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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孙 景 宇

　 　 摘　 要：在世界历史进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为马克思

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创新发展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在 ２０ 世纪，中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新局面的认识

形成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对二战后世界格局演变的认识形成了“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

分”的思想，对冷战后世界发展潮流的认识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

想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使社会主义在适应 ２０ 世纪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 进入 ２１ 世纪，中国

共产党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认识形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引领

２１ 世纪世界交往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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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不仅为认识

世界历史的形成、特征、本质和发展趋势提供了理论

武器，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

动力和机制，从而把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同无产阶

级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为人们能动地选择历史

发展道路提供了科学指引。 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多

年来，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同中

国实际和新的时代特点结合起来，先后提出了“中
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间地带”和“三个

世界划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思想。 一方面，为正确

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

遇提供了理论指导，推动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

革，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另一方

面，在不断深化认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

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的

过程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创新发

展，为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做出了原创性、
时代性贡献。 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

世界历史思想的践行和创新发展，有助于从一以贯

之的视角理解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关联，明确中

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意义，
为推动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朝着更

加美好的方向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
基本观点和发展脉络

　 　 如果说寻求人类解放的道路是马克思一生的奋

斗目标，那么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则贯穿了马克思学

术生涯的始终。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共产党宣

言》等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集中阐

释了世界历史的形成逻辑、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动
力机制和发展趋势。 在《资本论》这部马克思倾注了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８－２２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研究”

（２０ＪＤ７１００２５）。
　 　 作者简介：孙景宇，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１



大量时间和心血创作的鸿篇巨著及其手稿中，马克

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剖析，揭示了资本主

义的起源、发展及其运动规律，说明了资本主义必然

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趋势。 在《人类学笔记》和

《历史学笔记》等晚年手稿中，马克思将视野从西欧

社会转向东方社会，对俄国、印度和中国都做了研

究，并进一步扩展到美国乃至世界通史，更为全面地

考察了人类社会的继承性和多样性。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生产

力的普遍发展和人们的普遍交往突破了国家和民族

界限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

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

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
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１］５４０－５４１这里有两

个问题值得做进一步阐释。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是决定世界历史形成和人

类社会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交往形式要与生产力

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 生产力普遍发展的水平决

定了人们普遍交往的程度，而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
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又决定了不同民族和

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历史上，只有当资本主义

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从而将原来孤立的

各个民族和国家逐渐联结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人类

历史才成为世界历史。 但是，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

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代表着最积极、最进步的力

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最终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的变革，从而使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所

以，虽然世界历史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

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但世界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却不

属于资本主义。
第二，随着不同国家和民族因世界交往而形成

普遍联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

就不一定表现为孤立的一个国家或民族内部的直接

对应，而是可能通过交往这一能动选择的形式，使一

个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与另一个国

家和民族的生产关系（或生产力）对应起来。 这样

对处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或不同生产关系发展程

度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它们之间的差距就不再是不

同时代之间的差距，因世界交往而形成的互相依赖

赋予先进的一方和落后的一方以同一时代性，所以，
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历史

特点，还要受到世界发展潮流的影响和制约。
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的早期和中期都非常关注

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前景在

于交往的扩大使共产主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

在，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

子” 同 时 发 生 的 行 动， 在 经 验 上 才 是 可 能

的［１］５３８－５３９。 １８７４ 年至 １８７５ 年初，马克思在阅读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所作的批判

性摘要中还强调：“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

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

前提。 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

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
社会革命才有可能。” ［２］４０４但在此之后，随着马克

思对巴黎公社起义、１８７３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思考日

益深入，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逐渐从抽象走向具体，
并对世界交往的能动性和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指
出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虽然资本主义对世界

市场的开拓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

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也正因为世界交往，使
东方的落后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同一时代性，
因而存在着东方的落后国家“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

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

果” ［２］５７１。 马克思认为发生社会革命的具体条件，
一是资本主义在自己的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

克服，二是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

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

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 “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

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 ［３］

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进一步分析了资

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之后世界历史进程的

新变化，指出随着资本已经成为国际的和垄断的资

本，世界已经被少数几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瓜分

完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将进一步扩大和

激化。 相应地，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的条件也

日益成熟，因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

段。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比，列宁不仅看到了资本

主义对世界市场的开拓所带来的宗主国和殖民地之

间的矛盾，还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围绕着争夺

资源、市场和殖民地所展开的斗争，从而深刻地指

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

平衡性决定了社会主义不可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

得胜利，而将“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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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内获得胜利” ［４］５５４。 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理

