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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当代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在

新型国际关系的论述中提出了合作共赢的理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社会共同体思想，

尽显中国特色，体现出了共产主义人类文明发展、零和博弈摒弃、中国文化体现、解决世界问题

的中国方案等价值理念，为世界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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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观

世界之风向，领时代之风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观点。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础上，通过一带

一路的伟大实践，中非合作伟大蓝图的描绘，出访各

国的伟大成果，阐述以合作共赢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的价值理念。合作共赢价值理念，是中国人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世界、推动世界发展的

结果，是反思人类历史发展经验和教训的结果，是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的结果。挖掘这一价值

理念，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

义，把握新型国际关系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合作共赢价值理念的哲学基础 

（一）合作共赢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零和博弈思维

扬弃的结果 

发达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受历史影响更多坚

持“零和博弈”的思想，按照匈牙利数学家冯·诺

伊曼的现代博弈理论，其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于

1944 年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所说，

封闭的世界财富、资源、机遇都是有限的、非此即

彼的，个别人、地区和国家财富的增加必然意味着

其他人、地区和国家财富的减少
[1]
。当今世界，除了

老牌的发达国家，还出现了类似金砖五国的新兴市

场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国家利益，

必然要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势必会对原有国际秩序

提出挑战。如果坚持原来的零和博弈思维，过分强

调对抗，必然带来双方的利益损失。 

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质变需要量变的积累，

这意味着任何事情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对于新兴

市场国家来说，改变不平等、不平衡的国际秩序不

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个过程。对发达国家来

说，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是不可遏制的趋势，维护

自身利益，完全依靠对抗、压制，带来的只能是更

大的反制，最终也会损害自身利益。在这个过程中，

双方都想维护自身利益，就需要照顾对方利益需求，

坚持合作共赢，才能避免两败俱伤。 

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告诉我们，事事有矛盾，

时时有矛盾。国际关系中，有矛盾是常态。各个国

家都想维护自身利益，这决定了国际关系对立的一

面，同时经济全球化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际

关系也有相互合作的一面。问题在于，处理国际关

系时，我们可以选择处理问题的观念和方式。人类

的发展历史已经告诉我们零和博弈的弊端，而合作共

赢的价值理念向人人们展示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道路是

曲折的，是螺旋式上升的路径。自从新航路开辟以

来，处理国际关系就成为各国必然面对的课题。二

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崩溃瓦解。

西方发达国家所坚持的零和博弈思路，正在为其他

国家追求民主、平等的努力所打破。历史和现实一

再向人们提示，零和博弈不符合人类发展趋势，否

定零和博弈，肯定合作共赢，正在成为追求国家利

益方式的观念革命。当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二）合作共赢是运用唯物主义观察当前国际关系

实际的结果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从实际出

发，同时又认为实际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发展变化

的。总结起来，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从发展的观点去

观察实际。国际关系，是国际格局的具体体现，是

国家实力对比的结果。同时，它也会随着国际形势

的变化发展会有所发展变化。自 2008年美国引爆的

金融危机以来，各个国家为了度过危机、复苏经济

采取了各种方法，以邻为壑解决思路时隐时现，但

现实又告诉人们，经济全球化已经将各国在经济上

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利益的整体性不断显现。以

其他国家为对手，只考虑自我国家利益，不考虑其

他国家利益，最终也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因此，在合

作中才能战胜危机，也只有共赢才能持续推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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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共赢价值理念的理论内涵 

（一）合作共赢是寻求互补性、兼顾双方利益的价值理念 

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各方的经

济发展需求，各不相同。尤其是 2008年以来的金融

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复苏乏力，它们也需要寻求新

的发展机会。他们的资本、技术比较雄厚，需要新

的投资方向，以拉动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逐步加大追赶步伐，而经济的

追赶需要发达国家资本与技术的支撑，理论上讲，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存在互补性。问题在

