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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推动全球治理体
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
的方向变革。

第九，要积极推
进和引领新型多边主
义平台建设。为有效
应对国际秩序的深刻
变革，妥善解决全球
性问题带来的挑战，
就必须积极探索新的
发展与变革思路，提
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丰富
和发展多边主义新内
涵。新时代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成立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
列新倡议、新举措，
展现了中国积极引领
多边主义治理机制创
新发展的大国责任和
担当。

第十，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创
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
近平总书记针对当今
世界各国相互依存，
全球性问题与挑战需
要各国合作共同解决
的客观现实而提出的
人类和平相处、合作
共赢的政治理想。近
年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多个场合的重要讲
话中又进一步将弘扬
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
打 造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建设一个更加美
好世界的价值内涵。
这些价值同时也蕴含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之
中，成为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引领全球
多边治理体系变革，
塑造公平正义的国际
秩序，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和实现世界共同
发展的价值指引，更
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创造人类文
明新形态的理想指向
和终极价值追求。

体现习近平外交
思想的伟大创新

真正的多边主义
在国际多边合作和全
球多边治理进程中开
拓了新的外交格局，
践行了习近平外交思
想的创新理念。真正
的多边主义所包含的
正确义利观赋予国际
公平与正义以新的内
涵价值，开放合作与
互利共赢的外交实践
赋予习近平外交思想
宝贵的实践品格，多
样包容和互赏互鉴的
思想价值为国际社会
拓展全球层面的民主
协商和推进国际关系
民主化提供了重要的
价值指引。真正的多
边主义在思想上和实
践上的新拓展体现了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伟
大创新。

在实践上，中国
外交在习近平外交思
想指引下，作出了一
系列引领国际多边合
作和全球多边治理向
前发展的重大贡献。
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
等发展融资机制的创
立、发展中国家基础

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
的 推 进 、 “ 一 带 一
路”建设、引领上海
合 作 组 织 新 发 展 和
RCEP的创立以及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
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
议的提出等各种多边
主义外交举措，创造
性地拓展了当代多边
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内
容，丰富了习近平外
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内涵。

真正的多边主义
所 包 含 的 正 确 义 利
观，打破了霸权政治
在关于国际公平正义
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逻
辑和强权政治逻辑，
赋予国际公平正义新
的内涵。真正的多边
主义坚持以国际法则
为基础，强调维护和
遵守联合国宪章及其
宗旨原则，在国际经
济合作中坚持“以义
为先、义利兼顾”和
不 附 加 任 何 政 治 条
件，在外交上强调以
国际事务本身的是非
曲直作为判断对错的
标准。这些鲜明的关
于国际公平与正义的
新特质，进一步丰富
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
价值内涵。

真正的多边主义
倡导开放合作、互利
共 赢 ， 反 对 保 护 主
义、排外主义和各种
以邻为壑的做法，更
反对贸易战、科技战
以及各种“脱钩”“
断链”等极端自私自
利的行为。奉行真正

的多边主义的中国外
交实践表明，维护世
界开放经济和遵守国
际贸易规则，推动全
球治理机制变革，积
极 参 与 宏 观 政 策 协
调 ， 积 极 参 与 和 维
护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价值链与国际分
工体系等，对于各国
实现共赢发展和共享
多边机制带来的有益
成果是极为重要的。
新时代以来，中国多
边主义外交实践以共
同 发 展 代 替 政 治 对
抗，以平等互利代替
不平等依附，以共赢
共享代替零和博弈，
赋予多边主义以新的
价 值 内 涵 和 实 践 内
涵，彰显了习近平外
交思想新的特质。

真正的多边主义
提倡文明对话交流，
反对文明优越论和各
种封闭排他的做法，

其所包含的多样包容
和互赏互鉴思想对于
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
拓展全球层面的民主
协商和国际关系民主
化，具有重要的思想
启示。中国矢志不渝
地致力于推动国际社
会尊重世界文明多样
性，以文明交流超越
文明隔阂、文明互鉴
超越文明冲突、文明
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中国的多边主义外交
实践为进一步拓展多
边主义内涵提供了创
新的方向，同时也必
将引领我们在为人类
谋进步、为世界谋大
同中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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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主义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弘扬多边主义 促进地区和平(下)

中国代表说，国际社会应共同抵
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的

趋势。（shutter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