的经验，引领了人类文明进步潮

流。这赋予全球文明倡议特有的文明自信。在历史多数时期，中国都是世界

一流强国。秦、汉、隋、唐等王朝先后与古罗马帝国、安息帝国、拜占庭帝国、

波斯萨珊王朝、大食帝国等并存。中国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仍在使用的古文字，

深刻影响了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字文化发展，也被联合

国及其下属的多个专门机构作为官方语言。[1]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诸子“百家争鸣”，诞生了老子、孔子、孙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

韩非子等伟大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中国及东亚的精神世界体系，

乃至人类政治、社会、法律、教育甚至外交与战略博弈的方式。

在工业革命前的几千年里，中国经济、科技、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第

一方阵之中”。[2] 西方经济学界比较研究发现，按 1990 年国际元计算，公元

1—1820年，中国GDP一直高于欧洲，公元1—1000年更是欧洲GDP的 2倍多。

在人均GDP方面，公元1年中欧基本持平，公元1000—1300年中国则高于欧洲，

且在随后几个世纪一直是世界最大经济体。[3] 李约瑟也指出，在科技发明的

许多重要方面，中国走在那些创造出“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前面，和拥

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 3到 13 世纪之间保

持着令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超同时代欧

[1]　作为世界性语言，中文的影响力仍在迅速扩大。据统计，截至 2021 年底，有 18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76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参见《教育这十年 1+1 系

列发布会第六场：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发展成就》，教育部网站，2022 年

6 月 28 日，https://hudong.moe.gov.cn/fbh/live/2022/54618/。

[2]　《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全文）》，中国政府网，2014 年 4 月 2日，https://
www.gov.cn/xinwen/2014-04/02/content_2651491.htm。

[3]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页；

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 960—2030 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08 年版，前言及正文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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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在 15 世纪前更是如此。[1] 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更

是推动世界文明格局深刻变革。如马克思所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

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

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

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2]

中国的文化遗产资源也蔚为壮观。截至 2021 年底，中国共有国有可移动文物

1.08亿件（套），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3]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树立了与其他文明和平共处、共生交融的典范，引领

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潮流。这赋予全球文明倡议和平、包容、进步的文明

基因。历史上，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罗马文明、伊斯兰文明、波斯

文明、犹太文明等都曾与中华文明交汇，佛教、拜火教、摩尼教、伊斯兰教、

基督教等都曾进入中华大地并与道教、儒家等和谐相处。其间，不同思想观

念有过论争、磨合，但从未有过宗教战争或教派仇杀。

中华文明没有扩张侵略和文明冲突的基因，更多的是兼容并蓄和开放革

新的特性。历史上，中华文明借古陆地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香料之路、

“金银大道”、“万里茶道”等，与其他文明在物产、人才和技术领域互通

有无，在文化思想上相互借鉴，留下张骞通西域、玄奘西行取经、鉴真东渡、

郑和下西洋等中外交往历史佳话。中华文明“走出去”带的是丝绸、茶叶、

陶瓷、漆器、铁器、典籍等物品，四大发明、冶金术、养蚕术、中医、种茶、

纺织、刺绣等技术技艺，以及仁政王道、科举选官等理念制度，传播的是和

平交往善意，没有过十字军东征、西方殖民掠夺、奴隶贸易、种族屠杀和文

明毁灭那样的野蛮行为。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交流中取长补短、革故鼎新，

正是其长期引领世界文明进步潮流的一大秘诀。

[1]　李约瑟：《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2 页。

[2]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67 页。

[3]　《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推动新时代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中

国网，2022 年 8 月 24 日，http://www.china.com.cn/zhibo/content_783830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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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文明对话包容、交流互

鉴的大道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落后挨打的屈辱史，“现代化之问”摆到了

中华文明面前。无数仁人志士苦寻中国现代化出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人民历经不同时期的艰辛探索，终于找到迈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持续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

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为中国

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1] 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是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文

明创举，“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2] 这赋予全球文明倡

议时代性、进步性、创新性特征。党的二十大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

代化理论，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

14 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将使全球现

代化人口翻一番还多。[3]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

经济总量已达18万亿美元、人均GDP达 12741美元，[4] 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

未来仍有巨大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随着人均 GDP 迈过 2万、3万、4万美元

[1]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

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 年 2 月 8 日，第 1 版；习近平：《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2 页。

[2]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

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

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2-23页；中共中央宣传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第 58-60 页。

[4]　盛来运：《风高浪急彰显韧劲 踔厉奋发再创新绩——<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 > 评读》, 国家统计局网站，2023 年 2 月 28 日，http://www.stats.gov.cn/sj/
sjjd/202302/t20230228_1919012.html?jump=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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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门槛，中国经济总量也将突破 20 万亿、30 万亿、40 万亿、50 万亿美元等

大关，这样量级的经济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将是空前的。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着力促进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这既是旨在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固有的贫富分化弊端，更是着眼解决数千年

来的社会分化痼疾，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越。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过程，也

将意味着“人类历史从此进入真正高度文明的时代”。[1]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着眼克服狩猎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等

各个时期就存在的人与自然的深层矛盾，是对中国和世界负责，也是为大自

然万物、人类千秋百代负责。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传承中华

文明和平传统，开辟了一条“通过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的新模式”，[2] 跳

出了西方现代化依托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系的窠臼。

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吸收借

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开辟文明对话包容、交流互鉴的新路。这赋予全球文

明倡议显著的现实政策涵义，既有利于中国，也将惠及世界。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正确处理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

一方面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另一方面要坚定扩大对外开放，以开

放促改革、促发展，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

作。[3]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中国要始终做一个虚心学习的大国。习近

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

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4] 强调要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 23 卷），第 296 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全文）》，《人民日报》2023 年 5 月 19 日，第 3版。

