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sinoss.net

- 1 -

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下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方案”的
“中国表达”策略

——新时代治国理政战略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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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师范学院纪委办公室，陕西咸阳，712000）（陕西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系，西咸新区 712046）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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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寻求处理国家间关系、保持国际社会稳定

发展的“中国方案”。本文探究如何通过实施治国理政战略，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形成

具有“高标准”的“中国表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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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如何才能有效应对全球危机，保障国际和平、安全和发展、

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按

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接生活的“地气”，从历史性的实践中，

提炼和开拓出具有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问题和话语，沉淀并凝练出能够占据时代文明和价

值制高点的思想和理念，着力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背景

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

会，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也标注着全球治理的新起点。“我们要抓住机遇、顺势而为，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好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聚焦推动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阐明中国理念，提出中国方案，为改革和优化全球治理注入强大中国力量2。

19世纪，现代全球治理体系雏形初现之时，处于半殖民地的中国还是被外部世界治理

的对象。60多年前，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还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局外人”和“旁观者”。

1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 5月 18日电，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2见陶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中国贡献,2016年 09月 30日,光明日报,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930/c376186-287521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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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不断加快，为全球治理体系的

构建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坚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为发达国家所主导，被霸权主义、

单边主义、南北分歧所困扰。”[1]

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

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

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举措，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增加了我国同各国利益汇合点。

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驱动力——大力实施治国理政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

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

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2]

（一）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开辟了“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主要表

现在：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能性和提出了必要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 21世纪的新

视野；其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

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以及坚持问题导向的思想方法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新内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从广义上来说，新理念、新战略都属于新思想范畴。但从狭义上来说，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又是这个理论体系的三个不同的层面。新理念属于根本价值取向和根本原则的范

畴，是新思想的灵魂，决定着治国理政的总体方向和最终成效；新思想是新理念的系统展开，

是治国理政主体彰显治国理政新理念的主张和思路，也是实施治国理政新战略的根本依据；

新战略是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的指导全局的新方略，是新理念新思想落到实处的总体谋划和宏

观布局。

（二）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交往领域多次提出构建包括亚洲、中国和东盟、中国和非洲、中国

和拉丁美洲、中国和阿拉伯等区域性的“命运共同体”的思想。2015年 9月在联合国成立

70周年系列峰会上，他进一步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倡

导”的“意识”到“打造”的“实践”，使之从外交理念上升到国际战略，集中反映了习近

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2017年 3月 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

致通过的第 2344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反映了国际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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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

因此，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

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统治和治理

的主体、结构、方式、过程和意义，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政治生活。” [3](P21)特别是要增加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

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

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要推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的

新机制新规则，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周边区域合作，加强国际社会应对资源

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

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

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外部推动力——中 国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话 语 体 系 建 设

习近平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这些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

要继续向国际社会阐释我们关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理念，坚持要合作而不要对抗，要

双赢、多赢、共赢而不要单赢，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引导各方形成共识，加

强协调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要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民族性

与世界性相统一、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在哲

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新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要以思想理论创新为根本，夯实话语体系创

新的理论基础；以学科和教材体系建设为载体，促进话语体系创新成果向教育教学转化；以

教学科研平台为依托，建设话语体系创新高地；以队伍建设为关键，为话语体系创新提供人

力支撑；以机制体制改革为动力，为话语体系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因此，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

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

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要加

强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高度重视全球治理方面的人才培养。

[3]

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全球治理结构如何

完善应该由各国共同来决定。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

是创新完善，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好地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

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

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

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构建以下三方面的

3 见 2015年 10月 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27次集体学习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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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国际关系：

（一）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合思想。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

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

事务的行动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

（二）国际关系法治化——法制思想。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

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法者，天下之准绳也。”

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没有只适用他人、不适用自己的法律，也没有只适

用自己、不适用他人的法律。适用法律不能有双重标准。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

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

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

（三）国际关系合理化——求同存异思想。适应国际力量对比新变化，推进全球治理体

系改革，体现各方关切和诉求，更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结语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中国已成为牵动国际秩序调整和国际体

系变革的最活跃因素之一。未来中国将实施治国理政战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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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facing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help each other,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General Secretary has consistently combined Marxism with

Chinese practice, and has not failed to safeguard world peace and promote Common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ered on "cooperation and win-win",

create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submit a "China plan" that seeks to handle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s and maintain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ruling the country and improve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 a “ Chinese expression” strategy with “ high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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