论的划时代贡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的创新发展。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列宁建立了世

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之后，资本主义一统

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世界历史进入从资本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列宁在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提到了

一个观点，即能够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并不限于资

本主义国家，因为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会带动其

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开展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

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 并且，
在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

路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走法或表现出多样性，“每
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４］７７７。 但是对经济文

化落后的国家来说，在世界历史进入从资本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之后，究竟应当如何践行马克

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基本原则，同时把这种“多
样性”有效地体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细

节当中，从而使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共存和斗争

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列宁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对

这个问题做更为充分的讨论，列宁之后的苏联共产

党反而把世界革命规范为一条道路和一个中心，这
最终导致了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受严重

挫折，其中的深刻教训值得反思和检讨。

二、中国共产党在 ２０ 世纪的
三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时代、解读时代、
引领时代，深刻分析和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
探索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道路，在 ２０ 世纪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

时期都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

史思想的创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对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新局面的认识形成了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

俄国十月革命是“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

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

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

替的开始” ［５］ 。 斯大林认为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就在于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使殖民地半殖民地

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汇集到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

流中［６］ 。 那么，这股反帝国主义巨流的特征和性质

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力量怎样在这股巨流中发展壮

大？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形势和

世界历史走向的科学分析，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

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系统回答了社会主义与

世界革命的关系、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革命

的世界意义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明确了中国

革命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在

世界东方的伟大时代，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一

思想的内涵。
第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世界历史新时代，最主

要的变化是改变了世界革命的性质，也改变了殖民

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从而使无产阶

级世界革命有了同盟军。 一方面，帝国主义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

过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愿意

“为了辅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

争” ［７］６６７。 因此，十月革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一
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一面旗帜。 在此之

后，世界革命的性质不再是旧的资本主义的世界革

命，而是新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 在十月革命之

后，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

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

级、党派或个人，只要反对帝国主义，都是无产阶级

世界革命的同盟军［７］６７１。
第二，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世界历史产生的影响，

包括会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的变化，但
是这种变化是通过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

性而起的［８］３０３。 之所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

一部分”，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近代中国在许多方

面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像封建主义

的压迫、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先进分子为实现国家复

兴而对革命真理的追求等。 因而，十月革命的胜利

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
“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 ［９］１４７１。 二是中国革命所处

的国际环境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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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环境，这决

定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
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

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

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

是没有的” ［７］６８１。 三是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这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由于资产阶级不能完全断绝与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经济联系，从而进行彻底的

反帝反封建斗争，所以，中国革命只有在深受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无产阶级领导

下才能取得成功。 四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革

命，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的。 这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应当分为

两步：第一步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独立

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完成社会主义革

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２．对二战后世界格局演变的认识形成了“中间

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大大拓宽了由十月革命

开辟的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的

道路。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的意义估计不

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９］１３５７－１３５８关于“中间地

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世界格局的演变、国
际秩序建构、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的认识和概括，对社会主义中国确立与世界交往的

理念、原则、定位、战略乃至话语体系都产生了深刻

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的力量被削弱，

社会主义的力量得到加强。 针对当时世界局势的特

征，英国的丘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说，苏联的日丹

诺夫提出了“两个阵营”概念［１０］ 。 与之相比，毛泽

东敏锐地观察到，在苏联和美国之外，还存在着影响

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这股力量来自美国和苏联的

“中间地带”，包括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

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９］１１９３。 这是对战后世

界格局的新界说，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

主义找到了最主要的国际力量。 到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出现“控制与反

控制的斗争”，“在东欧各国则发生了反对苏联控制

的问题” ［１１］３４４。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进一步丰富

了其“中间地带”思想，把中间地带国家根据性质的

不同分为两部分：第一个中间地带是指亚洲、非洲和

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第二个中间地带

包括欧洲国家、北美加拿大、大洋洲国家、日本等帝

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１１］３４４－３４５。 这

就为中国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方面

能够团结和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

地带国家，从而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奠定了认

识基础，也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和革命运动［１２］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苏争霸加剧了世界上各种

力量的分化和改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

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第一世界是美国和苏

联，它们两个超级大国都妄图称霸世界，用不同的方

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

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
第三世界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

国家，它们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

削，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是
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

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第二世

界是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
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还保持着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各

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关系，但同时所有这些发

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

控制、威胁或欺负，因而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

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

要求。 它们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干涉、威胁、剥削

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也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