[3]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 年版）》，

第 62-64 页。

[4]　《习近平：不拒众流方为江海 中国永做学习大国》，中国政府网，2014年 5月 23日，

https://www.gov.cn/govweb/xinwen/2014-05/23/content_26860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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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流互鉴中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1]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

出，中国共产党要“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

果”。[2] 与此同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更多合

作伙伴和更大发展空间。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需要中国。

各方在现代化道路上都面临一系列新课题新挑战，应该同舟共济、团结合作，

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寻求优势互补，成为彼此推进

现代化的伙伴。

（三）中国领导人的天下胸怀，彰显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

繁荣共进的深邃思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

华，[3] 彰显高度的文明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两个

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新高度，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

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4]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把握文明兴盛的规律和原理，通过借鉴古代治国理

政的经验启示，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这赋予全球文明

倡议大国大党领袖特有的智慧底色。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尊崇历史、研究历史，

确立历史思维。党的十八大至 2023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共安排 91

次集体学习。其中多次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相关，如中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

[1]　习近平：《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求是网，2022 年 12

月 31 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12/31/c_1129246574.htm。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

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1 页。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

[4]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 年 6 月 3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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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法治和德治、吏治以及中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深化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等。

习近平主席强调“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认为“没有高度

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 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道路，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释放，

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2] 在新的起点上，习近平主席

更加强调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3] 习

近平主席对中外文明成果有着浓厚兴趣、深刻理解和独到感悟。这彰显全球

文明倡议蕴含的大国大党领袖的天下胸怀和文化底蕴。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到，

阅读是他的爱好和一种生活方式，他通过读书保持思想活力、得到智慧启发、

滋养浩然之气。[4] 他除了大量阅读中华传统文化典籍，自青年时代甚至儿童

时代还对俄罗斯文化、法国历史、印度文明、英国文学等有着浓厚兴趣，广

泛涉猎这些文明的历史、哲学、文化书籍，接触其艺术作品。他也喜欢了解

华盛顿、林肯等美国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欣赏德国等许多国家的文化巨擘、

艺术名家的传世作品。借此，感受思想的力量、加深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5]

参透一个伟大民族的发展历程和精神世界；[6] 更好认识中华文化，更好领略

[1]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3 页。

[2]　《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推动新时代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网站，2022 年 8 月 24 日，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7673/48870/
index.htm#1。

[3]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全文）》，中国政府网，2014年 2月 9日，

https://www.gov.cn/govweb/ldhd/2014-02/09/content_2581898.htm。

[5]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 ( 全文 )》，中国政府网，2014 年 3 月 29 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14-03/29/content_2649512.htm?from=androidqq。
[6]　《习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全文）》，新华网，2014 年 9 月 1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19/c_11125396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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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1]

习近平主席还尊重和欣赏各种文明成果，开展大量“文明外交”。他出

访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了解五大洲的不同文明，了解这些文明与其他文

明的不同之处、独到之处，了解在这些文明中生活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2] 最陶醉的就是各国各民族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3] 他曾参观考察

许多文明古迹，如法国卢浮宫、墨西哥奇琴伊察、中亚古城撒马尔罕、埃及

卢克索神庙、新加坡圣淘沙、泰国曼谷玉佛寺、希腊雅典卫城、印度马哈巴

利普拉姆古寺庙群等。在元首外交中，习近平主席更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经常提及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为人类进步作出的贡献，讲述中外文明交流互

鉴故事，共话中外文明优良品质，从文明友好交往史中拉近彼此心灵距离，

寻找解决当今挑战的启示。

（四）人类文明发展处在关键十字路口，迫切呼唤正确的文明观引领创

造文明新辉煌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深入演进，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革命蓬勃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4]与此同时，世界变乱交织，

全球化遭遇冷战结束以来最强逆风，世界大分化暗流汹涌。人类既面临再创

文明新辉煌的重大机遇，也面临既有文明成果遭侵蚀的严峻挑战。[5] 这要求

[1]　《习近平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 全文 )》，中国政府网，2014 年 3

月 28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4-03/28/content_2648507.htm。

[2]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全文)》，中国政府网，2014年3月28日，

https://www.gov.cn/govweb/xinwen/2014-03/28/content_2648480.htm。

[3]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 年 10 月 15 日）》，中国政府网，2015

年 10 月 14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5-10/14/content_2946979.htm。

[4]　《习近平：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新华网，2017 年 5 月

14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5/14/c_129604238.htm。

[5]　《焕发古老文明新活力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网站，2017 年 4 月 25 日，

http://bbs.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834/1209_679844/2017
04/t20170425_93512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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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的文明观来引导人类廓清认知迷雾，始终走在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上。

人类文明当前已发展到前所未有高度，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世界大融合

持续深化，成为时代基本特征和历史大势。过去 30 多年来，人类吸取两次世

界大战和冷战的教训，积极推动全球化潮流，“开辟了开放发展、合作共赢

的人间正道”，[1] 推动人类文明飞速发展。根据国际经济学界统计，按 1990

年国际元计算，公元 1 年全球 GDP 不少于 0.1 万亿美元，1000 年约为 0.12

万亿美元，1870 年约为 1.1 万亿美元，1950 年约为 5.3 万亿美元。[2] 世界银

行统计，按现价美元计算，2000 年全球 GDP 约为 33.9 万亿美元，2022 年约

为 101 万亿美元。[3] 两千多年来，人类物质文明财富的动态演变可见一斑，

而新世纪以来增长规模能如此之大，正是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空前共生交

融的结果。

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放眼未来，全球化依然得到绝大多数

国家支持，并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转型。同时，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在给世界大融合赋能。特别是数字化在驱动新一轮

