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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琼

　　

　　2024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外交场合强调“同

球共济”，彰显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

心。目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

学体系、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

为实践成果，为维护世界和平提供有力保障、为促进全

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起强大

合力。一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又取得令世人瞩目

的新突破，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热烈响应。

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共襄盛举

　　2024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丰富和发

展，实践行动也在稳步推进。放眼全球，越来越多的国

家加入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列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已成为各方共襄盛举的宏伟事业。

　　2024年5月，中国与塞尔维亚两国元首宣布构建新

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塞尔维亚成为首个同中国共同

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7月，在上海合作组织阿

斯塔纳峰会上，上合成员国重申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

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9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非关系整体定位

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11月，中国与巴

西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巴关系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

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这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在双边范畴的新拓展。

　　此外，中国同中亚、中国同东盟、中国同澜湄流域

各国、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

区域性命运共同体建设相继展开，不断拓展和合共生

的文明新境界。可以说，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

从卫生健康到网络、海洋，中国已经同数十个国家和地

区在多个领域构建了不同形式的命运共同体。

　　2024年恰逢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提出10周年。秘鲁

国会主席爱德华多·萨卢安纳说，拉美多国将中国视为

重要战略伙伴，目前拉美国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及构建拉中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度越来越高，

愿推动双方将各自优势转化为互利合作成果。

　　埃及前总理沙拉夫说：“我认为，在当前的国际秩

序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恰逢其时。随着越来越

多国家的加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为公正平衡的

世界秩序筑就根基。”

相继写入多个决议及多边文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对建设一个公平世界

的不懈追求。近年来，及至2024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多次被写入联大决议和多边文件，推动各国构建平等

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回顾过往，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

十五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

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写入联合

国决议。同年3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分别载入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人权理事会决议，11月又写入联

合国大会两份安全决议。迄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已连续7年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

　　2024年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相继写入联合

国社会发展委员会、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的决议。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多次被写入上合

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决议或宣言。

　　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双多边场合纷纷公开赞赏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非洲国家踊跃投票支持将这一

理念写入联大决议及多边文件。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盛

赞，命运共同体是具有前瞻性的愿景，中非命运共同体

基于平等、面向人民、最可信赖、堪称典范。

　　联合国副秘书长、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表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联合国的共同安全的和平

理念高度契合，给充满不确定的世界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中国方案，符合各国共同利益。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崇高目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

进的历史关头，为人类向何处去指出了正确方向。目

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引领当今时代前进的

光辉旗帜，也已确定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崇高目标。

　　纵观2024年，中方在这一目标下，积极为恢复世界和

平奔走，为挽救人类生命努力：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

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年内派特使开

展三轮穿梭斡旋，同巴西联合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

危机的“六点共识”，会同全球南方国家发起“和平之友”

小组，为寻求和平之路汇聚共识；一年来，中方推动安理

会通过首份加沙停火决议，促成巴勒斯坦各派别举行和

解对话并签署《北京宣言》，向加沙提供多批人道主义援

助，未来将继续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

不懈努力；此外，中方还斡旋缅北和平，推动冲突各方开

展多轮和谈，支持阿富汗包容建政、和平重建，持之以恒

致力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

　　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展与支持基金会

董事会主席安德烈·贝斯特里茨基评价说：“中国在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不懈努力，成为维护世界

和平稳定的进步力量。”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金平表

示，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

角色，积极倡导世界多极化，并维护发展中国家的

权益。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

应了世界进步潮流，回应了国际社会的迫切需要，为完

善全球治理指明正确方向。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

年，人类历史进程又来到一个关键节点。展望未来，中

国将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携手努力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及人类文明

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回答了“建设一个什

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之问，推动

国与国关系从和平共处向命运与共的历史跨越，为

世界展现了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2024

年一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突破，推动命

运与共、同球共济的历史潮流。

2024年，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突破

□ 本报记者 赵阳

　　

　　当地时间12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人工智能

举行高级别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呼

吁设立国际科学委员会及全球对话机制，以推进人

工智能治理框架，确保技术惠及所有人而非加剧不

平等。他同时敦促各国采取行动，尽快建立人工智能

治理机制，防止技术竞争破坏国际和平，并通过合作

共同打造安全、包容的人工智能未来。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不断突破，新应用加快拓

展，给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同时，人工

智能技术伴生诸多风险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远未

真正从中受益，智能鸿沟和数字鸿沟叠加，进一步加

剧各国间发展不平衡。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加强人工

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包容普惠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不是少数人的蛋糕。”中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议上表示，“全球治理也不应由

部分国家说了算，中方坚决反对把少数国家制定的

规则强加于人，搞针对特定国家的小圈子，坚决反对

以意识形态划线，建立歧视性壁垒，损害各国，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平等利用新兴技术的权利。脱钩断链、

小院高墙，只会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破坏国际经济秩

序、扰乱全球产业链稳定。”

