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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丰

富、意蕴深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四重哲学意蕴。 从马克思的世

界历史理论、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关联以及人类文化文明的交往史上看,“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历

史性;从“一带一路”倡议助力解决世界性贫困难题、强力破解旧国际秩序命题、有力回应其他

全球性问题上来看,它具有现实性;从“一带一路”倡议生动诠释了“为了谁” “依靠谁” “谁来

享”的问题上看,它彰显了人民性;从“一带一路”要建设成“和合共生、互利共赢”的繁荣之路、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文明之路和“共商共治、共建共享”的创新之路上来看,它突显了目

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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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 2020 年新年贺词中指出:“我们愿同

世界各国人民携起手来,积极共建‘一带一路’,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而不

懈努力。” [1]自 2013 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后,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便成了国内外学术界的

研究热点之一,目前“一带一路”各项建设也正在稳

步向前推进。 “一带一路”既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实现平台,也是中国新时代对外意识

形态领域的创新话语权表达。 其哲理阐释是否科

学,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汇民智、聚民

心的成效,进而影响共建“一带一路”蓝图的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功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科学性与真理性,将“一带

一路”倡议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阐释其哲

学意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历史性

马克思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

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2]471 这也就意味着,人类

的实践活动并不能够抛开历史而随心所欲地认识世

界和改造世界,人在社会生活中所从事的任何实践

活动必然承袭着前人的历史文明,因而人的实践是

历史性的实践。 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国与

世界的历史关联以及人类文化文明的交往史等历史

境域中可以领悟“一带一路”倡议所具有的历史性

哲理。
(一)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看“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运用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回应时

代之问的伟大思想产物。 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与

其物质生活条件为出发点考察了世界历史的演进过

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植根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
而“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平台,未来走向的必然是人类“真正的共同体”,
即马克思眼中的世界历史的完成。

“一带一路”倡议源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 马

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



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

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

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2]470-471 这就是说,在每一社会

形态中,人们所从事的任何活动都必然受到现实客

观物质条件的制约,而这种“条件”离不开人的历史

性实践活动的生成物,或生产力、或科学文化、或人

的活动,等等。 2000 多年前,以中国长安为起点的

古丝绸之路连接起了中亚、西亚、南亚等沿线国家,
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商贸互通、知识交流、文明传播与

友好往来。 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没有割裂历史,“而是延伸

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地域空间,扩展了与沿线各国和

地区的合作领域” [3] 。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唤醒人

们对古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与历史基因,因而更容

易找到彼此的“最大公约数”并“画出最大同心圆”。
“一带一路” 倡议有利于推动世界历史进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
有各个民族之间生产力越发展与相互交往活动范围

越发扩大,才能推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阶段的发

展。 这种“单一的民族史”向“整个的世界史”的转

变也是人逐渐获得解放的动态历史过程。 但是人的

解放活动不是思想活动,“也不是‘自我意识’、世界

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

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
是一种受到各种历史状况所制约的现实活动。[4]169

“目前,中国已经同 137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签

署 197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5] ,共建“一带

一路”参与国家之多、合作领域范围之广,所推动的

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无疑为向

无产阶级世界历史阶段的推进注入了动力。
(二)从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关联看“一带一路”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 5000 多年历史、唯一没

有被中断文明的伟大民族,一直活跃于世界历史舞

台。 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古丝绸之路上书写了人类文

明交流的历史篇章,“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延续的是

古丝绸之路精神,也是奏响的中国全面开放、致力于

人类发展的崭新乐章。
“一带一路”倡议是古丝绸之路的升华。 西汉

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出古丝绸之路;唐朝

时期,中国友好建交的国家高达 70 多个;明代时期,
郑和 7 次远下西洋,足迹遍至东南亚、非洲东海岸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外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和马

