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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理论原则、
实践逻辑与未来展望

郁 有 凯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遵循问题原则、表达原则和目标原则的统一。 新时代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逻辑体现在为什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怎样继续推进人类命

运共同体构建和如何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三大实践问题。
展望未来,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坚持自信与自我批判的统一、坚持文本解读和时代

解读的统一、坚持中国化和全球化的统一、坚持方法论与价值论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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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超越单个国家而审视和聚

焦人类共同命运,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和人类终极道

义的关怀。 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理论原则和

实践逻辑,寻求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未来

发展方向,为走出一条全球共同发展之路提供方法

论上的科学指导,这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保持持久

生命力和不断丰富发展的内生性要求,也是社会发

展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使命的外生性要求。
一、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理论原则

(一)问题原则:现实问题与实践检验

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

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冶 [1],
也就是说,理论来源于物质世界的实践与改造活动,
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品格历来都是带有问

题导向性和实践检验性的,即是以现实问题为依托,
并通过实践反复检验的理论创新。 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也要坚持这种以现实问题为中心、以实践检验

为准则的基本理论原则。
1. 源于现实问题又高于现实问题。 时代需要能

够反照现实问题。 马克思曾指出:“一切划时代的

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

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冶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

基础就是对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现实诉

求的积极反映。 而这种反映是头脑中的思维对现实

问题的反映,是对现实中的问题和需要的理论提升。
因此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要来源于现

实问题又高于现实问题。 也正是由于这种对于现实

问题的科学把握,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

了现实性的根基,使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

自信进一步增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立足于新

时代各种现实问题,在反映现实问题的同时,从理论

高度升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特征,为其构建提

供方法论上的理论指导。
2. 立足于对时代问题的回答和解决。 马克思曾

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

题在于改变世界。冶 [3] 一方面,人类对事物的认知具

有阶段性、过程性和发展性,只能表现为对当下时代

条件下的认知,这种认知会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
条件是什么、条件达到什么程度,人们的认知也就相

应地达到什么程度。 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

随着时代变化和发展,不断推进自身理论创新,才可

以保持自身与现实发展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人类

对问题的解决具有时代性、难以穷尽性和不断发展

性,对理论的运用要做到随当下时代条件而转移。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

果,其对全球发展问题的回答和解决,同样带有当下

新时代特征,这也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

更多空间,能够保证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新问题的

出现而不断创新理论内容。
(二)表达原则:理论思维与群众语言

新时代下,如何更好地实现理论掌握群众和转

变为物质力量,首先表现在如何创新理论的表达方

式上。 新时代展现出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生活方

式、价值观念、接受能力等与以往时代不同。 这就需

要运用科学的理论思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

化构建,创新群众话语表达方式,实现全人类的理论

共享、接纳和运用。
1. 理论思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表

达。 思维是行为的先导,是指导行动的精神指南。
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冶 [4]875由此及彼、由表

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地深入观察社会现实和准确

把握事物发展客观规律,都离不开理论思维。 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注重理论思维的表达。 理论思维

的表达能够深入理解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

精髓,为语言的形式表达提供重要内容支撑。 中国

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坚持

普遍性与特殊性、理论指导与实践经验、个人求索与

集体智慧等辩证统一的理论思维,指导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不断从理论走向实践。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

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

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

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冶 [4]873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更要注重理论思维的表达,一方面要坚持理

论思维反映社会新时代,突出新时代下全球发展和

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另一方

面要运用理论思维指导新时代,坚持两点论和重点

论的统一,注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思维对于新

时代的合理表达,并推进理论性宣传。
2. 群众语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式表

达。 毛泽东曾指出:“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

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

话。冶 [5]509群众语言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

形式表达,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包容性、适应

性,也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建设的中国作风

和中国气派。 如“一带一路朋友圈冶,运用群众听得

懂、可理解、接地气的新话、实话,一定程度上提升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当今社会各领

域的语言表达形式愈加丰富和多元,尤其是各种网

络用语和流行语的传播,体现出新时代社会话语表

达方式的多元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能够体现

出新时代语言表达方式的变化,从传统优秀文化中、
从群众实际生活中、从国外新鲜语言中、从网络虚拟

环境中寻找大众乃至不同国家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语

言表达方式,并将这种表达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思维相结合,抛弃教条主义倾向,展现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论表达的中国风格。
(三)目标原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

