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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的四重意蕴

王乾，谢剑南
（湖南工业大学 学工部，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提出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和全球安
全倡议，积极促进全球安全合作协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发展中形成了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其科学内涵

包括四重意蕴：在时代意蕴上，维护中国发展与国际和平的全球安全秩序；在理论意蕴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世

界观；在实践意蕴上，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公道正派的中国方案；在价值意蕴上，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不仅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保驾护航，也反映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担当，积极引

领和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为推动解决全球安全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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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大变革大
调整和时代发展潮流的深刻变化，习近平站在世

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时代发展

战略高度，从全球治理角度，针对全球安全形势严

峻的客观现实，提出了系列全球安全治理的新理

念新观点新理论，形成了内涵丰富、观点深刻、系

统全面的全球安全治理观。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

就切实做好国家安全工作举行的第二十六次集体

学习时，习近平系统阐述了全球安全治理观的核

心要义，“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高举合作、创

新、法治、共赢的旗帜，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完善全

球安全治理体系，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①。这一特色鲜明的全球安全治理观，是

对全球安全问题的深度关切与深邃思考，是全球

治理观的重要补充与延伸，在认识上体现了深厚

的历史观，在理论上体现了系统的全局观，在实践

上体现了务实的角色观，在价值上体现了鲜明的

人类观，彰显了深刻的时代意蕴、理论意蕴、实践

意蕴和价值意蕴。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对维护

和巩固中国与世界和平发展，促进各国共同打造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

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现实

价值。

一　时代意蕴：维护中国发展与国际
和平的全球安全秩序

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是时代之需，也是现实之

要，更是发展所系。全球安全治理是全球化浪潮

和全球治理失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全球化

浪潮带来了全球安全危机，全球治理失灵催生了

全球安全治理，这也正是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

形成的客观依据和深刻背景。

（一）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安全挑战的本质

要求

全球安全治理是全球治理中有关安全领域的

综合治理，“可以理解为全球不同行为体处理和

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的综合方式与过程”②。当前，

由于各种原因，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比以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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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突出，全球安全治理面临严峻形势。习近平

指出：“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恐怖主义、网络犯罪、

跨国有组织犯罪、新型犯罪等全球性安全问题愈

加突出，安全领域威胁层出不穷，人类面临着许多

共同挑战。”①这些全球安全问题，由于大国竞争

加剧而更加复杂，并且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
发展而越发突出：一是联动性更加突出，二是跨国

性更加突出，三是多样性更加突出。２０２２年２月
８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人类安全特别报
告》，指出全球发展进步不会自动给人们带来更

大的安全感，全球每７人中就有６人被不安全感
所困扰，人类安全感降至历史低位②。各国人民

有理由相信，为了更好地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

安全，唯有充分的国际合作并形成有效安全治理

机制，推进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和全球安全治理能

力现代化，营造与国际安全相衔接的良好氛围，才

能更好地应对各类全球安全问题。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建

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中国当前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和世界的发展

都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不可能

在一个乱哄哄的世界里发展起来”③。面对实现

中国梦的伟大历史使命，中国必须高度重视自身

安全和全球安全。习近平指出：“要积极塑造外

部安全环境，加强安全领域合作，引导国际社会共

同维护国际安全。”④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的全球

安全治理系列主张，“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

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

建设和谐世界”，“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

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⑤。作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

国之一，在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中，中国不是孤立

主义者，不是旁观者，也不是搭便车者，而是积极

的参与者、和平的推动者、发展的贡献者和笃行的

引领者，这也是当今中国主动顺应和引领时代发

展潮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

时空拓展与理论升华，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

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大国责任与使命担当。

（三）引领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并推动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的现实要求

当代世界正持续处于深刻变革中，世界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明多样化深入发

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崛起，世

界和平发展比以往更加深入人心，也更有深厚现

实基础。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的经济基础和思想

基础都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当前全球安全治理机

制远跟不上时代发展形势与客观需要，全球安全

治理出现共识难、决策难、行动难的“三难”局面，

国际社会也持续面临全球治理的治理赤字、信任

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四大赤字”所带来

的不确定性风险与艰巨挑战。在全球安全治理现

实中，国际安全领域合作意向下降，竞争因素上

升，出现了诸如国家中心主义、保守主义、逆全球

化等倾向，自由经贸和多边主义遭遇严重挑战，国

际安全的保障也越来越乏力，难以持续为新型全

球化保驾护航。正因如此，“当今世界，没有一个

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

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⑥。然而，国

际安全属于全球治理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的供

给，不仅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因为即使

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可能或者不愿意单方面

持续无偿提供国际安全公共产品，只有加强全球

安全治理合作，才能协同合作提供这种可共享、可

持续、非排斥的全球安全治理公共产品，才能更好

地持续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因此，需

要从根本上顺应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时代要

求，推动全球安全治理变革与转型，只有这样，才

能更好地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繁荣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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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