全球化加速来临，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乃至人类文明形态。数字经济

更是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

力量，[4] 也必将成为深化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强大动能。

与此同时，世界处在新的动荡变革期，鼓动文明冲突对抗与世界大分裂

的逆流增长，人类文明发展进步面临重大新挑战。“世界历史发展告诉我们，

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5] 近年来，国际体系和秩序

[1]　《习近平在 2023 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全文）》，外交部网站，2023

年 8 月 23 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08/t20230823_11130476.shtml。
[2]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等译，第 267 页。

[3]　《GDP（现价美元）1960—2022》，世界银行中文网站，https://data.worldbank.org.
cn/indicator/NY.GDP.MKTP.CD; World Bank,“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22,” https://databankfiles.
worldbank.org/public/ddpext_download/GDP.pdf。

[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 年）》前言部分，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网站，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07/P020220729609949023295.pdf。
[5]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中国政府网，2020 年 12 月 15 日，https://

www.gov.cn/xinwen/2020-12/15/content_55695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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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调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横行，地缘政治热点频发，世界经济低迷，

重大传染性疾病、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凸显，

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

机爆发以来，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不

同文化思潮之间对撞激荡愈加激烈，世界大分化、大撕裂的风险急剧升高。

面对空前严峻复杂的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本应通过对话合作，携手应

对。然而，个别国家固守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和冷战思维，执迷强权争

霸的错误历史观，以维护本国私利、罔顾人类公利的狭隘角色观，极力鼓噪

“民主与威权”二元对立，动辄对他国遏制打压，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

或经济胁迫，建立各种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制造阵营对抗，堆积

交流壁垒。人类面临交流与隔阂、互鉴与冲突、包容与排斥、对话与对抗两

股理念与力量的交锋，面临文明革新进步与停滞倒退两种命运的抉择，亟需

以正确的文明观为遵循，“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

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

二、全球文明倡议的内涵

全球文明倡议以四个“共同倡导”为主要内涵，即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

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

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一）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是首要原则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

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

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2] 这指出了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顺应了全球化时代

[1]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

2018 年 6 月 10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6/10/c_1122964013.htm?agt=78。
[2]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

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3 月 16 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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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资本、人员、信息等大流动所决定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指明全球

文明发展进步的正确道路。

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和客观现实。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看，人类

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

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1] 在此过程中，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

两河文明、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古罗马文明、伊斯兰文明、波斯文明、

犹太文明、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地中海文明、东南亚文明

等曾交相辉映、彼此激荡或传承启迪，汇聚起世界文明“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景象。从当今世界文明格局看，世界上有超过 80 亿人口、2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2500 多个民族、5000 多种语言和多种宗教、文化。每一个国家、

民族的文明都是其长期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其独特的集体记忆和精神标志。

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

多样性是客观现实。[2]

尊重文明多样性也是国际主流共识。联合国高度认可文明多样性价值，

从安南、潘基文再到古特雷斯，历任联合国秘书长都支持文明多样性。[3]2001

年联合国大会则通过决议，将每年 5月 21 日设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

发展日。1972 年以来，联合国共制定七项文化公约，为促进文化多样性奠定

坚实基础。[4]特别是2001年联合国大会接连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不

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

[1]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全文 )》。

[2]　《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全文）》，

中 国 政 府 网，2021 年 1 月 25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01/25/content_5582475.
htm?ivk_sa=1023197a；《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全

文）》， 外 交 部 网 站，2014 年 6 月 29 日，https://www.mfa.gov.cn/ziliao_674904/zt_674979/
ywzt_675099/2014zt_675101/hpgc_675103/201406/t20140629_7953842.shtml。

[3]　毛瑞鹏：《与联合国携手推动全球文明对话》，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https://
www.siis.org.cn/sp/14763.jhtml。

[4]　《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observa 
nces/cultural-diversity-day/；相关 7项文化公约，参见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docum 
ents/treaty/bytopic/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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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均强调尊重和促进多样性。其中，《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指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

《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则强调，所有文明均须颂扬人类的大同与多异。《保

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则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

特性。[1]

坚持新文明观，意味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

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面对文明多样性现实，应怎么看怎么办？有一

种态度是恐慌、无视或排斥，随之推行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妄

图抹杀文明多样性，搞文明独霸。中国的答案是树立新文明观，[2] 即坚持文

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

为什么要坚持新文明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章程》指出，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3] 据统计，

世界上 89% 的冲突发生在文化间对话较少的国家；四分之三的冲突与文化层

面有关。[4]古特雷斯也指出，当今世界，反犹太主义、反穆斯林、迫害基督徒、

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等邪恶势力正进一步加剧。[5] 这些问题产生的一大原因

是错误的文明观作祟，一些国家或群体在文明互动的认识论实践论上走极端。

人类文明多样性及随之而来的差异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

[1]　三份文件均可在联合国网站关于公约与宣言之文化条目中找到全文及其他相关信息，

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bytopic/culture。
[2]　2014 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就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并提出

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坚持的三点原则，对中国的文明观进行了深刻阐释。

此后，他又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的主旨演讲、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等过程中进一步阐释和

丰富发展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内涵。2018 年，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的讲

话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至此“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正式出现。

[3]　《和平文化宣言》，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A-RES-53-243。
[4]　《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

[5]　《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第九届全球论坛：多样性是一种宝贵的财富》，联合国网站，

2022 年 11 月 22 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2/11/111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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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

度强加给他人。[1]