从中国发展角度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

毫无目的的创新,而是具有理论和现实目标,是理论

逻辑与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
1. 理论目标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个传播和接受的过程,更是一

个转化和创造的过程。冶 [5]510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

动着这一转化和创造过程的实现,而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能否“化冶为中国形态和中国气派、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论能否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是衡量这一转化过程实现与否的核心标准。 在马克

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

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中取得的显著理

论成就,均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创新,不断推动

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放眼全

世界,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对接,通过学理分

析和理论升华,进一步拓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体系的学术领域和学术视野,完善和丰富这一理论

体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在实现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理论目标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 现实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理论在

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

家的需要的程度。冶 [6] 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在中

国能够取得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上的胜利,究其原

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中

国近代以来的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现实问题———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

大梦想的不断实现,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

目标,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也阶段性地体

现了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在不断地

发展完善。 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要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目标出发,立足于当下现实境

况和时代特征,确立反映新时代特征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将国家民族的复兴任务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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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球视野中,分析和权衡全球发展现状和现实问

题,积极构建全球合作共赢局面,以最终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
二、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逻辑

(一)对“为什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冶的

时代回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基石

新时代,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对“为什么坚

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冶的时代回答,是习近平审

时度势,在科学分析判断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发展规

律、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把握新阶段的新特点,所作

出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适应国际环境挑战的科学

应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基石。
新时代下的社会发展具有与以往不同的国际新

格局和新形势,习近平对于国家新形势的精准把握、
分析和判断,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来源,是
实践党的指导思想的现实依据。 针对世界经济形势

的变化,习近平指出中国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的重要因素。 对中国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中的地位

的分析,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一个适应与否的问

题,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如何应对发达国家的不适

应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本质上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提出的要求。 从当前我国一系列的外交政策、
国际战略、国际活动等方面来看,我国一直致力于人

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探索,如关于“世界命运

共同体冶战略思想的阐述、关于金砖国家的“全球发

展伙伴关系冶的阐述、关于“命运共同体意识冶的阐

述、关于“合作共赢冶思想的阐述、关于“一带一路冶
理念在发展周边伙伴关系上的阐述、关于筹建亚投

行的倡议等等,均体现了我国在新型国际环境下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坚持和创新性实践。
国家的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的治理问题,

而有效的国家治理依赖于全球治理的良性发展。 新

时代利益格局多元化、矛盾关系凸显的全球治理问

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出了现实性要求。
因为全球性问题已非单个国家所能解决,只有各个

国家之间的通力合作才能够提升全球的综合治理能

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球各国的责任共担,通
过建立责任共同体将各国之间的利益联系起来,增
进全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从而不断建立

健全世界的新型治理体系,增强各国在合作共赢基

础上的全球治理能力。 中国通过务实的责任担当不

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秉持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和建设, 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冶 [7]。 譬如,在
2015 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宣布设立中国—联

合国和平发展基金。 同时,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发展,
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抗击埃博拉病毒等。 这一系列举

动都在彰显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对“怎样继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冶

的时代回答是人类命运共同构建的实践主题

习近平在多种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阐

述,逐渐成为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共识,在联合国文件

中也多次被提及和阐述。 这表明未来一段时期对于

继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因此,对“怎样继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冶的时

代回答就成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

主题。
“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

关。冶 [8]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利益都是维系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 习近平指出:“面对世界经

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

善其身、一枝独秀。冶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

要站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上,追求各国共

同推进生产力的发展。 一是要超越全球各个国家之

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利益上的差异,追求共同利益。
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存在着差异,但也存在共同的

地方。 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是为了打破这种利益上

的对立,而是为了寻找合作的利益基础。 因此超越

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异,寻找全球各国之间的共

同利益,这是解决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与全球各国

的共同利益的一条重要原则。 二是要注重各国基于

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伙伴关系,达成发展共识。 各

国之间的发展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发展,是相互之间

的互惠互利,构建的是结伴而行的伙伴关系,而非是

一种追求恶性竞争的结盟手段,“旨在建立良好的

互惠互利、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破除中国崛起的

‘修昔底德陷井爷,指向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长

远利益冶 [10]48。 三是要注重全球共同利益基础上的

合作共赢,而非一国利益主导之下的利己性。 人类

命运共同体从来都是追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利共

赢的,从来都是追求国家之间的利益共享的,从来都

不是为了一己之私的,从来都不是为了一国利益之

谋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利用与被利用的。 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应是要“追求本国利益,关切他国利益;谋
求本国发展,促进他国发展;关注本国安全,兼顾他