重要的影响①。
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划分”，表明中国共

产党看待世界历史的视角已经不再局限于“两个阵

营”格局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对

立，而是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基本理念

和核心主题，在此基础上重构理解世界格局的分析

框架，重新认识不同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

和作用。 其内在的深刻含义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真正力量来自广大

发展中国家和人民。 这是从“中间地带”思想到“三
个世界划分”思想都一以贯之的一个基本观点。 在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通过苏联霸权和支配地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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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等级秩序，其实质在于

把世界革命规范为一条道路和一个中心，这不利于

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广大发展中国

家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 “三个世界划分”思

想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当独立自主，“根据各国的具

体条件，区别不同情况，确定各国自己的自力更生的

途径” ［１３］ 。 相应地，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
是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

和人民的独立和解放，强调中国反对殖民主义、帝国

主义、霸权主义，永远不称霸，也确立了中国与世界

交往的基本遵循，重新塑造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

形象。
第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的时代，两种制度之间

的关系除斗争之外，也可以做到和平共处，这有利于

为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

国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就提出，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

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
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的基础上；并在 １９５６ 年苏共二十大后推动以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重新规范苏联与社会主义阵

营国家间的关系。 “三个世界划分”思想，为把中国

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为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和国际法基本准则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国推

动构建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奠定了话语体系

基础。
３．对冷战结束后世界发展潮流的认识形成了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思想

“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

会之后形成的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起主导性、根本

性和战略性的主要问题和任务的基本共识和思想范

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进入多极化格局之后

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潮流的审视和思考，为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而开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竞

争的新局面奠定了认识基础。
“和平与发展”最初是邓小平作为“当代世界的

两大问题”提出来的。 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

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
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和平问题是东西问

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

问题。” ［１４］１０５对此，邓小平认为原因有两点：一是在

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

由于核武器的存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

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 ［１４］５６，因而不但美国和苏联

这两个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超级大国不敢打，第二

世界的欧洲国家和日本，第三世界的国家也都反对

战争［１４］１２７。 二是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越发展

和平力量越大” ［１４］２３３，“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

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

战” ［１４］２５０。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以苏联

的失败而告终，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格局

开始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２０ 世纪以来一直处

于紧张和对峙态势的世界格局和大国关系趋向缓

和，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增长，各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

首要任务。 以信息科技、生命科技为主要标志的高

科技革命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经济全球化

提供了新的动力。 全球和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

程加快，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深。 在世界多极化和

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

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１５］ 。 这成为

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基本共识。 进

入 ２１ 世纪，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和
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

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１６］即使是在 ２００８
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习近平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仍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

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 ［１７］４５。
当然，“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并不意味

着这两大问题已经解决。 不仅原来被美苏对抗掩盖

下的一些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和领土争端可能会诱

发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而且恐怖主义、网络安全、
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

全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成为世界和平与

发展的主要障碍。 因此，“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

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１８］ 。 另外，虽然资本主义国家

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但它们不希望社会主义中

国发展壮大这一点是一致的。 因而在世界多极化和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世

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

用与西方大国必然是不同的，既需要“在竞争比较

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１９］ ，也需要

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不断为人类作

出更大贡献” ［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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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解和适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
过渡时代的世界交往

　 　 中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新局面的认

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演变的认识，对冷

战后世界发展潮流的认识，贯穿了一条共同的核心

主线，那就是理解和适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

渡时代的世界交往，赋予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

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用创新发展的马克思

主义世界历史思想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不
断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对力量，使
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和斗争中不断发展

壮大。
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从总体上落后

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是理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

主义过渡时代的世界交往的基础和前提。 社会主义

的建立需要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为其提供必要的物

质基础，而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又是建立在世界普

遍交往的基础上的，这意味着应当站在世界历史的

高度，通过考察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

响，来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苏联和中国

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首先建立。 从殖民主义时

代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打破了经济文

化落后的国家原来孤立封闭的自我发展状态，把它

们裹挟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 在与资本主义国家

的交往中，落后国家是以特殊的形式经历着资本主

义的时代，并且主要地不是获得“资本主义制度所

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２］５７５，而是“遭受资本主

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２］４６４。 当“一
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