平等是文明互动的首要前提。不同文明各有千秋，都是全人类的宝贵财

富，虽有差异，但无高下优劣或“中心—边缘”之分。不同文明都有不足，

没有绝对的尽善尽美。各文明应是平等而非等级制的，“认为自己的人种和

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人为地制造文明冲突，在认识

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只能加剧文明间的隔阂，使世界陷入分

裂与对抗”。[2]

互鉴是文明进步的重要驱力。要坚持美人之美、互学互鉴，对其他文明

保持应有敬意，虚心领略其他文明的真谛和奥妙，博采众长。换言之，通过

交流互鉴对其他文明进行学习、消化、转化进而推动自身文明的革新进步，

才是文明互动的现实意义。互鉴是互学互鉴，“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

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3]

对话是文明共处的黄金法则。不同文明难免因历史、地域、思维方式等

差异产生分歧。但差异不意味着冲突，相反，可以成为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

的纽带。不同文明要以对话为桥梁，超越纷争，寻找共识，实现和平共处、

和谐共生。要把多样性化为彼此优势互补、扩大交流合作的动力。历史和现

实表明，文明对话交流比较顺畅的时期，往往是冲突、战乱得到有效抑制的

时期。[4]

包容是文明发展的根本要求。它意味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对其他文

[1]　《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全文）》。

[2]　《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全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9 年 9 月 27

日， http://www.scio.gov.cn/ztk/dtzt/39912/41838/index.htm?eqid=c2058afe0002521300000002644
744f2。

[3]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

上的主旨演讲》，中国政府网，2019 年 5 月 15 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
content_5395471.htm?ivk_sa=1024320u。

[4]　王毅：《焕发古老文明新活力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网站，2017 年 4 月

25 日，http://bbs.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834/1209_679
844/201704/t20170425_93512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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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加以开放接纳，而非仇视排斥。文明需要新陈代谢、与时俱进，否则就会

停滞倒退。中华文明及其他文明的发展史都表明，越是包容开放，文明越是

兴盛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有 13 个经济体实现 25 年多的高速

增长，其共同特征就是采取开放政策。[1]文明包容还意味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

打破有形无形的壁垒和隔阂；意味着相互成就，而非相互拆台；意味着视彼

此发展为机遇而非威胁，不能只许自己发展，而阻挠破坏他国发展，“我们

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

百花园群芳竞艳”。[2]

（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关键准则

文明既有差异，也有共性，这是一体两面的。文明多样性强调的是文明

差异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则突出的是文明共同性、价值共通性。习近平主席

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

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3] 这针对的是破解

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发展进步的两大现实堵点而言。

第一，针对的是强求绝对的文明共同性的理论和实践，打着文明共同性

的幌子，鼓吹“普世价值”，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使自身

文明“一统天下”。冷战结束后，个别国家认为“历史终结”，在全球大肆

推广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所谓“普世价值”。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暴

露西方发展模式弊端，经济衰退、贫富分化、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民粹主义、

保护主义等在西方愈演愈烈，其鼓吹的“民有、民治、民享”成为空谈。此后，

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叠加，西方治理模式愈加失灵，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内部

[1]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 ( 全文 )》，中国政府网，2013

年 10 月 8 日，https://www.gov.cn/ldhd/2013-10/08/content_2501676.htm。

[2]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

上的主旨演讲》。

[3]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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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饱受质疑。其不仅不能解决自身问题，反而造成大量国际问题。特别是个

别国家打着“普世价值”旗号，对外实施新干涉主义、意识形态输出或军事

入侵，煽动“颜色革命”、政权更迭乃至所谓的“民主改造”，造成世界多

地长期动荡。

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尊

重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及对价值实现路径的不同探索。各国的发展道

路和制度模式合不合适，要由本国人民自己评判，“世界没有定于一尊的制

度样板，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1] 民主、自由等价值，不是某

个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走的道路行不行，关键要看是否符合本国国情，

是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能否带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社会稳定，

能否得到人民支持和拥护，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2]不同社会制度、

意识形态的国家应该求同存异，而不应该强求一律。

第二，针对的是突出绝对价值差异性的理论和实践，即无视共同性、只

讲差异性或者说只承认“小圈子”的价值共同性、否认全人类价值的共通性，

进而搞价值观二元对立和阵营对抗。“搞意识形态划线、阵营分割、集团对

抗，结局必然是世界遭殃”，[3] 这早已被冷战史证明。但个别国家依然陶醉

于冷战“历史经验”，习惯用阵营对抗的战略工具，通过制造“民主对抗威权”

虚伪叙事，逼迫他国选边站队，构筑军事同盟，推动军事集团扩张，人为把

世界推向分裂对抗。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要求摒弃冷战思维和价值观偏见，跳出零和博弈

陷阱，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坚持和平共处、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凝聚团结

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

[1]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中国政府网，2022 年 2 月 5 日，https://
www.gov.cn/xinwen/2022-02/05/content_5672161.htm。

[2]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全文）》，

中国政府网，2021 年 10 月 25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25/content_5644755.htm。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中国政府网，2021 年 11 月 16 日，https://
www.gov.cn/xinwen/2021-11/16/content_56512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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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1] 携手做大人类现代化

的“蛋糕”，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2]

（三）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是深层动力

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

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3]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

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4] 这指出了文明发展的立足

点和落脚点，触及一种文明“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深刻命题。

重视文明传承，意味着敬畏、继承并从古老文明中汲取精神力量和智慧

启迪。文明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是各民族历史探索和开拓的丰厚积累，

也是今天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深层指引”。[5] 各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文明

