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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这是中国秉持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理 念 的 一 个 重 要 举
措。总而言之，面对
全球性问题，需要世
界各国共同参与到全
球治理进程中去。

二、百年变局下
的中国角色：维护秩
序与促进发展

2018年6月22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中
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
出：“把握国际形势
要 树 立 正 确 的 历 史
观 、 大 局 观 、 角 色
观……所谓正确角色
观，就是要在我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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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对 外 方 针 政
策。”

尤其在当下“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与
新冠肺炎疫情相互交
织的重要时刻，我们
更需明确自身在世界
中的角色。

（一）维护世界
和平与国际秩序，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

进入21世纪，世
界进入到大动荡、大
变革和大调整时期，
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
急需维护。中国的快
速发展和崛起得益于
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
和现行的国际秩序，
因而中国始终要做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国
际秩序的维护者。在
此基础之上，旧有国

际关系的逻辑已经不
再适用于当今的国际
社会，我们需要推动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其一，推动形成总体
稳定、均衡发展的大
国关系框架。尤其是
当前中美关系则面临
着复杂的挑战，中国
将始终致力于推动中
美两国的和平共处。
其二，优先构建周边
命运共同体，坚持亲
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
念。疫情期间我国积
极支援周边国家，与
周边国家开展多方面
的抗疫合作，且在经
济贸易等领域又有新
的合作成果落地，周
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不
断取得新成效。

（二）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为经
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

“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下世界经济发
展动力不足，经济全
球化有倒退的风险。
在此之际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提出了“一
带一路”倡议，彰显
了中国将继续推进经
济全球化的决心。事
实上，中国提出的全
球化倡议是一种新型
的全球化，可以称之
为 “ 全 球 化 2 . 0 ” ，
过去的全球化强调市
场 经 济 下 人 员 、 资
源、资金和技术的自
由流动，今天的“一
带一路”则更加强调
国家间合作关系为企
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发

展环境，且这两种全
球化不是排斥而是互
补的关系。受疫情影
响，一些国家和企业
将会缩短产业链和供
应链，“一带一路”
倡议和建设将会受到
不小的阻碍，但经济
全球化乃世界发展大
势，只有以更大程度
的开放和交往才能为
经济全球化寻找新的
动力，中国始终要做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三）维护多边
合作机制，积极参与
和引领全球治理

当前国际秩序的
稳定有赖于现行的多
边合作机制，尤其是
在全球治理领域，更
是离不开多边合作机
制作用的发挥。此次
新冠肺炎疫情同之前
的恐怖主义、难民危
机、气候变化等问题
一样同属于非传统安
全问题，其最大的特
点就是任何国家都无
法单独应对和解决，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增
多亟待有效的全球治
理。中国不仅提出和
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
全球治理理念，而且
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
作、维护多边治理机
制等行为积极参与到
全球治理中去。当前
新冠肺炎的大流行，
中国积极投身国际抗
疫合作，为维护全球
公共卫生安全贡献了
坚定的中国力量。未
来全球治理更需世界

各国的参与，不仅要
以共识促合作推进全
球治理进程，更应推
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
革和创新，以更好的
缓解全球治理赤字。

三、后疫情时代
的国际社会：加快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如习近平主席
所提到的那样：“新
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
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相互影响，但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
题没有变……这场疫
情启示我们，我们生
活在一个互联互通、
休 戚 与 共 的 地 球 村
里。各国紧密相连，
人类命运与共。我们
要树立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针对全
球性挑战不断增多、
经济全球化持续受阻
等国际现状，中国倡

导世界各国携起手来
共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尤其在面临新冠
肺炎疫情这一全球性
公共危机之际，中国
以身作则，积极推动
国际抗疫合作。美国
前国务卿亨利·基辛
格去年撰文称：“新
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关
系造成了根本性的影
响，将永久性地改变
世界秩序。”进入到
后疫情时代，“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化，未来世界走向
更增添了许多不确定
性。面对全球性挑战
的不断增多，不只需
要中国单方面的行为
和贡献，更需要国际
社会凝聚共识，团结
合作，加快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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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百年大变局：
世界走向与中国角色(下)

2020年3月28日，开往德国杜伊斯堡的
中欧班列（武汉）X8015次列车从中铁
联集武汉中心站驶出。这是自新冠疫情
防控以来，从武汉开出的首趟中欧班

列，标志着中欧班列（武汉）恢复常态
化运营。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