国安全冶 [10]48。
全球化进程让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

发展也愈加紧密。 从这一角度看,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所体现的是一种推进各国生产力能够不断发展

的发展共同体。 其一,共同发展。 世界各国都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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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发展共同体不是对发展道路

的统一规划,而是一种在尊重不同国家发展道路基

础上的合作,旨在将视野放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而非

局限于国家道路的差异上。 唯有如此,才能够更好

地促进共同发展,而非搞意识形态图谋。 其二,共担

责任。 每个国家都要为全球发展担负应有的责任。
这种责任不仅是实现本国的发展职责,也不仅是实

现本国和他国的共同合作发展职责,还是通力合作,
建立全世界的新的治理规则,实现各国在自己力所

能及之内共担人类使命。 其三,共享成果。 发展是

为了提升人类的生活水平,发展成果共享便是发展

共同体的旨归。 习近平曾指出:“把中国梦同周边

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

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

根。冶 [11]发展共同体不是独享成果,而是实现发展愿

望的对接,让不同国家感受到、体验到、获取到发展

带来的实惠和好处,保证各国能够实现发展成果的

公平分配和共同享有。
全球价值观是全球治理的基石。 当今世界多元

化的价值取向和思潮涌动,马克思所言的虚假共同

体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在当今世界并没有消失,
尤其是随着现代科技发展,现代性问题成为全球关

注的重要问题,在这样一个时代,工具理性占据价值

世界的主导地位,构建全球价值共同体是当下的现

实诉求,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层面的逻辑指向。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全球价值共同体的根本价

值旨归,在此基础上,要立足现实价值诉求,在对政

治、经济、文化等的现实考量中,注重平等互信、公平

正义和兼容并蓄,反对西方资本主义霸权下的所谓

“普世价值冶,不断探索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共同

价值,从而保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站在人的全面发

展逻辑上的时代性的价值体现。[12]

(三)对“如何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

维冶的时代回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灵魂

习近平的系列讲话精神及主要举措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构建的现实的活的教材,是对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结合实际的创新性运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
习近平认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是唯物主

义的核心内容,其方法论在于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 习近平科学分析我国的社会发展状

况,认为当前中国的最大实际是依然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并在此基础上科

学判断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指出中国的发展

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要积极推进

全球化发展,积极实现各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利

益保障,这是立足世情国情基础上的科学论断。
坚持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分析、

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优良传统。 运用唯物主义辩

证法,就是要能够利用一分为二的、全面的、系统的、
发展的、联系的观点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不断提高辩证思维水平。 习近平指出:“要始终

坚持全面的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善于抓住事物的本

质,在认清形势中统一思想,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

导、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冶 [13] 习近平善于利用对立

统一规律揭示现实问题的本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上,他认为,既要注重全球经济发展,同时又要

坚持对全球环境的保护;既要注重发挥大国在处理

国际事务中的典范作用,同时又要注重小国的积极

作用,构建全球伙伴性关系;要认清国际形势,充分

认识到每个国家都是全球发展链条上的利益攸

关者。
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发展规

律、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的理论武器。 只有站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上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才能够将这一伟大事业推向一个更高水平。 运用唯

物主义历史观,本质在于运用历史的观点和生产的

观点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 历史的观点是唯物史观

的基本观点,习近平正是运用了这一基本观点,站在

历史的高度上审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史为鉴、
古为今用,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人类

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 “生产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

首要观点。冶 [14]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这既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也是社会发

展的基本矛盾,推进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生

产力在推进世界共同发展中是最活跃的因素,同时

也是最革命的因素,在当今新时代背景下依然要坚

持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推进各

国其他各方面的发展。
三、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未来展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冶 [15] 展望

和探索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深入发展的方向

和思路,能够更好地贴近中国发展实际,更好地实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成果真正用来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服务。
(一)坚持自信与自我批判的统一

展望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要坚持自信

与自我批判基础上的创新驱动。 自信与自我批判的

结合是创新的重要保障,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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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我批判精神。 其一,要坚持道路自信、制度自