的智慧结晶，也是各自攻坚克难的精神支柱。[6] 重视文明传承，最基本的是

要尊重、认同、保护并传承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以之为民族自尊、文化自

信之基，而不是采取鄙夷、批判乃至破坏的姿态，不能让文明中断、湮灭，

成为民族的罪人。

文明传承还意味着古为今用，对历史文化秉持学习借鉴的态度，用之帮

助认识和改造世界。当前，各国都面临持续推进现代化的任务，需充分挖掘

包括文物和文化遗产在内的自身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把跨越时空概念、

[1]　《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全文）》。

[2]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

讲话》。

[3]　《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共产党员网，2014 年 10 月 13 日，https://news.12371.cn/2014/10/13/ARTI1413196364304826.shtml。
[4]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

讲话》。

[5]　《习近平复信希腊学者》，中国政府网，2023 年 2 月 21 日，https://www.gov.cn/xinwen/ 
2023-02/21/content_5742388.htm。

[6]　《王毅部长在文明古国论坛外长非正式会晤上的发言》，外交部网站，2017

年 9 月 26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sgwyh_682446/
zyjh_682456/201709/t20170926_938513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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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人文品质和文化精神发扬起来，为各自治国

理政提供动力和助益”。[1] 当然，古为今用，要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立

场而非食古不化，要辩证取舍，“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

主义态度”。[2]

重视文明创新，就是要坚持与时俱进，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

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铸造文明新辉煌。文明传承，不是守

旧复古，而是推陈出新，实现文明永续发展。“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

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3] 推动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要使之与当代文化、各国现

代化进程相协调，为各国推进现代化提供正确精神指引和智慧动力，包括让

文物古迹、历史典籍及其他文化遗产都“活起来”。

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4]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还要求应时处变，守正创新，意味着“用创新增添文

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

力的文明成果”。[5] 要避免抱残守缺，敢于自我革命，特别是围绕各国现代

化过程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解放思想，推进科技进步创新，推动体制机制

革新，“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为现代化进程注入源源不断的

强大活力”。[6]

[1]　《焕发古老文明新活力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国政府网，2014年 10月 13日，

https://www.gov.cn/govweb/xinwen/2014-10/13/content_2764226.htm。

[3]　中国文联党组：《铸就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文艺高峰的行动指南》，《求是》2023 年

第 14 期，第 55 页。

[4]　《习近平在亚信第五次峰会上的讲话（全文）》，外交部网站，2019 年 6月 15 日，

http:// www1.fmprc.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dozys_673577/dqzzoys_673581/yzxhxz_673597/ 
zyjh_673607/201906/t20190615_7627684.shtml。

[5]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

上的主旨演讲》。

[6]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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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是基础支撑

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1] 人文交流合作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

工程。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

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

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2] 这彰显了全球文明倡议的人民性。

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要落实到交流内容与合作渠道上。要探讨构建

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坚持双多边并行、官民并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等领域并进，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多渠道互动的人文交流大格局。要不断

丰富交流内容，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

设为对象，围绕治国理政、经贸投资、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卫

生医疗、旅游旅行、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遗产保护、减贫脱贫、生态保护、

军事演练、人道救援及全球治理等开展对话交流。要激发各国公共部门、私

营机构、民间社会的责任意识，[3] 支持商界、学界、媒体、智库、文艺团体

等各行各界，全方位开展友好交往和人文交流。[4]

要拓展合作渠道，建立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地方交流对话机制、立法

机构交流对话机制、友好城市论坛，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设立国家文化

中心，实施旅游促进计划、留学生互派项目，举办友好年、文化交流年、语言年、

创新伙伴年、青年友好交流年、民间友好论坛、媒体合作论坛、工商界论坛

等活动，共建联合大学、互译文化文艺作品，开展人员培训、文化遗产保护

国际合作、医疗援助等行动。

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还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

[1]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

上的主旨演讲》。

[2]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

讲话》。

[3]　刘建超：《积极落实全球文明倡议 合力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联部网站，2023

年 4 月 1 日，https://www.idcpc.org.cn/bzhd/mtzf/202304/t20230401_151600.html。
[4]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

2014 年 9 月 12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9/12/c_11124647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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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发展进步。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1] 不同国家、民族交

流合作持续拓展深化，离不开强大的民意支撑。“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是促

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了解越多，理解越深，交流合作的基础就越

牢固、越广泛。”[2] 青年是国家间友好合作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促进各国人

民相知相亲，更要强化青年友好交流，引导青年群体传承并拓展彼此友好合

作关系。

加强人文交流还要求通过旅游旅行、留学培训、参观访问等人员往来，

促进互学互鉴。通过置身不同文明国度和面对面交流，各国人民更容易破除

偏见误解，更好了解其他国家的国情现状、发展历程、文明魅力，相互取长补短。

“激发人们创新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走入不同文明，发现别人的

优长，启发自己的思维。”[3]加强人文交流，还要求广开进贤之路、纳天下英才，

推动国际人才交流合作，“这种交流有利于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推动世

界各国人民相互理解”。[4]

三、全球文明倡议的中国实践

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要落实到

政治、经济、人文交流等具体方面，包括落实到特有的跨文明对话渠道上去。

中国与世界的紧密关系，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已经并将继续为推

进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提供强大驱力。

[1]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

话》，新华网，2014 年 5 月 15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15/c_1110712488.
htm。

[2]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 (全文 )》。

[3]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

上的主旨演讲》。

[4]　《习近平在同外国专家座谈时强调 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中国文明网，

2014 年 5 月 28 日，http://www.wenming.cn/specials/zxdj/xjp/xjpjh/201405/t20140528_1970563.
shtml? COLLCC=1534063817&。



