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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是中国共产党回答“人类社会何去

何从”时代之问的政治宣言。在“两个大局”交织的历史方位下，“站在

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与时代指向，并在人民的现实

实践中得以展开。“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即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站在人民利益的一边、站在进步潮流的一边、站在共同发展的一边、站在

世界道义的一边，内蕴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其中所呈现的历史规

律性、人民主体性、价值整体性、目标统一性与公平正义性，凸显了世界

观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在世界人民的共同行动与共同发展的进程中，“站

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就是以关切人类前途命运、人类发展潮流、人类

文明进步为价值遵循，以增进人类福祉为治国理政的实践样态，在现实与

未来中加以贯彻和执行，确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客观存在，在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过程中，实现全人类的现实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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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宣言。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 

展。”[1](P23)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

愿继续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2](P429) 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世界历

史性倡议，更是中国共产党以世界人类文明进步、人民幸福生活为标尺的开创性宣言。在世界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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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全球性问题的时代背景下，“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更加凸显了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创造性。

世界各国要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搁置争议、消解隔阂，在和合共生中不断推进全世界的进步

与发展，在文明的对话、交流与融合中增进人类福祉，实现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

一、“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的现实境域

“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在当今的历史方位下，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与时代指向。“当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平发展进步力量不断增长。”[2](P474)“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

不仅是世界各国必须遵循的现实原则，从人类自身发展、人类进步的维度来看，更是实现全世界人

民共同利益、增进全人类福祉的价值标尺。

第一，世界各民族同处于交流互鉴的文明共同体之中。文明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独特标识。

如果把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看作一部人类文明史，那么各族文明则是构成这部文明史的重要节

点。自 19 世纪大工业发展伊始，伴随“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3](P538) 世界市场逐步形成

建立，贸易往来与人们交往日益密切，逐步打破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各民

族的单一式发展已经不能满足生产与市场的需求，历史由民族史走向人类史、由地域史走向世界历

史，各民族文明也由此交流交融，从而汇聚成为整体性的人类文明，人类同处于文明共同体之中。

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人类文明凸显为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独特性。人类文明不是“清一色”

式存在，而是“百花齐放”式存在，习近平指出：“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

个样子的。”[4] 唯有秉持各民族的文明多样性，人类文明才能不断进步发展。在文明共同体之中，

各民族文明都应发挥自身的特色、长处，各民族之间应该相互交流、借鉴，人类文明才能更加进步，

人类世界才会更加美丽。世界各国必须要维护各民族文明、尊重各民族文明，这不仅是文明共同体

的现实要求，也是“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的应有之义。

第二，世界人民同处于共赢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之中。当今世界正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世界各

国日益处于利益共同体之中，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经济风

险、金融危机、发展难题不断涌现，极大影响着世界人民利益诉求的实现，增进人民福祉已成为世

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世界各国必须“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这是维护人民主体利益的根本要

求，更是发挥人民主体能动性的必然前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

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

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1](P61) 将维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取向，引

领了人类进步的潮流。

习近平强调：“和平是我们最大的共同利益，也是各国人民最大的共同期盼。”[2](P441) 只有在

世界和平、地区和平的环境下，世界人民才能更好地享受发展成果，世界人民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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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唯有正确审视时代形势，正确把握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方可顺应历史潮流，实现自身发展。

第三，世界各国同处于互帮互助的行动共同体之中。应对全球性挑战，世界各国不仅处于利益

共同体之中，更是在现实实践中处于行动共同体之中。在全球性重大问题、热点问题、突发事件的

解决过程中，世界各国要携手同行，强化沟通，互帮互助，共同应对突发事件，推动重大问题、热

点问题得以妥善处理。如在全球性的气候变暖问题、恐怖主义问题、贫困问题等方面，世界各国都

要共同应对，不能把这些问题视为个别国家的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要重视全球性问题，采取实际

行动，而不是推诿扯皮、敷衍塞责，更不能把全球性的问题定性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面对全球性

问题，世界各国要联合应对，既要统一发声，也要共同行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为全世界发

展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题，任何一国想单打独斗都无法解决，必须开展全球

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2](P461) 在全球性的问题上，世界各国处于同一境域中，在解决全球

性问题中必须摒弃意识形态偏见，打破文明隔阂，携手前进，共同行动，在互帮互助中完成人类的

共同使命。

第四，世界各国同处于融合发展的发展共同体之中。发展是社会历史不变的主题，是增进人类

福祉的重要抓手。习近平强调：“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5] 时代潮流

下，世界各国同处于发展共同体之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绝不是靠搞“小圈子”，更不是

靠所谓的“本国优先”而实现的。全球发展处于整体性进程中，世界各国的发展都在同一过程中，

最根本的是要正确审视发展问题，实现共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代

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P53) 当今世界还未达到马克思所指的“联合体”形态，但从历