日报》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７日。
ＵＮＤＰ．ＮｅｗＴｈｒｅａｔｓｔｏＨｕｍａ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ｇｇｒｅａｔｅｒ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２０２２，ｐｐ．３－４．
习近平：《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

日报》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７日。
习近平：《牢固树立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开创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８日。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１５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９日。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二　理论意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
方法论的时代彰显

习近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

时俱进地看待全球安全问题和全球安全治理，坚

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捍卫公平与正义、促进发

展与进步，在实践中形成的全球安全治理观，具有

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性。

（一）坚持历史辩证新发展

历史辩证法关于社会历史过程自身的辩证

法，是科学的、革命的、唯物的辩证法。针对各国

安全利益有别、安全关切不同、安全诉求各异的情

况，习近平积极倡导新的全球安全治理理念，倡导

全球安全治理要做到义利并重、义利兼顾和义利

统一的原则，强调道义与责任并重，互利与共赢并

存。习近平指出：“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

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

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

利。”①习近平非常重视以发展促安全的根本方

法，认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

件”，发展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总钥匙”，要“以可

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②，“唯有发展，才能消

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

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

切向往”③。这些主张和倡议，主要思想是和平发

展，主要特征是公平正义，主体途径是合作共治，

主要方式是劝和促谈，主要目标是普遍安全，把事

实上长期存在但不合时宜的依附关系或等级关系

提升到平等自主、义利并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

系，这既是理论创新，又是现实指导，更是平等发

展。从历史辩证的角度来看，习近平全球安全治

理观顺应了现实需要与时代潮流，必将进一步推

动全球安全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二）坚持普遍联系新协同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

系的，既有类属之分，又有关系之联，相互依赖是

其本质属性，相互协同是其根本方法。习近平全

球安全治理观具有鲜明的普遍联系特征，注重综

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等多方

资源协同应对，重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综

合治理，重视治理手段和治理目标的内在联系性

与统一性，形成全动员、全过程、全覆盖的相互协

作的全球安全治理立体网络，相比西方不把稳定

作为政策目标的激进型外科手术式解决方式，更

具治本性和可接受性，效果也更具非可逆性并更

稳定持久。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享尊严、共享

发展成果、共享安全保障，只有这样各国才能更好

地妥善应对各种安全问题和挑战，共同谋求合作

安全和集体安全，搭建好共同安全治理的立体网

络，才能更好地促进全球安全有效治理。习近平

指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需要各国政府和

国际组织及专门力量发挥积极作用，也需要社会

各方面共同参与，不断提高全球安全治理的整体

性和协同性。”④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只有局势安

稳，才能致力于国内制度与文化建设，才能有效抑

止国内安全问题外溢为全球安全问题。

（三）坚持对话协商新路径

各国在全球安全治理的认知、理念、方式、利

益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如冲突治理是

强力解决还是协商解决，冲突后治理是民主优先

还是民生优先，这些分歧往往成为全球安全治理

的重大障碍。在安全治理的整个过程，坚持对话

协商与互利共赢都非常重要。习近平指出：“对

话谈判是解决热点问题的最佳选择。对话协商虽

然费时费力，但成果牢靠。”⑤中国高度重视联合

国在促进全球安全治理中统合各方互利共赢的重

要作用。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充分发挥联合国

及其安理会在止战维和方面的核心作用，通过和

平解决争端和强制性行动双轨并举，化干戈为玉

帛。”⑥这种对话合作与互利共赢解决纷争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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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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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

日报》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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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充分体现了中国秉持求同存异、尊重各方利

益、兼顾合理关切的合作共赢精神，有利于构筑责

任共担的安全治理长堤，集聚不同国家不同领域

的安全治理资源，进而形成风险共担、挑战共商、

问题共治、安全共享的良好局面。

（四）坚持合作共赢新方向

全球安全治理涉及面如此广泛，不是少数几

个大国说了算的事情，特别是随着安全治理边疆

的不断扩展和治理难度的不断增大，需要扩大共

识、协同应对。在国际关系中动辄制裁或以制裁

相威胁，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导致事态恶化

失控。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

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

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

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

乱。”①“对待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要坚持通

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以对话增互信，以对

话解纷争，以对话促安全，不能动辄诉诸武力或以

武力相威胁。热衷于使用武力，不是强大的表现，

而是道义贫乏、理念苍白的表现。”②无论在理论

上还是现实中，全球安全治理本身是个动态过程，

不能以传统思维和僵化方式来治理，而是应当依

据时势发展来不断调整治理策略和方式，以开放

合作扩大共识，集聚各方力量综合应对，不断创新

安全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持续强化以可持续发

展为目标的全球安全治理。

三　实践意蕴：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
公道正派的中国方案

中国积极倡导全球安全治理观，始终不渝地

进行全球安全治理实践探索，为维护世界和平与

安全、公平与正义、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建设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