毕” ［４］６５１ 之后，落后国家成为各种矛盾集中的地

区，不仅存在着本国内部的各种矛盾，而且世界体系

中的各种矛盾也渗透到落后国家内部，与其国内矛

盾交织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社会下层的广

大群众承受着全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苦难，具有摆

脱自身境况的强烈愿望，他们一旦觉醒，就会成为推

动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 落后国家中各种矛盾错综

复杂，也使得利用这些矛盾来为社会变革开辟道路

成为可能。 这一方面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

不平衡性，因而对处于其薄弱环节的国家来说，当帝

国主义的压迫使社会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而

上层也“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 ［４］４６０

的时候，就可能为社会革命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则

表现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在帝国主

义压迫下的落后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 毛

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时指出，之所以中国的红色政

权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长期存在，原因就

在于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
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这种情

况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

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

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８］４９。
在“资强社弱”的总体格局下，社会主义要在与

资本主义共存竞争的过程中生存发展，就必须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相应地，
反对共同敌人、追求共同利益就成为社会主义在世

界交往中发挥能动性作用的一个基本策略。 列宁把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
合起来” ［２０］ ，更改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

联合起来” ［２１］ ，就是因为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共同

敌人的问题上，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具有共

同利益。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

一部分”的思想，创造性地把列宁的这一主张运用

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中，指出在推翻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这个共同敌人问题

上，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

资产阶级有着共同利益，可以结成人民民主统一战

线。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共同敌人问题上，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具有共同利益，可以结成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反对德国、日本、意大利法西斯

主义这个共同敌人的问题上，可以利用它们与英美

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实现“中国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 ［８］２５３。 中

国革命胜利以后，反对共同敌人、追求共同利益这一

基本策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交往的理论和实践中

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关于“中间地带”和

“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所针对的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胜利之后，在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这个共同

敌人的问题上，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第二世界

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关于“和平与发展”成

为时代主题的思想所针对的是冷战结束之后，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共同

敌人，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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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都具有共同利益。
在“资强社弱”的总体格局下，社会主义要发展

壮大，归根结底还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 经济文化

落后的国家虽然在社会制度上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充

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不等于在经

济基础方面已经解决了社会生产力落后的问题。 对

此，列宁曾不无感慨地说：“每一个认真考虑过欧洲

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的人都不会不了解，在欧

洲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而在我国开始要容易得多，
但是要继续下去，却比在欧洲困难。” ［２２］ 为了使社

会制度能够最终巩固下来，还需要建立起能够充分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经济基础，从而找到能够

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实

现形式，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为社会主义提供

必要的物质基础，并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

程中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因此，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共存竞争的过程中必

须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且，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要重

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而是要利用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以更合理的方式取得资本主义已经

实现的积极成果，同时规避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消极

成果，创造出资本主义无法实现的更好成果。 这就

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考虑本国历史特点和世

界发展潮流，同时积极学习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

的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使之转变为推动

人类进步事业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

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在这方面，苏联既没有处理好

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交往，也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的交往。 苏联在政治上搞霸权主义，在
经济上构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其实质都是封闭

对抗，不利于社会主义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也
不利于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

国共产党则在深刻理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时代的本质和特点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

历史思想的创新发展，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

理念，提出并践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同

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 这一方面，为中国的改革开

放打开了局面，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从而在世

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辟出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的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苏东剧变”之后挽救和振兴

了社会主义事业；另一方面，也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

经济新秩序、确立与过渡时代相适应的世界交往的

基本准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辟了 ２１世纪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新境界

　 　 进入 ２１ 世纪，人类“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

明的历史时代” ［２３］６６，也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

义过渡的时代。 虽然“资强社弱”的总体格局没有

改变，但“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１７］４４４。
一方面，资本主义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性，不
但原来的和平赤字、发展鸿沟没有解决，还引发了恐

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一

系列新的全球性问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高歌猛

进在 ２００８ 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戛然而止，出现了大

规模的经济衰退，资本主义开始从攻势转向守势。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美国、日本、德国、英
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七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就下降到 ５０％以

下［２４］ 。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加速

了资本主义的衰落。 这说明，资本主义已经无法仅

凭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人类在 ２１ 世纪所面临的全球

性问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

式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已经实现了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

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迈进。 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与
世界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应当为解决人

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促进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

贡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立足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
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

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为解答时代

之问、引领时代之路提出的重要思想理念；是中国将

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从而为世界和平与发

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具体体现；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呼吁国际社会从伙伴

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

面做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
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一是坚持对话协商，建设

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就是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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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
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二是坚持共建共

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就是要坚持以对话解

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

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三是坚持合作

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就是要同舟共济，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

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四

是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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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是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就是要