史发展与现实活动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早已处在发展共同体之中，在这一共同体中，世界各国必

须跨越发展鸿沟，打破交流藩篱，在融合发展过程中“重振全球发展事业”。

二、“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

“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有其特定的出场语境和鲜明的现实境域，从本质上而言，即是“拓

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

题作出贡献”[1](P21) 的实践表达，是当今世界各国顺应人类发展潮流，关注世界格局变化应该遵循

的价值原则。“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即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民利益的一边、站在进

步潮流的一边、站在共同发展的一边、站在世界道义的一边，内含历史规律性、人民主体性、价值

整体性、目标统一性、公平正义性等五维向度。在当今世界局势深刻变革的历史方位下，从世界观

与方法论维度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进行唯物主义阐释，明晰其本质内涵，不断增进人类

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最终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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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即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内含历史规律性。“站在人类文

明进步的一边”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现实实践的根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P295) 向我们揭示了社会历史就是人类活动的历史，

即人类开展生产、进行交往的历史。“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横

向维度而言，社会历史的进步与人类的进步是同向同行的。后一时代的人的现实生活是在前一时代

人的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并在前一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发展，进而推动人类不

断进步。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社会历史是过程性与连续性的展现，唯有

在前一个阶段的积累与继承之上，社会历史才能实现接续发展。从纵向维度而言，各个民族、各个

国家的进步共同构成了整个人类的进步、社会历史的进步。正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开拓与扩展下，

世界市场的形成、贸易的往来，各民族才逐渐打破地域间隔阂，由民族史走向人类史，由地域史走

向世界史。正如马克思所言，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

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3](P566) 推动了

社会历史进步、人类进步。

整个社会历史不仅是人类的活动的历史，亦是人类进步的历史。习近平强调，“人类和平发展

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2](P471) 为我们指明了人类进步、历史进步的时代趋势，如此，“站在人类

文明进步的一边”就是历史潮流的立场取向，其所遵循的历史规律性也在现实实践中不断展开。“站

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根本前提；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是“站在人类文

明进步的一边”的必然要求，二者统一于人类进步、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之中。“站在人类文明进

步的一边”与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发展趋势上是一致的，其所内蕴的历史规律性与发展过程性连

续性是共有的，“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第二，“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即站在人民利益的一边，高扬人民主体性。站在人民利益

的一边是“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的根本立场，也是“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的价值标尺。

实现人类进步，各个国家、各民族最根本的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之上，真正把人民利益作为制定政

策、开展生产、交流合作的价值前提，尊重人民大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性，切实发挥人民大众的

能动性。

“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首先是站在人民真正利益的一边，这是发展的前提，更是历史

的必然。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

众队伍的扩大”，[3](P287) 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就要把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置于关键之处。站在人类

真正利益的一边，最根本的是要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马克思指出：“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

律、国家本身，就国家是政治制度来说，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7](P41) 即民

主的本质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与实现。人民真正利益的实现，就要在建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

体现人民意志，持守“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

当家作主”。[2](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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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其次是站在全人类利益的一边。“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

器的批判”，[3](P11) 全人类利益的实现不能仅靠理论的阐释与政策的保障，不能以单一的、个别的

民族利益标准来审视，更不能打着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发声的幌子，假意满足人民的公平、正义诉

求，以顺应部分民众的喜好来麻痹、扰乱人民的价值判断。[8] 现实条件的客观存在要求世界人民自

觉投身于实现共同利益的实践之中，从而在自身的实践中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倾听人民心声，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各国加强协调合作，把本国人民利益同

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行。”[2](P424-425) 唯有如此，才能推

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

第三，“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即站在进步潮流的一边，宣扬价值整体性。“历史总在不

断前进，世界回不到从前。”[2](P459) 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也不断向前推进，“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

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与使命。人类文明潮流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每一个文明即是人类文明的“光

点”。人类文明就是由每个独特的民族文明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整体性突出体现在民族文明追求

的价值的共同性，每一文明都体现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而这些正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特

质的源泉所在。“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9] 要推动文明潮流

向前发展，每个民族都应该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而非视本民族文明为高高在上的“顶点”存在，

文明与文明之间要打破藩篱，汲取精华，共同致力人类文明的进步。

正如马克思所言，“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

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3](P541) 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与各民族的发展程度也

是一致的。在其现实性上，体现在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 [1](P63) 之中。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逆的，这已经被证明并将不断被证明于全人类共同

价值的实践之中。着眼当下，全球性问题持续凸显，唯有正确审视各个民族文明的共同价值，进而

转化为共同行动，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动力，人类文明才能够实现整体性发展。

第四，“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即站在共同发展的一边，明晰目标统一性。寻求发展，是