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

益，选择了消极性的保护措施，为国家之间的合作蒙

上了阴影。合作共赢就是基于双方的经济上互补性，

追求兼顾双方利益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共同发展。 

（二）合作共赢是平衡经济全球化和国家利益追求

的的价值理念 

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如同习近平总

书记 2017 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所做

主旨演讲《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所说：“世

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

了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

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

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

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在联系为一个

整体的世界时，任何国家之考虑自我利益，最终也会

损害自身利益
[2]
。现实是，民族国家仍是经济全球化

的主体，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是国家必然追求。这样就

容易形成一种矛盾，经济全球化冲击自身国家利益

时，如何处理。合作共赢所揭示的思路，那就是维护

自身利益不能以拒绝经济全球化为基础，而是转换思

路，通过寻求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实现利益上的共赢。 

（三）合作共赢是着眼于人类社会整体共同发展的

价值理念 

当代国际关系，维护自身利益依然是行为的准

则。这是现实，不容否认。基于这一现实，合作共

赢不排斥双方利益的获取，也没有排除国家之间的

竞争。这一价值理念，转变的是人们获取利益的方

式，那就是不再通过你死我活的竞争来进行，而是

通过有效的合作来达到目的。经济全球化让地球变

成了地球村，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星球，人类命运

越来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样不容否认。基于这

一现实，合作共赢强调更多地通过合作达到利益满

足，努力将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三、合作共赢价值理念的时代价值 

（一）合作共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展现 

中国文化自古就是充满人文色彩的“和”的文

化。天人合一、贵和尚中、人文主义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基本精神，这些精神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爱好和

平、宽容谦逊、勤于修身养性的精神品质。 

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提出了许多诸如“不争”

“以和为贵”等和谐共赢的理念。如孔子“和”的

思想，“以和为贵”； 老子在《道德经·第八章》：“上

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

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国家之间，爱好和

平，睦邻友好，这也是我国历来的外交准则。《道德

经·第八十章》：“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

无所陈之。”认为国家为了防御可以组建军队，但却

并不主张随意使用。不论战胜与否，都伤亡惨重死

伤无数，这是不人道的。体现了老子对生命价值的

珍视。这一点也体现在当今我国发展军事不是为了

战争而是为了和平的理念。《道德经·第六十一章》：

“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

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

小国不过欲入事人。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3］

在世界各国的交往中，大国想要取得小国的归附，而

小国希望得到大国的庇佑。若各方都能以谦让温和的

态度和手段对待彼此，就能达到“各得其所”的目标，

这与西方推崇的“零和博弈”理念截然相反。 

（二）合作共赢是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逻辑发展 

中国人爱好和平，也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

在新中国成立 70年的外交实践中积累中，以毛泽东、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传统文化的精

华,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形成

并发展了涵盖“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平发展”

“和而不同”“和谐世界”等一系列外交理念,最终

形成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又通过自身和平发展维

护世界和平的局面。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观时代发展，站在全

人类的高度,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新理

念, 他曾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

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

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

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

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

永恒主题。”
[4]
汲取历史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

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下转第 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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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模拟法庭教学中的必要性。

而模拟法庭的组织和开展，本身就含有诸多伦理因

素，案例中的伦理教育更是一种实践性的伦理教育，

因此，有必要充分发挥模拟法庭实习作为大学生伦理

教育重要阵地的作用。总之，案例库建设应以满足多

类型、多层次训练学生为目的而进行。 

综上所述，根据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和掌

握学习理论，我国现有的模拟法庭教育实践还存在

许多不足，无法充分发挥其功能，更影响了高校为

社会发展提供卓越法治人才的职能效果。应当把模

拟法庭教学改革路径的探索作为当前法律教育工作

者一项紧迫任务来积极倡导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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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共赢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中国答案 

全球化，尤其随着贸易与生产体系的全球化，

经济的全球化不可阻挡，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

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

程度日益加深。经济球化已经是人类社会确定不移

的一种趋势，顺应历史发展，主动作为，才能赢得

未来。面对经济全球化本身的问题以及“逆经济全

球化”思潮，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面临

的诸如全球气候变暖、能源、重大传染病等共同问

题，推动经济全球化，解决这些人类共同面临的问

题，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人类需要新的理念。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人类社会发展高度，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的穿透时代的敏锐目光，给出了合作共赢的答案。 

合作共赢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理念是习近平

总书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反思人类社会发展历史，

结合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实际所提出的。其本质

是民族、国家间平等对话、相互包容，达到世界人 

民的普遍社会交往，最终达到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

目的。合作共赢反对的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历来

倡导的以丛林法则为中心、零和博弈为特征的“西

方文明中心论”。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的扩张逻辑揭

示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情景，进而为人类提供了共

产主义文明发展理念：没有对抗、没有压迫、共同

发展，而习近平总书记纵观世界、依据历史发展提

出的合作共赢理念则是共产主义文明发展理念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的当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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