　　傅聪同时强调，只有东西互建共治普惠寻求公

约数，扩大国际合作才是正解正道。在南北科技数字

和人工智能鸿沟扩大的背景下，必须秉持合作精神

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落实好全球数字

契约，让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

　　今年8月，国际劳工组织发布《注意人工智能鸿

沟：塑造关于未来工作的全球视野》报告指出，随着

全球经济加速向人工智能驱动转型，欠发达国家面

临被更远落下的局面，加剧与发达国家间经济和社

会发展鸿沟。人工智能技术的不平衡应用正成为远

超经济增速本身的关键性问题。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与治理。

　　就在此次高级别会议召开前几天的12月3日，中

国和赞比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共同举办人工智能能

力建设国际合作之友小组（以下简称“之友小组”）首

次会议，宣布之友小组正式成立，埃及、巴基斯坦、巴

西、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美国、法国、英

国等80个国家派员参会。这是推进落实人工智能能

力建设联大决议的后续行动，充分彰显中国政府推

动人工智能包容普惠发展的决心。

　　赞比亚财政部常秘卡玛在会议上强调，国际社会应

共同努力，弥合智能鸿沟，支持联合国在全球人工智能

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他指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不仅

涉及技术层面，更关乎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因此，积

极推动国际合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能力提升，是实

现人工智能公平利用不可或缺的一步。

　　之友小组的创建将为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注入

新的动力。在未来的工作中，各国可以通过该平台加

强技术交流和资源共享，从而推动普惠性的人工智能

解决方案落地。这意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将有机会

在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中跃升，缩小与发达国家之

间的差距，并共同迎接数字化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之友小组的成立说明中国不仅是推动人工智能

包容普惠发展的倡议者，更是行动派。

　　2023年10月18日，中国政府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

理倡议》，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

述了人工智能治理中国方案。《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

议》既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机遇与风险快速涌

现的关键时期贡献的中国智慧，同样也是在人工智能

治理的规则建构被西方国家垄断的背景下代表广大发

展中国家发出的呼吁，将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落实起到积极作用。

　　今年以来，中方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

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举办2024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和

首届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积极推动将人工智

能能力建设置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宏观政策框架的

突出位置，以实际行动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人工智

能能力建设，从人工智能发展中真正受益。

　　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周期间，中国

和赞比亚共同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高级

别会议”，中方在会上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

划》。普惠计划提出“五大愿景”，包括促进人工智能和

数字基础设施联通、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加强人工智能素养和人才培养、提升人工智能数据安

全和多样性、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并围绕全

球南方普遍期待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

模型研发和赋能合作、共同促进全球数据公平普惠利

用和人工智能安全等提出“十项行动”。中方倡议成立

之友小组，正是为了推进普惠计划的落实。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迭代，为各国的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广阔机遇。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

理和合作，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避免其

成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这是中国政府的坚定立

场，更是全球南方的共同愿景。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所

说，中方欢迎各国积极加入并参与之友小组相关活

动，共同落实好联大有关决议和《人工智能能力建设

普惠计划》，弥合智能鸿沟，让世界共享人工智能发

展红利，共创更加智能、更加美好的未来。

让世界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环球时评

□ 本报驻斯里兰卡记者 韩  博

□ 人民海军报记者     邬兴羽 刘少伟

　　

　　12月21日至28日，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

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抵达斯里兰卡科

伦坡港，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向斯里兰卡民

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其间，中斯双方还通过丰富的

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了友谊。

　　和平方舟不仅是救死扶伤的生命之舟，还是促

进理解互信的友谊之舟，更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希望之舟。

生命之舟

　　本次访问是“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继2017年执行

“和谐使命”任务到访科伦坡后，时隔7年再次访问斯

里兰卡。

　　抵港当天，斯里兰卡军方在码头举行了隆重的

欢迎仪式。斯方代表、中国驻斯使馆工作人员、华人

华侨和中资机构员工代表等在码头迎接。

　　访问期间，“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利用主平台开展

医疗服务，并开展了多样化的军事医学交流。此外，任

务官兵还与斯海军官兵开展了多项文化联谊活动。

　　斯里兰卡交通和港口部部长拉特纳亚克提到：

“十分感谢中国政府派遣专业的医院船向斯里兰卡

人民提供专业的医疗援助。”

　　《斯里兰卡卫报》《每日镜报》及“HIRU新闻”等多

家当地媒体在报道中称：“这艘船向斯里兰卡人民提供

了先进的医疗设施，还提供了系统全面的医疗服务支

持，像CT扫描、MRI扫描等检查项目，都是免费的。中国

医院船的综合管理水平和诊疗效率很高，尽管就诊人

数很多，但基本没有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

　　24日清晨，《法治日报》记者在码头看到，来自斯

里兰卡各地的患者200余人已经开始准备登船就医。

患者马赫什对记者说：“我曾在2011年去过中国，中国

朋友对我特别热情友好，我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情

感，我信任中国、热爱中国。”

　　斯里兰卡记者坎查纳说：“第一次在医院船上看

到中医针灸治疗项目，让我对博大的中国医学有了

更直观的了解。中医是中国哲学在医学上的体现，反

映了中国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

会了解中国、学习中国文化。”

