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前语

人类生活在由不同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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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民族、每个国家

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任何国

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战胜

人类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需要各国人

民同舟共济、携手努力。

《习近平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精

读》，主要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中，以金句形式摘编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携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走深走实的重要论述，供基层党

员干部群众学习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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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沿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我们的国家必

将日益繁荣昌盛，必将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必将日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

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坚定

信心、坚定信念，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坚定不移改革开放，不走老路，

不走邪路，勇开新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展现出日益光

明的发展前景。

——2017 年 12 月 28 日在接见 2017 年
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时的讲话要点。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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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工作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统筹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

进步这条主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

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

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有利条

件、作出应有贡献。

——2018 年 6 月 22 日在中央外事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要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第 426 页

当今世界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我国

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要准确把

握国际形势变化的规律，既认清中国和世界

发展大势，又看到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风险挑

战，未雨绸缪、妥善应对，切实做好工作。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化外交布局，落

实重大外交活动规划，增强风险意识，坚定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018 年 5 月 15 日在中央外事工作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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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

外交大权在党中央。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令行

禁止、步调统一。

——2018 年 6 月 22 日在中央外事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要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第 429 页

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

局观、角色观。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

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

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

把握历史前进大势。所谓正确大局观，就是

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

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

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

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所谓正确角色观，

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

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

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

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

——2018 年 6 月 22 日在中央外事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要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第 4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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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一国安全不

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之上，别国面临的威胁

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面对日益复杂化、

综合化的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

力更不行。

——2017 年 12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33 页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

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

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

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

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变成现实。

——2017 年 12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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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文明的繁盛、人类的

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

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历史呼唤着人类

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

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

我们应该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

多样的理念，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

辉映，编织出斑斓绚丽的图画，共同消除

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人

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

类交往的精神隔阂，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

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

——2017 年 12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34 页

如果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

逻辑，如果采取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

套办法，结果必然是封上了别人的门，也堵

上了自己的路，侵蚀的是自己发展的根基，

损害的是全人类的未来。我们应该坚持你好

我好大家好的理念，推进开放、包容、普惠、

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创造全人类共同

发展的良好条件，共同推动世界各国发展繁

荣，共同消除许多国家民众依然面临的贫穷

落后，共同为全球的孩子们营造衣食无忧的

生活，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让人人享

有富足安康。

——2017 年 12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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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

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中国共

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我说过，大就

要有大的样子。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我们要把自己

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贡献。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

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

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

享。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

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

做法。

——2017 年 12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36 页

事要去做才能成就事业，路要去走才能

开辟通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

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

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为了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我们应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

行努力，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

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

——2017 年 12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党与
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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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

下”。面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

势，为更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我们必

须登高望远，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

代潮流。

——2018 年 6 月 10 日在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40 页

上海合作组织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强

劲合作动力，根本原因在于它创造性地提出

并始终践行“上海精神”，主张互信、互利、

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

这超越了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

陈旧观念，掀开了国际关系史崭新的一页，

得到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认同。

——2018 年 6 月 10 日在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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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树立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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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 10 日在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41 页

我们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集团对抗，反对

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

实现普遍安全。

——2018 年 6 月 10 日在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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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合作是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

必然逻辑。贸易战不可取，因为不会有赢

家。经济霸权主义更要不得，因为这将损

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最终也将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2018 年 7 月 25 日在金砖国家工商
论坛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第 445 页

未来 10 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

换的关键 10 年。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

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催生大量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

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抓住这个

重大机遇，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实现跨越式发展。

——2018 年 7 月 25 日在金砖国家工商
论坛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第 4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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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我相信，只

要中非友好的接力棒能够在青年一代手中不

断相传，中非命运共同体就一定会更具生机

活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非洲人

民团结振兴的非洲梦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2018 年 9 月 3 日在 2018 年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54 页

潮流来了，跟不上就会落后，就会被

淘汰。我们能够做的和应该做的就是要抢

抓机遇，加大创新投入，着力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2018 年 7 月 25 日在金砖国家工商
论坛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第 4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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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问题本身

并不可怕，关键是采取正确的办法来解决问

题。走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老路，不仅解

决不了问题，还会加剧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坚持开放合作才能获得

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自我封闭只

会失去世界，最终也会失去自己。

——2018 年 11 月 17 日在亚太经合组织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56 页

当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变革会催

生新的机遇，但变革过程往往充满着风险

挑战，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合作

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

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各国

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

——2018 年 11 月 17 日在亚太经合组织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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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只有这个国

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一副药方不可能包治

百病，一种模式也不可能解决所有国家的问

题。生搬硬套或强加于人都会引起水土不服。

——2018 年 11 月 17 日在亚太经合组织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58 页