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

生存的地球家园。 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在于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把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作为共同利益，真正

超越了国家利益、集团或联盟利益，从全人类的高度

来思考人类的前途命运和世界历史的走向，在最大

限度上为人类进步事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正如习近平所说，从“本国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

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有“激烈竞争”；从命运与共的

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合作机遇，只
有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
才能把握和塑造人类共同未来［２５］ 。 这就为 ２１ 世

纪的世界交往确立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彻
底摒弃了冲突对抗、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方式，树立了

合作共赢的新理念。
第二，适应和引导经济全球化，把 ２１ 世纪的世

界交往建立在包容性发展的基础上。 经济全球化是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形成的。
资本主义塑造了世界市场，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商品

和资本的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以及不同国家和民

族间的交往，但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

矛盾及由其决定的发展的不平衡性扩散到世界范

围，引发了冲突、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扩大等一系列

全球性问题。 习近平强调：“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

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

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

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

族。” ［２３］４７８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

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
人类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２３］５３８，各国

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

关。 经济全球化虽然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但是

不能再把经济全球化建立在封闭对抗、剥削掠夺的

基础上，而是要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在开放包

容、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开展世界交往。
第三，强调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把文明多样性

和世界各国差异转化为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人类文

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对于不同文明间的关

系，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占据主流的观点是“文明优

越论”“文明冲突论”。 与之不同的是，习近平强调

文明差异不应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成为人类

文明进步的动力。 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

色、地域之别。 不同文明之间要取长补短、共同进

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２３］５４４。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

变化，是 ２１ 世纪的重要时代特征，正在从根本上重

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处空间和格局［２６］ 。 １９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主要是在对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主导和控制下的世界格局进行批判性

研究的过程中探索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遍规律的。 ２０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确立了要把马克

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

则，使社会主义最终找到了适应“从资本主义向社

会主义过渡时代”的世界交往方式，改变了社会主

义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事业。
作为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最新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引领时代的高度对世界大变

局进行建构性阐释，以破解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

问题为切入点，以适应和引导经济全球化构筑 ２１ 世

纪世界交往的经济基础，以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发挥

交往的能动性作用，为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

办” ［１７］４６０的时代之问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 ２０ 世纪的适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

代”的世界交往方式，到 ２１ 世纪的引领“从资本主

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世界交往方式，“意味着

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

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 ［１７］８，也意味着 ２１ 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

把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内在地统一于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

８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期



的历史进程中［２３］６６；既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又放眼于不断焕发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从

而为世界大变局开新局，顺应了世界各国人民要求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心声，开辟了马克思主

义世界历史思想的新境界。

注释

①“三个世界划分”思想是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

的，邓小平在代表中国政府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

言中，对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毛泽东文集》第 ８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４４１—４４２ 页；《邓小

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３４６—３４９ 页。

参考文献

［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４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４５９．
［４］列宁选集：第 ２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５］列宁全集：第 ３６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２０８．
［６］斯大林选集：上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２６．
［７］毛泽东选集：第 ２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８］毛泽东选集：第 １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９］毛泽东选集：第 ４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０］陈少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Ｊ］ ．中共党

史研究，２０１３（１２）：８２－９０．
［１１］毛泽东文集：第 ８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２］姜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 Ｊ］ ．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１）：３５－５７．
［１３］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下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４：３５２．
［１４］邓小平文选：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５］江泽民文选：第 １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２１．
［１６］胡锦涛文选：第 ２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６４９．
［１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３ 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
［１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２７２．
［１９］江泽民文选：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９８．
［２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２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６６．
［２１］列宁选集：第 ４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３２６．
［２２］列宁选集：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４４０．
［２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２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ＥＯ ／ ｗ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２０２１ ／

Ａｐｒｉｌ．
［２５］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１－０７－０７（２）．
［２６］柴尚金．世界大变局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关系重构

［Ｊ］ ．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９（１０）：１４１－１５０．

Ｔｈｅ ＣＰＣ’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Ｉｄｅａｓ 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ｕｎ Ｊｉｎｇｙ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ｉｓｔ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ｓ， 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ａｎｄ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ｘ⁃
ｉｓｔ ｉｄｅａｓ 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ＣＰＣ’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ｆ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ｈａｖｅ ｅｎｄｏｗｅｄ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ｄ ｇｒ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ｔ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ｔｏ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ｅｄ ｕｐ ａ ｎｅｗ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ｚｏｎｅ； ｔｈｒｅ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
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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