世界各国和全人类永恒的主题，发展不仅表达了各个国家、民族突破以往的实践目标，其同样是人

类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

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取的时候”，“个人的全面发展”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10](P330) 站在全

人类共同发展的一边，就是明晰全人类共同的发展目标，以人类进步为标的，以人民的幸福为取向，

并在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加以贯彻与执行。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深刻变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当

前的发展潮流下“单打独斗”“唱独角戏”，实现单边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总是离不开其他民族

的建设与发展。习近平提出，要“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2](P450) 把全球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事

业加以实践，把共同发展作为全球性的使命加以彰显。世界各国要明晰世界发展大势，理清各个国

家的现实需求，把本国发展与世界各国发展统一起来，推动共同目标不断实现。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世界人民的发展需求当作各项事业开展的重要因素，以增进全世界人民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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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为责任，担当起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

利益和根本利益。”[11](P29) 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之所以能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展现出它的世界历史

意义，是因为它坚持不懈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因为这一现代化进程在占有现代文明积极成果的

同时，正在突破并超越现代性本身。[12] 在人类发展的大潮流下，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

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

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P16) 推动历史的车轮不断

前进。

第五，“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即站在世界道义的一边，彰显公平正义性。当今世界，霸

权主义、强权政治仍有发生。要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就要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站在世界

道义的一边，推动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等实现新的发展，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马克思、

恩格斯指出，“某一观点是否在整个民族中占优势……这自然是由该民族发展的整个进程来决定 

的”，[10](P552) 而绝非把本民族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民族，施行强权与霸凌。世界各国同处于发展

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之中，应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的命运、世界的发展必须由世界人民

共同掌握，全球性的问题应由各国商量着解决，而非一家独大，听从一家之言。同时，在应对霸权

霸凌、围堵打压现象时，坚决用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原则解决问题，维护国际法的庄严性和权威性，

推动构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

人类面临共同挑战，世界各国必须在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中践行多边主义的价值理念，克服发

展的鸿沟，消除文明的隔阂，推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发展，在国际上的事务中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价值原则。“在国际上搞‘小圈子’、‘新冷战’，排斥、威胁、恐吓

他人，动不动就搞脱钩、断供、制裁，人为造成相互隔离甚至隔绝，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 

抗。”[2](P461) 世界人民同处于命运共同体之中，任何的分裂、对抗都无法解决人类面对的风险与挑战，

而只能把人类引入“死胡同”。世界各国必须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增进人

民福祉而深化合作与交流。

三、“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的实践诉求

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1](P60) 中国共产党人“站

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为参与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秩序“由变到治”、解答“世界向何处去”所贡献的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13] 为世界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要实现“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的价值取向，

世界各国首先要秉持四大理念，即“真”“诚”“惠”“容”的伙伴关系，拉近人民的距离、推进

文明的互鉴，弘扬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其次，要推动建造四座桥梁，即“和平”“增长”“改革”“文

明”的合作之桥，共同应对机遇和挑战，构建全球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助力世界发展。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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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人类发展大潮流，加强发展合作，“把握

和塑造人类共同未来”，[2](P424) 实现人类发展进步。

第一，秉持“真”“诚”“惠”“容”理念。在世界经历多重危机的历史方位下，世界各国秉

持“真”“诚”“惠”“容”的理念是“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人类

发展潮流，拉近世界人民之间的距离，推动世界整体性发展的有效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

出，我们“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

融合”，[1](P61)“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 

利益”。[1](P61) 当全世界人民同处于发展、行动、利益共同体之中，各国最根本的是要秉持

“真”“诚”“惠”“容”的合作理念，而这也与“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2](P12)

的行动目标相吻合。

“真”不是单一的口头式承诺或公众式宣扬，而是真正把伙伴关系作为本国与世界发展的重要

指针；“真”不是假借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行操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入侵之实，而是真正尊

重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平等对待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真”不是在全世界营造本国的“后花

园”，谋求“势力范围”，而是真正把共同参与、共同发展作为世界人民的共同目标，实现合作共

赢。习近平指出，面对全球性的问题，世界各国“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2](P461)

以真实的态度缔造全人类的美好未来。这个“真”表达了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真实交流态度，即各国

要秉持“真实”的理念同其他各国建设伙伴关系。

“诚”是指世界各民族之间要真诚相待，真正把各民族利益作为各项事业的重要指针。各民族

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各民族的发展同属于世界整体性发展的一部分，世界各国在开展政治、经济、

文化的行动中，要真正把其他民族的核心利益和关乎世界人民发展的重大问题置于关键位置，维护

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从人类发展史来看，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发展模式，发达国家更应