可·波罗等都在古丝绸之路上留下了历史印记。
2000 多年前,古丝绸之路上的驼队络绎不绝,各国

人民共同谱写了人类历史的友好篇章。 为此,习近

平指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我国

同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

交流的大通道,‘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丝绸之路的

传承和提升” [6] ,能够唤起各国人民对古丝绸之路

的历史感情并为之产生共鸣。 “一带一路”倡议既

是中国这只大鹏飞向更辽阔天空的翅膀,也是世界

各国实现和平发展、走向现代化道路的翅膀。
 

“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促进中国全面开放和

人类共同发展。 清朝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将自古

以来中国与世界保持的紧密联系人为地割断,直接

导致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受苦受难的百年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

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离不开世界各国的经济往

来与人文交流。 习近平着重强调:“当今世界,开放

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

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世界已经成为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 [7] 以史为鉴,历史就

是最好的镜子,在全球化程度前所未有的今天,只有

开放发展、加强彼此联系才能经受住全球化考验、应
对全球化挫折,这是中国与世界正反两方面历史关

联给予的启示。
(三)从人类文化文明的交往史看“一带一路”
习近平深刻指出:“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

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8] 从文化文明的交往史

看,“一带一路”倡议所秉承的丝路精神有利于世界

朝着文化多样化与文明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

地,到处建立联系,缔造了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但
是这种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交流中,却给人类

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虽然资产阶级为殖民地带去了

先进的生产工具、交通工具、科学技术,并在一定程

度上冲击与瓦解了落后国家的封建体制乃至使它们

产生出旧社会的革命因素,但是“资本来到世间,从
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9] ,资本

主义文明在与其他国家文明的交往中充斥着人口与

鸦片贩卖、殖民掠夺、屠杀原著民、剥削劳动、压迫人

民等惨绝人寰的罪行,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极其恐怖

与黑暗的一页。
古丝绸之路时,人类文化文明的交往是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与互学互鉴的。 与资本主义文明史不

同,人们在古丝绸之路时不是用刀剑长矛和坚船利

炮,而是用驼队、宝船、善意与友谊的和平方式完成

了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历法、医药、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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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几何学、天文学等中外文化文明的友好交往与

交流。 习近平强调:“世界文明的魅力在于多姿多

彩,人类进步的要义在于互学互鉴。” [10]古丝绸之路

跨越不同流域与不同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不同宗教

的汇集地,跨越不同种族和不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
实现了不同文明的求同存异与开放包容。 因此,源
于古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中国进行

新的文化殖民输出;相反,以丝路精神为核心的“一

带一路”倡议却是为世界各国文明提供了新的交流

交往平台,是促进世界文化多样化与文明多元化的

人类文明发展之路。
二、“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现实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

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

理想。 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

的现实的运动。” [4]166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书斋里

的学问,也不是那些旧哲学家头脑里的纯粹思想活

动,而是致力于改造世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鲜

明的现实性。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共产党与

中国人民的伟大智慧的产物,它以助力解决世界性

贫困难题、强力破解旧国际秩序命题和有力回应其

他全球性问题有力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现

实性特质。
(一)“一带一路”助力解决世界性贫困难题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

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

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4]158 当前世界仍存在贫困

问题,部分国家的人民仍面临饥饿问题的困扰,“现

实的人”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仍面临巨大挑战。 “一

带一路”倡议能够为沿线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人民

创造出需求与就业机会,是消除世界贫困的“中国

智慧”与“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解决自身贫困难题、实

现全面开放发展的有力之举。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实现了解决温饱、步入小康到即

将全面建成小康的三大历史性飞跃,但是中国的边

疆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仍有部分人民忍冻挨饿、饱
受贫困问题的困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精准扶贫,开展脱贫攻坚战,实施

“五个一批工程”,使中国贫困人口降至两千万,中
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功。 中国积极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不断提高自身开放水平,目的在于以开放

促改革、谋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中国沿线

地区贫困人口带来了就业创业机会,更推动了中国

革命老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融入建设,
还为中国构建起了连接东中西、贯通南北方的“多