39

全球文明倡议：缘起、内涵与中国实践

（一）中国与世界的紧密关系，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累了良好基础

文明包括精神文明，也包括物质文明等非文化内涵。文明交流不止是文

化交流，还包括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当前，中国与世界全

方位深度交融、关系空前紧密。

第一，政治上，中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持续拓展，中

外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交流互鉴广泛展开。中国建交国总数已达 182 个，与

各方保持密集高层沟通与战略对话。中国同世界各国和地区组织建立伙伴关

系 113 对，同世界上 600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1] 中

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加入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参

加 600 多项国际公约及修正案。[2] 中国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

合组织（APEC）等机制合作，倡导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

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中国—拉共体论坛、中国—中亚五国合作机

制等机制，与许多国家推动双边命运共同体及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

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拉

命运共同体等建设，推动网络空间、核安全、人类卫生健康、安全等共同体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形态，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

供了中国方案。[3]

第二，经济上，中国与世界形成深度相互依存格局，中外物质文明交流

互动日益紧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从 11.3% 增长到

[1]　《二十大新闻中心第四场记者招待会实录》，外交部网站，2022 年 10 月 20 日，

http:// russiaembassy.fmprc.gov.cn/wjbxw_new/202210/t20221020_10788846.shtml。
[2]　《中国联合国合作立场文件》，外交部网站，2021 年 10 月 22 日，http://russiaembassy.

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jnzghflhghfxw/202110/t20211022_960 
9378.shtml。

[3]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 )》，

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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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稳居世界第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30%，居世界第一。

中国是世界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贸总额居世界第一，吸

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1] 中国每年进口商品和服务约 2.5万亿美元，

预计未来 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超 22万亿美元。[2] 未来 15年，中国的中等收

入群体将超 8 亿，“推动超大规模市场不断发展”。[3] 中国加快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与 26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19 个自贸协定，初步建立以周边为基

础、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贸协定网络，2022 年与自贸协定伙伴

进出口额达 14.25 万亿元人民币，占外贸总额 34%；[4] 利用外资规模自 2017

年以来连续5年位居全球第二，4万多家对外投资企业遍布全球189个国家（地

区）。[5]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余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关税总水平

由 15.3% 降至 7.3%，[6] 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

模最大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成员，并申请加入《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全球化背景下，经贸、投资、金融等领域的中外深度相互依存，成为践行全

[1]　参见国家统计局：《新理念引领新发展 新时代开创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2022 年 9 月 13 日，http://www.stats.gov.cn/xxgk/
jd/sjjd2020/202209/t20220913_1888196.html；《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举行第一场记者招待会 介

绍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政府网，2022 年 10 月 17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17/content_5719029.htm。

[2]　国家发改委：《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强支撑》，求是

网，2022 年 6 月 1 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2-06/01/c_1128695883.htm；《习近

平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商务部网站，2021 年 11 月

3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xwfb/xwldrhd/202111/20211103214590.shtml；《习近平

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中国政府网，2020年 11月 4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0-11/04/content_5557392.htm。

[3]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外交部网站，2022 年 11

月 17 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211/t20221117_10977217.shtml。
[4]　《高标准建设自贸区网络》，中国政府网，2023 年 4 月 18 日，https://www.gov.cn/

yaowen/2023-04/18/content_5751925.htm?eqid=fe26e5230000789a0000000664803fc1。
[5]　《疫情后世界开放指数首次公布，逆全球化趋势持续，中国排名上升至第 39 位》，

上观新闻，2022 年 11 月 6 日，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546908.html。
[6]　《1月1日起，中国对1020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关税连降，

开放红利加快释放》，中国政府网，2023 年 1 月 10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3-01/10/
content_57359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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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文明倡议的必要物质条件。

第三，中外互联互通与人员往来日益频密，人与心“相通”成为践行

全球文明倡议的社会基础。中国是世界上运输最繁忙的国家之一，已建成全

球最大规模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群，航空海运通达全球。

2021 年，平均每天约 6.9 万多艘次船舶进出港，飞机起降 2.68 万架次。中

国与 128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航空运输协定，开通国际航线 895 条。[1] 改

革开放至 2018 年，内地居民出境 13.8 亿人次，2019 出境超 1.69 亿人次；

1978—2019 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 656.06 万人，[2] 海外侨胞逾 6000

万人。[3]2018 年共有来自 196 个国家和地区的 49.1 万多名外国留学人员在

华学习。[4] 中国与 152 个国家缔结互免签证协定。[5] 随着后疫情时代来临，

中外人员往来会愈加便利，中外人员大交流的局面将持续恢复和拓展。

（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现有机制平台，为搭建全球文明对话网络创造

了必要条件

中外人文特别是文化交流事业蓬勃发展，有力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文明交

流互鉴。[6]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外人文交流已形成元首外交引领、高级别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新时代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进展与成效举行发布会》，中国网，

2022 年 6 月 10 日，http://www.china.com.cn/zhibo/content_78259869.htm。

[2]　《护照“含金量”极大提升、走出“国门”越来越方便——专访国家移民管理局

有关负责人》，中国政府网，2019 年 9 月 25 日，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9-09/25/
content_5433164.htm；《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政府

网，2020 年 2 月 28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0-02/28/content_5484361.htm；《2019

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教育部网站，2020 年 12 月 14 日，http://www.moe.gov.cn/jyb_
xwfb/gzdt_gzdt/s5987/202012/t20201214_505447.html。

[3]　《聚侨心汇侨力 习近平这样谈“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网站，2019年 9月 27日，

http://www.gqb.gov.cn/news/2019/0927/46984.shtml。
[4]　《2018 年来华留学统计》，教育部网站，2019 年 4 月 12 日，http://www.moe.gov.