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要

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优秀文化,这是创新与继承的关系,而坚持

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是对继

承的有力保障,能够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更

强大的底气、更深厚的支撑、更坚实的基础。 其二要

坚持自我批判精神。 自我批判要立足于中国社会的

不断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时俱进的基础之

上,对发展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合时宜的

内容进行批判性接受和创新,本质上是扬弃。 坚持

自我批判精神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论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保证人类命运共

同体构建成果能够经受得住实践的检验。 坚持自信

与自我批判的统一,本质上是继承、批判和发展的关

系,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否定观,以自信之态和

批判精神深入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有利于推

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坚持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的统一

展望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要协调好文

本解读和时代解读的关系。 文本解读是对马克思主

义文本,包括经典著作中涉及的相关共同体思想的

立场、观点、原理等的解读,时代解读是对有关共同

体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经典著作所阐述的那个

时代的解读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新时代的解读。 协

调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的统一关系,对于深入推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要协调

好文本解读和对文本所描绘的那个时代的解读之间

的关系。 文本的产生是与当时所处的时代历史条件

和思想条件分不开的,对文本的解读要首先了解那

个时代的精神本质和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够深入理

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来源和时代意义,保
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和现实基础的统一。
其二,要协调好文本解读和中国社会时代特征的关

系。 一方面,文本所反映的时代本质,与我国新时代

发展存在很大不同,因此需要把握住当下时代特征

和未来时代发展趋势与规律,从实践着眼,通过实践

促进理论进一步创新。 另一方面,对于当下和未来

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的把握,需要科学的理论分析

和正确的方法,而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正确的方法来

自于文本,对文本的解读是更好地把握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时代本质的前提。 要坚持文本解读和时代解

读的有机协调,要注重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的动态

性、历史性和具体性,发挥文本解读的手段的作用,

实现时代解读的目的。
(三)坚持中国化与全球化的统一

展望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要坚持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中国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

全球化视野的统一。 新时代下中国社会发展更加具

有开放性的要求,应将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发展之

中,要在发展本国的同时,关切他国的合理发展。 中

国发展的开放性的现实,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要坚持中国化与全球化的统一。 其一,要继续深入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化。 人类命运共同

体构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推进人类

命运共同体构建思想的中国化,就是要更加注重其

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正确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本质和时代要求。 其二,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构建要具有全球化视野。 人类命运共同

体构建的全球化视野表现在:一是要能够将国情与

世情相结合,从全球化的视野审视中国发展的道路

走向和具体的发展思路,以此作为理论创新的现实

依据,并积极推进他国和本国的协同发展;二是要能

够吸收借鉴世界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发达国家的发

展经验和发展理论;三是要能够抵制来自西方世界

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不断发展壮大自身理论体系。
坚持中国化与全球化的统一,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重要探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的内在规定性和中国社会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

的外在规定性。
(四)坚持方法论与价值论的统一

展望新时代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要坚持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方法论指导和注重人文关怀的

价值取向的统一。 其一,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的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理论历来提供方法论指

导,即使是对它的创新,也是为了进一步发挥其在社

会发展中的方法论的指导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成果,我们要认识

到其在指导全球共同发展、共享成果和共担责任上

的重要作用,要坚持依靠这一思想规划全球治理新

秩序和创建全球治理新格局,发挥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追求全球共同价值、体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确立国

际权力观念等方面的重要功能。 其二,坚持人类命

运共同体建设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全人类根本利益的

价值取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情系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和价值追求,在其构建中要更加注重真与善的统一,
注重道德实践和人文关怀,注重人的解放和自由发

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终极目标的具体体现。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我们可以分享共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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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和目标……从而使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具有真正

的价值冶 [16]。 坚持方法论与价值论的统一体现了唯

物史观的重要观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时代

发展变化的应对,是更好服务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

的思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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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Practical Logic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 New Era

YU Youkai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 new era shall follow the unification of problem principle,
expression principle and goal principle. Its practical logic is embodied in three practical problems: Why shall we adhere to the idea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ow shall we continue to promote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how shall we creatively use Marxist theoretical thinking to guide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unity of self鄄confidence
and self鄄criticism, the unity of text interpretation and era interpretation, the unity of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and the unity of
methodology and value theory.
Key word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oretical principles; practical logic; future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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