点线面”区域开发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也为沿线国家摆脱贫困、带动

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

致力于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为发展中国家营造更多

发展机遇和空间,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实现可持续发

展。” [11]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

复兴,党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同

时,还追求“天下大同”。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7 年

来,实现了以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而辐射

文化、教育、卫生、旅游、经贸、能源以及新一代信息

技术等领域合作的良好局面,中白工业园、中泰铁

路、中越“两廊一圈”、中新“陆海新通道”、中巴经济

走廊建设、“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等

“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创造

了条件,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帮助它们打破了

发展的瓶颈。 可见,“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当下的

世界性贫困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世界经济发

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二)“一带一路”强力破解旧国际秩序命题

虽然资产阶级早期进行暴力殖民掠夺、建立世

界市场已过去了 200 多年,但是当前我们仍处于资

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即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逻辑”
主导下的全球化时代。 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它能

够强力破解资本逻辑下的不公平、非正义的旧国际

经济政治秩序。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资本主

义为主导的旧国际秩序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主题。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

和高科技垄断等方面的优势,利用全球化浪潮推行

所谓“普世价值”,进行文化输出,大搞政治干预。
“资本逻辑”下的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全球治理一度

成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真命题”,“西方模式”
“西方标准”“西方道路” “资本逻辑”也成为了全球

治理体系亘古不变的法则与铁律。 但是,当下以美

国为代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承担大国责

任、履行大国义务、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问题,
反而奉行单边主义、筑起贸易壁垒、制造“颜色革

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此妄想继续主导

全球治理体系。 习近平指出:“在各国彼此依存、全
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的今天,仅凭单个国家的力量难

以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 [12] 旧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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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治理体系下的零和博弈、丛林法则、赢者通吃等

旧思维、旧命题必须破解。[13]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与建设的中国担当与中国贡献。 “共建‘一

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
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

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 [14] ,
“ ‘一带一路’是对西方逻辑的颠覆与中国逻辑的

彰显” [15] ,它不是中国翻版的“马歇尔计划” ,也不

是国际上谣传的中国新版殖民手段,而是中国积

极承担大国责任、履行大国义务与世界各国应对

全球治理的“中国模式” 。 共建“一带一路” ,“中

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
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 [7] ,坚持对话协商、共建

共享、互利共赢始终是“一带一路” 倡议秉承的重

要理念。
(三)“一带一路”有力回应其他全球性问题

列宁指出:“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

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 [16]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

项伟大的事业,除了应对当下世界性贫困问题、全球

治理难题之外,也为解决全球生态环境、全球毒品与

恐怖主义、全球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交出了中国

答卷。
“一带一路”倡议共同应对了全球生态环境问

题。 虽然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为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但也造成了这些国

家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问题。 与此同时,全球

气候回暖、生活垃圾堆积、河流污染等问题严重威

胁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守
护人类家园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与共同义务。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7 年来,中国积极推动“一带

一路”沿线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绿色发展国际联

盟,中国还创建了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与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实施南南合作应对气候变

化、环境污染,致力于将“一带一路”打造成“绿色

丝绸之路” 。
在共建“一带一路” 过程中,中国与沿线各国

积极开展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严厉打击“三股势

力” 、毒品犯罪与恐怖主义行为,携手解决全球毒

品泛滥与恐怖主义问题。 中国还借助“一带一路”
这一国际合作平台,与世界各国开展了政党治国

理政经验分享活动以及政府与立法机构等方面的

交流活动等,极大地提高了各国彼此的政治互信。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也探讨了全球性网络安

全问题。 习近平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等为

契机,加强同沿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建
设 21 世纪数字丝绸之路。” [17] 一方面,互联网已经

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成为拉动

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互联网领域黑客攻

击、隐私泄露等事件频发,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性

问题。 建设一个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的

主张,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心声。
三、“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人民性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 [18] “共

建‘一带一路’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举

措,正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 [19] 它以给予

沿线各国人民实实在在的利益生动诠释了“为了

谁”“依靠谁”“谁来享”的问题,有力彰显了马克思

主义内蕴人民性的理论特质。
(一)“一带一路”诠释了“为了谁”的问题

“过去的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

利益的运动。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
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20] 马克思主义

具有人民性,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的共产党人没

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也没有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不