我们共同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这个星

球有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

70 多亿人口，搞清一色是不可能的。这种

差异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对

抗的理由。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

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

力。我们应该少一点傲慢和偏见、多一些尊

重和包容，拥抱世界的丰富多样，努力做到

求同存异、取长补短，谋求和谐共处、合作

共赢。

——2018 年 11 月 17 日在亚太经合组织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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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成果不应该被封锁起来，不应

该成为只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设立知识产

权制度的目的是保护和激励创新，而不是制

造甚至扩大科技鸿沟。我们应该共同探讨建

立面向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政策制度体

系，营造国际合作环境，让科技创新成果为

更多国家和人民所及、所享、所用。

——2018 年 11 月 17 日在亚太经合组织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58 页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新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时代浪潮奔腾而至，如果我们不应

变、不求变，将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

个时代。我们应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探寻

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路径，消除一切不利于

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创新潜能和

市场活力，深化国际创新交流合作，更好应

对各自和共同的发展挑战。

——2018 年 11 月 17 日在亚太经合组织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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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

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

正的赢家。国与国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

就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不了的问题。

——2018 年 11 月 17 日在亚太经合组织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59 页

以规则为基础加强全球治理是实现稳定

发展的必要前提。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

制定，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

算，更不能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合则用、

不合则弃。

——2018 年 11 月 17 日在亚太经合组织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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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把互尊互信挺在前头，把对话协

商利用起来，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通

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

少相互猜疑。

——2019 年 3 月 26 日在中法全球治理
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第 461 页

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对人类发展

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抉择，各国应该有以

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积极做行动派、不

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

自己手中。

——2019 年 3 月 26 日在中法全球治理
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第 4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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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

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

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

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海洋

的和平安宁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需要

共同维护，倍加珍惜。

——2019 年 4 月 23 日在集体会见出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
动外方代表团团长时的讲话要点。《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63 页

我们要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的新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

思维，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合作谋

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

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

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各国一起走和平发展

道路，实现世界长久和平。

——2019 年 3 月 26 日在中法全球治理
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第 4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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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国家间要有事多

商量、有事好商量，不能动辄就诉诸武力或

以武力相威胁。各国应坚持平等协商，完善

危机沟通机制，加强区域安全合作，推动涉

海分歧妥善解决。

——2019 年 4 月 23 日在集体会见出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
动外方代表团团长时的讲话要点。《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64 页

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中国

全面参与联合国框架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

规则制定与实施，落实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国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加强

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实现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为子孙后代留

下一片碧海蓝天。

——2019 年 4 月 23 日在集体会见出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
动外方代表团团长时的讲话要点。《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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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

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

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

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人文基础。

——2019 年 5 月 15 日在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第 468 页

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和平安宁的亚洲。维

护和平是每个国家都应该肩负起来的责任。

没有和平，冲突不断甚至战火纷飞，经济增

长、民生改善、社会稳定、人民往来等都会

沦为空谈。亚洲各国人民希望远离恐惧，实

现安居乐业、普遍安全，希望各国互尊互信、

和睦相处，广泛开展跨国界、跨时空、跨文

明的交往活动，共同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和

平时光。

——2019 年 5 月 15 日在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第 4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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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每一种文明

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

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

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各种文明本

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

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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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15 日在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第 469 页

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

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

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

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

无高低优劣之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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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

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如果

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

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我们

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

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

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2019 年 5 月 15 日在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第 4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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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坚持对话协商。中东很多事情盘

根错节，大家要商量着办，不能一家说了算，

一家说了也不可能算。我们要坚守主权原则，

反对搞分裂割据。我们要倡导包容性和解，

反对搞压制性妥协。我们要反对恐怖主义，

加强综合施策，抓好民生建设。

坚持伙伴精神，妥善处理分歧。二十国

集团成员汇聚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

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近 90%。我们处

在不同发展阶段，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利益差

异和观点分歧很正常。关键是要弘扬伙伴精

神，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态度，平等协

商、求同存异、管控分歧、扩大共识。大国

之间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不仅符合自身利益，

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

——2018 年 7 月 10 日在中阿合作论坛
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81 页

——2019 年 6 月 28 日在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峰会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和贸易问
题的发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第 4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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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

期，我们要具备战略眼光，树立全球视野，

既要有风险忧患意识，又要有历史机遇意识，

努力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航向。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从我国改革开放和长远

发展出发提出来的，也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

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

和谐万邦的天下观，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

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

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

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2018年8月27日在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87 页

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

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我们要坚持对话

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同

沿线国家谋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各国

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一步

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沿线国

家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8年8月27日在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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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

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

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

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

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都欢迎。

——2018年8月27日在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 4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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