友谊之舟

　　医院船诊疗期间，和平方舟上的海军官兵与斯

里兰卡海军官兵开展了别开生面的文体交流活动。

　　“滴！”一声哨响还未落音，两艘竞渡的龙舟如离

弦之箭冲出起点——— 桨拍湖水，溅起的浪花打湿衣

衫；槌击鼓面，应和的号子铿锵有力……一场龙舟

赛，让位于科伦坡市郊的迪亚万纳湖变得热闹非凡。

　　12月24日，中斯两国海军官兵在这里举行了龙舟

友谊赛。

　　赛艇运动在斯里兰卡有着150多年的历史。走进迪

亚万纳湖湖畔的赛艇中心，旗杆悬挂的中斯两国国旗迎

风飘扬，门口的船艇存放架上，不同类型的赛艇琳琅满

目，一艘印着中斯两国国旗的赛艇尤为引人注目。

　　“这艘赛艇名为‘中斯友谊号’，是2022年中斯首次举

办‘共济杯’端午节龙舟赛时，中方赠送给我们的珍贵礼

物。”斯里兰卡海军联络官迪鲁卡向记者介绍，在种类繁

多的赛艇运动中，由于可参与人数多、富有文化特色等

特点，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喜欢参加和观看赛龙舟。

　　经过短暂的适应性训练，两支由中斯海军混编

而成的龙舟队伍随着一声哨响，奋勇向前。

　　湖面竞渡正酣，岸边加油热烈。当两艘龙舟先后抵

达终点时，中斯海军啦啦队纷纷热情地为龙舟队员喝

彩，同舟奋楫的中斯队员为比赛时的默契配合击掌握

手，掌声和欢呼声让迪亚万纳湖畔洋溢着欢乐的氛围。

　　比赛结束，任务官兵与斯海军官兵三三两两聚

在一起，在湖畔愉快交流，从刚刚比赛时的配合表

现，到龙舟的发展起源，从“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开展

的医疗服务，到中斯两国的务实合作，双方敞开心扉

的畅谈拉近了情感，欢快的笑声在赛艇中心飘荡。

希望之舟

　　12月24日上午，斯里兰卡总理阿马拉苏里亚在中

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戚振宏、“和谐使命—2024”任务指

挥员应洪波少将、何永明少将陪同下参观了“和平方

舟”号医院船。

　　阿马拉苏里亚饶有兴致地听取“和平方舟”开展

医疗服务的介绍，参观了各科室和中方自主研发的

各种医疗设备，观摩中医诊疗，为白内障术后患者揭

去纱布，并不时与前来就医的斯里兰卡民众亲切

交谈。

　　阿马拉苏里亚表示，“和平方舟”到世界各地

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

风范。医院船所有医护人员凭借精湛的医术、良好

的服务态度和一颗颗真诚的爱心，诠释了“医者仁

心”的崇高精神，展现出良好的职业风貌。斯方诚

挚感谢“和平方舟”来斯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服务，

愿同中方一道继续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更多地造福

两国人民。

　　斯方工作人员那亚克勒对记者提到，和平方舟

是书写生命、友谊华章的和平使者，让海上丝绸之路

闪耀着生命、友谊、希望之光，希望斯中友谊长青，希

望中国朋友多来斯里兰卡做客！

　　戚振宏曾多次表示，中国始终致力于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坚信斯里兰

卡人民在迪萨纳亚克总统的带领下，一定能够战胜

各种风险挑战，实现繁荣富强。中斯真诚互助、世代

友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必定在高水平、高起点上取

得更大发展。

“和平方舟”号时隔七年再访斯里兰卡

　　图为11月15日，第10万列中欧班列——— X8083次中欧班列（重庆—杜伊斯堡）在重庆团结村站准备发车。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图为在肯尼亚蒙内铁路蒙巴萨西站，中方工作人

员协助旅客使用自动闸机检票。 新华社发  

　　图为2月14日，游客在昆明南站乘坐中老铁路国际

旅客列车准备前往老挝旅游。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图为一名摄影师在瑞士日内瓦拍摄人形人工智

能机器人“Ameca”。 CFP供图  

　　　　图图为为当当地地时时间间1122月月2211日日，，中中国国海海军军““和和平平方方

舟舟””号号医医院院船船缓缓缓缓驶驶入入斯斯里里兰兰卡卡科科伦伦坡坡港港。。

  本本报报驻驻斯斯里里兰兰卡卡记记者者  韩韩博博  摄摄        

　　　　图图为为当当地地时时间间1122月月2244日日，，斯斯里里兰兰卡卡总总理理阿阿马马

拉拉苏苏里里亚亚在在中中国国驻驻斯斯里里兰兰卡卡大大使使戚戚振振宏宏、、““和和谐谐使使

命命--22002244””任任务务指指挥挥员员应应洪洪波波少少将将、、何何永永明明少少将将陪陪

同同下下参参观观““和和平平方方舟舟””号号医医院院船船。。

““和和谐谐使使命命——22002244””任任务务摄摄像像员员  刘刘志志磊磊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