（一）多场合倡导和阐释新型全球安全治

理观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促进

世界更好地和平发展为目标，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

理体系改革，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全球安全和世界和

平的重要力量，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确定性、稳定

性和正能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地区

不同场合积极倡导新安全观。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５日，
习近平在荷兰海牙首次提出实现各国的“普遍安全

观”；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８日，习近平在上海首次提出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２０１６年４
月１日，习近平在华盛顿首次提出“全球安全治
理”；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８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
部倡导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提出中国方案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６日，习近
平在北京首次提出各国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１日，习近
平在博鳌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此外，在联

合国，习近平提出“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

全的世界”，“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安全观”③。习近平倡导推动构建具有亚洲特色

的安全治理模式④。在欧洲，习近平提出，要加强

在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为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发挥关键性作用⑤。在非洲，习近平强调只

要非洲保持和平稳定，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

发展道路，非洲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⑥。

在拉美，习近平积极倡导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

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⑦。

在美国，习近平提出要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

系正确方向，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

展⑧。在俄罗斯，习近平表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

际安全威胁，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

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⑨。由此可见，习近平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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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３１页。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６０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９日。
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
习近平：《凝聚共识 促进对话 共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美好未来———在亚信第五次外长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４月２９日。
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４月２日。
杜尚泽，蒋安全：《习近平同非洲国家领导人举行早餐会时强调：中非关系发展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３月

２９日。
习近平：《同舟共济、扬帆远航，共创中拉关系美好未来———在秘鲁国会的演讲》，《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３日。
习近平：《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 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３日。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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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国际会议或出访时，都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积极

宣传并诠释中国的全球安全治理理念，以实际行

动探索和推动全球安全治理。

（二）多方式协同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安

全问题挑战

各类层出不穷的全球性安全问题，在世界各

地造成了无数安全事故和安全隐患，带来了难以

估量的损失和威胁。为此，习近平不断就全球安

全问题发声或敦促采取行动。在伊朗核问题上，

习近平提出了系列“中国方案”和“中国思路”，与

美、俄、英、法、德领导人共同促成签署了《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问题上，习

近平强调“坚持正确义利观”①，协同各方共同推

动签署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在国际维和行动

上，２００８年以来，中国共派出４４批共计１３９艘军
舰，为１５００余批、７０００余艘中外船舶护航，通过
联合国已累计派出维和人员５万余人次，设立了
为期１０年、总额１０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
与发展基金，向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

部队提供１亿美元无偿军事援助，建设８０００人规
模的维和待命部队②；在反恐问题上，中国出台了

《反恐怖主义法》，支持与其他国家、地区、国际组

织开展反恐怖主义合作；在其他全球安全治理问

题上，中国也都积极践行全球安全治理理念。可

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引领下，中国全

球安全治理从新理念到新实践，走出了一条坚持

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共赢非零和的新型全球

安全治理之路。

（三）多措并举推进“一带一路”为全球安全

治理注入合作共赢基因

２０１３年底，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
为以发展促安全、以合作促共赢的崭新安全治理

路径。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以自身发展维护

和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相互交融、

相互成就。”③当前，“一带一路”已成为推进全球

发展和全球安全的重要新平台，取得了一系列国

际合作成果。截至 ２０２３年 ８月 ２４日，我国已与
１５２个国家、３２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２００多份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覆盖我国８３％的建交国④。
截至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２０２３年以来中欧班列累
计开行已达１００００列，较２０２２年提前２２天破万
列，累计发送货物 １０８．３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２７％⑤。“一带一路”为全球安全治理注入了强大
合作基因、发展基因与和平基因，持续为世界和平

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重大作用，已成

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

之路，为全球安全治理的当代实践作出了重要

贡献。

（四）多途径劝和促谈竭力推动国际热点问

题的政治解决

长期以来，中国秉持相互尊重、公正平等、互

利合作的原则，致力于推动全球和平稳定和地区

间热点问题的解决，彰显了中国敢于担当、乐于促

和、勇于奉献的坚定信心与决心。２０２３年２月１６
日，中国与９个国家合作，在中国香港联合成立国
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积极谋求多边方式解决问

题，很好地补充了现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推动了

全球治理结构的多元化。２０２３年 ３月 １０日，中
国成功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这是中国和平外交

理念和全球安全倡议的生动体现，彰显了中国促

进国际和平合作的能力和贡献。俄乌战争爆发以

来，中国以独特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２０２３年 ３
月２０日，习近平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表
示，“在乌克兰问题上，和平、理性的声音在不断