该担负起全球性责任，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尊重发展中国家自身选择的发展道路，促进世

界人民的发展繁荣。

“惠”是指发展成果由世界各国人民共享，从根本上而言，是要把本国的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利

益紧密连接在一起，真正把政治、经济、文化的成果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价值联系起来，从而在实

践中实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习近平指出：“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提高了国内各区域开放水平，

拓展了对外开放领域，推动了制度型开放，构建了广泛的朋友圈，探索了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路子，

实现了同共建国家互利共赢。”[2](P495) 这是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的现实表达，更是中国共产党秉

持“普惠包容”理念的全球性宣扬。

“容”是指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要以包容的姿态看待世界各民族的独特性，而不是以普惠

性价值理念消解其他民族的独特性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各国要坚持以增进全人类福祉为重点，

提升全人类发展的包容性、有效性，全人类的发展是整体性的发展，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掉队，游

离于世界整体之外。因此，世界各国要跨越鸿沟、消解偏见，以包容的姿态推动全世界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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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致力于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第二，建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桥梁。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1](P60) 世界各国要在“变”中探索发展之路，就必须弘扬伙伴精神、建

设全面性伙伴关系。具体而言，世界各国要携手建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

这是处于全球性发展的关键时期“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的必经之桥，也是深化世界各国的友

谊与合作之桥。

建造“和平”之桥，将世界各国的力量连接起来，为全人类的和平与稳定作出应有贡献。世界

各国必须强化和平共识，在区域性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解决方式上，通过对话交流消解冲突，弘扬和

平发展的价值理念，高举“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多边不要单边、要对话不要对抗”的大旗，共同致

力于全人类的和平发展。

建造“增长”之桥，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各国经济贸易的繁荣发展，以各国的经济

发展推动全世界经济的增长。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世界各国同处于利益共同体之

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实现离不开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共同建设。世界各国唯有把全人

类共同利益转化为现实的、具体的共同行动，世界各国方能实现自身的繁荣发展，使各国人民共同

享有增长成果。

建造“改革”之桥，推动全球性改革进程，深化经济改革、制度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等

重点领域，共同“推进创造性、引领性改革”。[2](P234) 世界发展离不开改革，世界各国深化改革，

不仅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更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改革经验，汇聚各领域的改革合力，在改革中

实现历史性变革与发展。全球性的改革发展是全人类共同参与的深刻变革，世界各国在深化改革过

程中，要充分尊重全人类最现实的利益，促进重点领域、重点环节改革，以自身改革带动全世界的

发展进步。

建造“文明”之桥，弘扬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推动文明互鉴，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共同促进人

类文明事业进步发展。各国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

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1](P63) 在文明互学互鉴、互帮互助、

彼此尊重的过程中，世界各国要努力满足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发展需求，形成共建人类文明繁荣的最

大公约数，进而为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第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站在人类文明进步

的一边”，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增进全世界人民福祉的实践样态，亦是造福各国人民的现实表

达。面对世界向何处去、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的“时代之 

问”，[14] 世界各国必须深化交流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风险与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有效途径，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

要举措。人类同处于文明共同体之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发展，是与其他文明共同发

展的过程性存在。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发展不是以所谓的先进文明替代落后的文明，更不是消解、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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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种文明，而是要求世界各国顺应文明发展潮流，坚持走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人类

文明发展道路，共建人类文明的“百花园”，推动文明与文明间的携手前进，共同为人类文明进步

贡献力量。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的应有之义，

必须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指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1](P62) 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倡议，

充分体现了其以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根本指向，以全球性眼光关注全人类的前途命运，以大历史观

审视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真正把全人类的进步作为一项重要事业落实于行动之中，展现了中国共产

党为人类谋进步、谋幸福的责任担当。各国同处于一个地球，在世界发展的格局中、在全球性的变

革中，必须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项重要事业，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在推

动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人类文明进步、为人类的共同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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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pretation of “Stand on the Side of Human Progress”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Xu Qinfa Chang Jie

Abstract: ªStand on the side of human progressº is the political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ªwhat is the future of human societyº. Under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interweaving 
of ªtwo overall situationsº, ªstand on the side of human progressº has a solid realistic foundation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times, and is open in the realistic practice of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ªStand on the side of human 
progressº means stand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on the side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on the side of the 
trend of progress, on the side of common development, and on the side of world morality, and it contains rich 
materialistic connotations. ■e historical regularity,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people, the integrity of value, the unity 
of goals and fairness and justice highlight the organic unity of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In the process 
of common ac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the mystery of ªstand on the side of 
human progressº will be solved: following the values of concern for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mankind, the trend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aking the promotion of human well-being as 
the practice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it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reality and in the future, so as to confirm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e will realize the realistic happiness of all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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