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5]　《中国与外国互免签证协定一览表》，中国领事服务网，2023 年 2 月 22 日，http://

cs.mfa.gov.cn/zlbg/tyxy_660627/202110/t20211029_10403855.shtml。
[6]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

意见 >》，中国政府网，2017 年 12 月 21 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17-12/21/content_ 
52492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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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示范、双边多边结合、国内国外统筹、中央地方联动、官方民间并举的多

元互动新格局。党的十八大至二十大前，习近平主席出访 42 次，足迹遍及五

大洲 69 个国家，在国内接待 100 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访。新冠疫情期

间，习近平主席同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话 181 次，以视频方式出

席重大外事活动 78起，[1] 为推动中外“心相通”发挥了战略引领作用。中国

搭建全覆盖的中外人文交流机制，与俄罗斯、美国、英国、欧盟、法国、印尼、

南非、德国、日本等世界上主要国家或组织建立人文交流机制。[2]

中国与157个国家签订文化合作协定，建立41个双多边文旅合作机制，[3]

在 93 个国家派驻文化和旅游机构，推动金砖国家文化部长会议等 16 个多边

交流合作机制和 25 个双边合作机制不断发展，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驻外旅游

办事处总数分别达到 45 个和 20 个。[4] 中国与 159 个国家和地区合作举办孔

子学院（孔子课堂），与 58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建设 23

个鲁班工坊。[5] 中国还同 140 多个国家建立了 2900 多对友好城市关系。[6]

中国积极实施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与 161 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合作关系

持续发展。[7] 截至 2019 年 7 月，中国同 150 多个国家开展军事交往，同 41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防务磋商对话机制 54项。[8] 中国向 160 多个发展中国

[1]　《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新时代外交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网，2022年 9月 29日，

http://www.china.com.cn/zhibo/content_78441442.htm。

[2]　达巍、周武华：《人文交流：开创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全新空间》，《神州学人》

2022 年第 5期，第 11-16 页。

[3]　《旅游合作民相亲 文化交流心相通》，文化和旅游部网站，2022 年 10 月 14 日，https://
www.mct.gov.cn/preview/special/xy20d/9676/202210/t20221014_936459.htm。

[4]　《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推动新时代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5]　《我国教育开放总体布局不断优化 超八成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央视网，2022 年 9

月 20日，https://news.cctv.com/2022/09/20/ARTIVIAlUP4JOXYqL3vqga9R220920.shtml?spm=C9 
4212.P4YnMod9m2uD.ENPMkWvfnaiV.4。

[6]　林松添：《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方案》，《人民日报》2023年 6月 21日，第9版。

[7]　《文字实录》，科学技术部网站，2022 年 6 月 6 日，https://www.most.gov.cn/xwzx/
twzb/fbh22060601/twzbwzsl/202206/t20220606_180945.html。

[8]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 >白皮书（全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9 年 7 月 24

日，http://www.scio.gov.cn/ztk/dtzt/39912/41132/41134/Document/1660318/16603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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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提供各类援助，实施数千个成套和物资援助项目，开展上万个技术合作和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共培训各类人员 40 多万人次。[1]

中国积极参与一系列双多边文明对话平台与机制建设，为践行全球文明

倡议做了有效铺垫。特别是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世界旅

游组织等机构重大倡议、计划和议程，为全球人文治理、文化治理做贡献，

习近平主席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等重要思想理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台得到

广泛认同。[2] 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项目

总量居世界首位。[3] 中国于 2007 年加入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该联盟成立于

2005 年，由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倡导建立，“是不同文化间对话、理解与合

作的首要平台”。[4] 联合国设有不同文明联盟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并已召

开九届全球论坛。该联盟相关活动得到中方积极参与。

中方积极倡议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古国论坛部长级会议。2019

年，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亚洲 47 个国家和五大洲的千余

名代表参会，为促进亚洲及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平台。[5] 中国与

希腊、埃及、伊拉克、意大利、伊朗、墨西哥、玻利维亚、秘鲁和印度等 10

大文明古国，自 2015 年发起举办文明古国论坛部长级会议，迄今举办七届会

议。10个国家分别代表中国、希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罗马、波斯、玛雅、

阿兹特克、印加和印度河文明。[6]

此外，中国倡议举办或参与的中阿文明对话暨去极端化圆桌会议、中法

[1]　《携手推动发展合作　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王毅国务委员在“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成就展”开幕式上的致辞》，外交部网站，2021 年 4 月 26 日，http://new.fmprc.gov.cn/web/
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sgwyh_682446/zyjh_682456/202104/t20210426_9183966.shtml。

[2]　《第十三场：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情况》，教育部网站，http://
www.moe.gov.cn/fbh/live/2022/54849/twwd/202209/t20220920_663141.html。

[3]　《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推动新时代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4]　参见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网站，https://www.unaoc.org/who-we-are/brochure/。
[5]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

上的主旨演讲》。

[6]　《文明古国论坛在雅典召开》，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17 年 4 月 24 日，https://
sputn iknews.cn/20170424/10224385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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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对话会、中非文明对话大会、中拉文明对话论坛、中欧文明对话会、文

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世界汉学家大会、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上海合

作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等活动，也有力推动

世界文明对话交流。各方并致力于使用新技术、新媒体构建新平台新机制，

丰富文明交流手段，尤其是通过数字传播技术在文化、艺术、教育、体育等

领域搭建了众多交流共享平台，[1] 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注入强大动力。

（三）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既有典范与标志性平台，为落实全球文明倡

议提供持续动能

上海合作组织及“上海精神”是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典范。“上海精神”

是上海合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指导成员国关系的准则，核心内涵是互

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其中，“尊重多样文明”