同的利益,共产党人有的只是比无产阶级群众更多

地掌握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一般规律。 因此,作为中

国共产党人智慧结晶的“一带一路”倡议为的是世

界人民、谋的是天下人民的利益。
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时代发展主题,倾听了

世界各国人民的心声。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一方面,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各
国愈发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另一方面,逆全球化运动、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等全球性问题愈演愈烈,
亟待各国人民携手解决。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是

中国人民的追求,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 “一

带一路”倡议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顺应

了全球化潮流,顺应了人类希望过上好日子的强烈

愿望。 “天下大同”、人类生活幸福始终是“一带一

路”倡议的奋斗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梦”
与“世界梦”的汇合口,“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

梦息息相通。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通过开放来

促改革、谋发展、添动力的“圆梦一招”,也是中国积

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为世界人民谋利益的阳光

大道。 “国强未必称霸”,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后

的中国仍是文明、可亲的狮子,仍然会以一个负责任

的大国活跃于世界历史舞台,为世界贡献更多“中

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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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解决了“依靠谁”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

历史的动力。” [21] 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旧哲

学的一个重要地方就在于不仅强调哲学要解释世

界,更要改变世界。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人类迈向

“自由人联合体”的一项伟大事业,必须要靠实践,
而从事实践的主体必然也只能是人民群众。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是真正的英

雄” [22] ,共建“一带一路”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 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在国内外

多个场合中表示共建“一带一路”要始终秉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虽然他并未提出“一带一

路”建设最终要依靠人民的命题,但是共建“一带一

路” “ 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 而是沿线国家的合

唱” [23] ,它有赖于沿线各国人民在思想与行动上达

成一致,才能实现沿线各国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无论是“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

设,还是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的合作,归根到底还

是要靠扮演社会历史发展“剧作者”与“剧中人”角

色的人民群众的力量。
(三)“一带一路”回答了“谁来享”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是中国的主张,但其机遇

与成果却是属于世界的,其以实实在在的利益、看得

见与摸得着的成果回答了“一带一路”建设成果由

“谁来享”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拉动国

际贸易和投资、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致力于人民幸福

生活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 截至 2018 年 5 月,“我
们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 5
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 600 亿美元,为当地创

造 20 多万个就业岗位” [14] 。 “一带一路”不仅为沿

线国家修路架桥、拉电线铺电网,带动了彼此间的能

源、旅游、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而且还携手沿线各

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开展了共同的反恐

禁毒活动,维护了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由此可见,
“一带一路”不是美国二战后实施的“马歇尔计划”,
也不是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大张旗鼓地扩充势力

以实现全球称霸的阴谋诡计,恰恰是顺应全球化潮

流、应对全球性问题的繁荣之路、文明之路和治理之

路,“ 更是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 ‘ 世界历史’ 之

路” [24] 。
四、“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目标性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25] ,人类

的任何实践活动都内蕴着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带

一路”倡议也必然内蕴着人的价值追求而具有目标

性。 中国始终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努力与世界各国人民把“一

带一路”打造成“和合共生、互利共赢”的繁荣之路,
铸造成“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文明之路,锻造成

“共商共治、共建共享”的创新之路。
(一)打造“和合共生、互利共赢”的繁荣之路

当今中国与世界各国早已是“和合共生” 的命

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与世界人民的前途

命运早已紧密相连。 面对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经济

全球化遭遇挫折、全球性问题此起彼伏的今天,各个

国家不可能以一己之力解决世界发展的不平衡问

题,唯有携手应对才能走向共同繁荣。
习近平指出:“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目的就是动员更多资源,拉紧互联互通纽带,释放增

长动力,实现市场对接,让更多国家和地区融入经济

全球化,共同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康庄大道。” [26]
 

“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对象是世界性的。 虽然它

以亚欧大陆为重点,但是欢迎七大洲、五大洋的好朋

友与好伙伴加入其中,并不排除与针对任何一方。
中国坚持互利共赢理念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为此充分考虑了沿线各个国家的发展规划,并
与欧盟、非盟、东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组织发展

计划乃至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了友

好对接。 无论是中国创办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设立的丝路基金,还是举办的“一带一路”相关

