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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彻底结束了历史造成的封闭状态，以积极的姿态走向

世界，不断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并在平等互利的

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各种形式的经贸科技交流。我国进出

口贸易总额从 1978 年的 206 亿美元增加到 1989 年的 1116 亿美

元。在同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我们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

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

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并取得良好成效。 

全面参与全球治理

进入 21 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中

国的外交政策更加注重与世界的互动和合作。

2001 年，经过 15 年漫长艰苦的外交谈判，中国正式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平等参与者。中国成为《曼

谷协议》成员国，首次加入具有实质性优惠关税安排的区域贸

易协定。同时，推动达成《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

纲要》，开启上合经贸合作进程。

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

推动建立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并开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010 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商签自贸协定成为

中国扩大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进入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全

球治理，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动建设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还大力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并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

享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2013 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

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和积极参与。

2014 年 11 月，举世瞩目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

导人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亚太发展前景取决于今天

的决断和行动”，“我们有责任为本地区人民创造和实现亚太

梦想”，强调要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

建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共创亚太美好

未来。

2015 年 9 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

习近平主席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生

态体系五个方面，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五位一体”总

路径。忆及当时情景，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感慨道：“习近

平主席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

命运共同体，我对此完全支持。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应当致力于

建设的世界吗？”

2017 年 1 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怀着对“世界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的深刻思考，习近平主席在以《共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题的主旨演讲中，提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

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总目标，给

出时代之问的中国答案。

2021 年 1 月，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

习近平主席发表特别致辞，强调“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

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3 年 4 月，出席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式时，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就是希望让团结代替分裂、合作代替对抗、包容代替排他，共

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的世界。”

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

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

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

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

平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地生根，越来越展现出强

5月 4日，在法国巴黎拍摄的中法人文合作发展论坛现场。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

年暨中法文化旅游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