作为“上海精神”的重要内涵，指导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文明交流互鉴，

推动各国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环保、媒体、广播电视、人力资源培

训、古迹修复和考古、体育等领域广泛合作，打造青年交流营、妇女论坛、

民间友好论坛、传统医学论坛、国际医学创新合作论坛、中国—上海合作组

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减贫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友好城市论坛、地方领导人会

晤等品牌活动或项目，夯实了该组织长远发展的民意基础。中国与塔吉克斯

坦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也树立了不同文明国家友好合作、包容互鉴的典范。

正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宝贵经验基础上，习近平主席 2018 年

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首次明确提出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

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

超越文明优越。也恰是由于“尊重文明多样性”等“上海精神”的感召力，

越来越多国家申请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共建“一带一路”及“丝路精神”是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全方位实践平台。

古丝绸之路为亚欧大陆商品物产大流通、科学技术大传播、思想观念大碰撞、

[1]　胡正荣：《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人民日报》2022 年 9 月 7 日，第 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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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大交融作出巨大贡献，[1] 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2] 基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实践和“丝路精神”

启示，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0 年来，中国与各方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等“五通”为重点，致力于将“一带一路”建设为和平之路、繁荣

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廉洁之路。截至 2023 年

6 月底，中国与 152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3] 贯穿欧亚、连接亚太和欧洲经济圈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

互联互通架构成型，大批务实合作项目落地，极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合作共赢。2013 年到 2022 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货贸额从 1.04 万亿美元扩大

到 2.07 万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 2700 亿美元。[4] 世界银行专门发布“一

带一路经济学”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可使沿线经济体贸易增加2.8%至9.7%、

全球贸易增加 1.7% 至 6.2%、全球实际收入增加 0.7% 至 2.9%。[5] 共建“一带

一路”更推动共建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推动在教

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媒体、旅游、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物援外、

联合考古等领域合作，促进政党、青年、社会组织、智库、妇女、地方交流，

初步形成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文明共荣发展态势，[6]开辟出一条“文明之路”。

[1]　习近平：《加强团结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2 年 9 月 17 日，第 2版。

[2]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全文》，中国军网，2017

年 5 月 14 日，http://www.81.cn/2017zt/2017-05/14/content_7600768.htm?from=singlemessage。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 7 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2023 年

7 月 23 日，https://www.ndrc.gov.cn/fggz/fgzy/shgqhy/202307/t20230723_1358616.html。

[4]　章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网站，2023 年

4 月 7 日，http://karachi.china-consulate.gov.cn/xwdt/202304/t20230407_11055931.htm。

[5]　世界银行：《一带一路经济学：交通走廊的机遇与风险》，2019 年，https://www.
worldbank.org/en/topic/regional-integration/publication/belt-and-road-economics-opportunities-and-
risks-of-transport-corridors，第 5页。

[6]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中国政府网，2019 年 4月 22 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4/22/content_53851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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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金砖精神”为全球文明交流提供“最佳实践”。

扩员前，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全球比重 26.46%，人口占 41.87%。2021 年，

金砖国家经济总量约 24.6 万亿美元，全球占比近 25%。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

立以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50%，[1] 已成为塑造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

自 2006 年开启合作进程以来，金砖国家已培育出互尊互谅、平等相待、团结

互助、开放包容、互惠互利的金砖精神。[2] 这一精神也被浓缩为“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八字内涵。金砖国家尊重彼此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当前自主选择的

现代化道路，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推动金砖国家经济、政治和人文交

流合作“三轮驱动”，“为世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佳实践”。[3] “金砖精神”

得到广泛国际认同，20 多个国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2023 年 8 月，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举行，决定邀请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

伊朗、埃塞俄比亚等六国加入金砖。这将进一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有

效推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四、结语

全球文明倡议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直面文明交流互鉴的突出堵

点，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基础支撑，形成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

理念体系。其一经提出，就引发国际社会积极反响。截至2023年 9月 21日，

全球文明倡议已写入中国与俄罗斯、巴西、加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1]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金砖：全球发展的新未来（全文）》，人大重阳网，

2022 年 6 月 21 日，http://rdcy.ruc.edu.cn/zw/jszy/rdcy/grzl_rdcy/266e277885bd492f99a6606cb9c
0b269.htm；《人大重阳报告：十年来，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翻倍》，中国网，

2022 年 6 月 23 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22-06/23/content_78286459.htm。

[2]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全文）》，中国政府网，2017 年 9 月 4 日，https://
www.gov.cn/xinwen/2017-09/04/content_5222643.htm。

[3]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公开会议上的讲话（全文）》，中国政府网，

2019 年 11 月 15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9-11/15/content_54521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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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刚果共和国、巴勒斯坦、洪都拉斯、所罗门群岛、

阿尔及利亚、格鲁尼亚、圭亚那、贝宁、委内瑞拉、柬埔寨、赞比亚等国政

府联合声明或联合公报、《第四届中阿政党对话会落实全球文明倡议银川宣

言》、中非领导人对话会联合声明，并获得古巴、南非、巴基斯坦、马来西亚、

印尼、毛里塔尼亚、布隆迪等国政府、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高级代表等赞赏

支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目标任务之一，也被写入《中

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1] 

习近平主席曾经指出，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

亲的、文明的狮子。[2] 全球文明倡议正是文明中国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时

刻提供的一大国际公共产品。其顺应文明发展规律和时代进步趋势，必将引

领世界文明大交流、大发展、大融合潮流，推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迈向新

高度。

【责任编辑：李静】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外交部网站，2023 年 6 月 28 日，https://www.mfa.
gov.cn/wjb_673085/zfxxgk_674865/zcfg/fl/202306/t20230628_11105189.shtml。

[2]　《习近平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全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