峰会,都力求与各国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与民心相通。 共建“一带一路”旨在

为世界创造崭新的合作平台,注入共同发展动力,实
现共同繁荣。

(二)铸造“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文明之路

人类社会发展史不仅是一部物质资料生产史,
也是一部多样文化与多元文明的交流史。 “一带一

路”不仅为世界各国搭起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也
为世界各国铺起了多样文化与多元文明的发展路与

交流桥。
习近平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

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 [27] 共建

“一带一路”对不同民族文化与国家文明的交流始

终秉承开放包容的态度。 无论是世界上脍炙人口的

经典著作、文艺作品或其他文化,还是中华文明、巴
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亦或是其他文明,都凝聚着不同

国家、不同民族的伟大智慧与精神追求,都有其存在

的价值。 中国倡导建立相互尊重、开放包容的文化

观,从各种文明中汲取智慧,找出不同国家与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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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和谐音”,以人类文化文明的多样共存与和谐

共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习近平强调:“交流互

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

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27] “一带一

路”倡议坚持以互学互鉴的理念推进多样文化与多

元文明的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充当的是人类文明

发展进步的使者,可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加

强在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推动

各国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可见,共建“一带一路”
为各国文明发展增添了动力、激活了潜力。

(三)锻造“共商共治、共建共享”的创新之路

“一带一路” 倡议是中国积极探索“世界怎么

了、世界怎么办”问题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其不仅丰富了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和多边主义内涵,
而且创新了全球发展与全球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

“共商共治、共建共享”的创新之路。
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

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

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
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 [14] 面对世界

发展不平衡、暴乱与战争、疾病与饥饿、气候回暖、单
边主义与极端思潮泛滥等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世界

各国只有加强多边合作,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稳步推进,针对参与各国之间

的发展模式、政治体制与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中国

提倡大家的事共同商量、大家的事共同决定,以共识

化解分歧。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为公、世界

大同、和谐万邦、和合共生的思想观念,中国在共建

“一带一路”过程中绝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也绝不会独享发展成果。 7 年来,“一带一路”倡议

积极与各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发展战略对接,促进

了世界经济增长与人类文明进步,完善了全球治理

体系,增进了各国的民生福祉。 “一带一路”倡议是

爱好和平、谋求发展的世界各国共同打造的国际合

作平台和全球公共产品,只有坚持共建共享的理念,
人类才能走向未来的康庄大道。

五、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占据了人类道义的制高

点,还内蕴着历史性、现实性、人民性、目标性等哲学

智慧。 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符
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是惠民生、利天下的伟大事

业。 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 我们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把

“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一条和平之路、繁荣之路、文
明之路与创新之路,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

人类过上美好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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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g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has
 

rich
 

conno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hilosophy,
 

it
 

has
 

four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It
 

is
 

of
 

historic
 

importance
 

from
 

the
 

views
 

of
 

Marx̍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the
 

history
 

of
 

huma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is
 

practical
 

in
 

that
 

it
 

helps
 

solve
 

the
 

problem
 

of
 

world
 

poverty,
 

forcefully
 

cracking
 

the
 

proposition
 

of
 

the
 

ol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echoing
 

other
 

global
 

issues
 

effectively.
 

It
 

highlights
 

people̍s
 

orientation
 

in
 

that
 

it
 

vividly
 

answers
 

the
 

questions
 

of
 

" for
 

whom" ,
 

" depending
 

on
 

whom"
 

and
 

" who
 

will
 

enjoy" .
 

It
 

is
 

well-targeted
 

in
 

that
 

it
 

is
 

to
 

build
 

a
 

path
 

of
 

prosperity
 

fea-
turing

 

harmony,
 

co-existenc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a
 

path
 

of
 

civilization
 

featuring
 

openness,
 

inclusiveness
 

and
 

mutual
 

learn-
ing,

 

and
 

an
 

innovative
 

path
 

featuring
 

extensive
 

consultation,
 

governance,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historic;
 

practical;
 

people-oriented;
 

well-targeted

·47·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