积聚，大多数国家都支持缓和紧张局势，主张劝和

促谈，反对火上浇油。从历史上看，冲突最后都需

要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⑥。２０２３年 ４月 ２６日，
习近平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时强调，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⑦。对国际上担心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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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日。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９日。
《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５日。
严赋憬，陈炜伟：《我国已与１５２个国家、３２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ｌｉａｎｂｏ／

ｂｕｍｅｎ／２０２３０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８９９９７７．ｈｔｍ。
王璐：《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达万列 发运量同比增长２７％》，《经济参考报》２０２３年７月３１日。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１日。
《习近平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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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爆发核战争问题，习近平提出，“共同反对使用

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倡导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

不得，防止亚欧大陆出现核危机”①。尽管当今世

界并不太平，国际安全热点问题频出，但在全球安

全治理上，中国从未缺席，并且正在发挥越来越大

的重要作用。

四　价值意蕴：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的和平、安全、稳定、发展，既是各国人民

的共同向往与不懈追求，也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

繁荣、进步的重要基石。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

注重治标更注重治本，只有双管齐下标本兼治，才

是治理之本、发展之需、长远之计。

（一）深化了中国国际安全战略思想，发展了

中国安全外交，更好地维护了中国国家安全并全

面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完善参

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中国坚持积极参与全球

安全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安全合作，积极参与联合

国维和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发挥建

设性作用”②。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

时期，需要长期良好的国际国内安全环境。习近

平呼吁各国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

安全观，倡导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不断提高全

球安全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强调坚定奉行双

赢、多赢、共赢理念，在谋求自身安全时兼顾他国

安全，努力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安全之路③。中

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推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

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进行霸权扩张和强权政治，不

搞意识形态和地缘对抗的零和博弈游戏，始终坚

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不断深化同各国

及相关国际组织在各领域的信任与合作关系，与

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新问题、新威胁、新挑战，坚定

维护国际国内安全，把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战略

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和新境界。

（二）探索了国际合作发展新模式，团结了国

际正义力量，更好地促进了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当

前纷繁复杂的各类全球安全问题

国际合作发展，不仅关乎中国前途，也关乎世

界命运。然而，近代以来形成的西方主导的“中

心—次中心—边缘”全球发展模式，与西方治下的

以暴制暴的全球安全秩序一样，都已经不适应全球

化新发展需要，当前不断滋生的民粹主义、逆全球

化、保护主义的倾向即为明证。习近平提出“一带

一路”倡议，推动创立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拓展

金砖国家，积极同各国各地区发展各种类型伙伴关

系，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致力于推动各国共同发

展、共同安全、共同繁荣。这种充满东方智慧的治

理方式不同于西方传统的治理方式，把发展与安全

紧密联系起来，以合作发展为基石来创设安全条

件、改善安全环境、促进安全治理、建构安全机制的

方式，彻底颠覆了西方以武力为后盾的全球安全治

理模式和治理理念，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

支持，团结并壮大了国际正义力量，有利于进一步

形成应对各类全球安全问题的强大动能，为世界和

平与繁荣提供持久有力保障。

（三）提出了全球安全治理新方案，丰富了全

球治理理论，更好地推进了国际社会共同建设人

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安全治理不是少数大国所能完全控制和

左右的，即便美国也不再是“将世界托在背上的鲸

鱼”，并且自身也成了紧张局势的发源地甚至策划

地。习近平指出：“寻求治本之道，始终是我们的目

标。我们要铭记全人类福祉，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

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定推进全球安全治理。”④中

国提出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

国际关系，提出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等，作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

序中国方案，丰富了新时代国际关系理论，为全球

安全治理指明了新方向。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强调：“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

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

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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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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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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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

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

界。”①这既是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邃思

考，也是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的时代宣言，彰显

了中国愿与国际社会共同致力于建设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坚定信心与决心。

结语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向我们昭示，安全之可贵

在于安全是人类赖以持续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

和平之可期在于和平是人类正义力量永恒的不懈

追求。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主要包括五个方

面：在治理理念上树立全球安全观，坚持正确义利

观，共同促进全球安全治理；在治理问题上注重管

控分歧务实合作，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

在治理主体上强调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建立更

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在治理方式上重视建构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搭建好全球安全治理

立体网络；在治理机制上积极探索完善全球安全

治理新机制，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全球安全治理观体现了中国不走意识形态

与地缘对抗的安全治理老路，打破了西方中心主

义的魔咒，昭示了全球安全治理的宗旨、真理和现

实，彰显了当代中国以和为贵的仁义思想和以安

为全的和平精神，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安全稳

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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