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刻把握坚持胸怀天下的科学内涵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内容提要

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崇高情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统筹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

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要拓展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

在世界舞台上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成就为世界发展

提供新机遇、为世界和平正义事业注入正能量。

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必须坚持好、运用好的立场观点方法。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拥有科

学理论思维，就拥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核心能力；拥有胸怀天下的情怀，就拥有

了服务人类、造福世界的广阔天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创造让世

界刮目相看的奇迹，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胸

怀天下，在世界大局和时代潮流中把握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

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崇高情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统筹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立场观点方法。

以世界眼光把握中国发展和人类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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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是崇尚“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

崇高事业的伟大政党。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

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

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宏阔的时空维度中

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的深刻命题，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同对外开放、贡献人类

相统一，与时代同步、与世界同行，紧紧抓住时代发展机遇，广泛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

明成果，在融入世界中发展自身，在与各国互利合作中贡献世界。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经过数代

人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

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拥抱世界、学习世界、

贡献世界。新时代，我们党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维护世界

和平安宁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造福中国

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

的探索历程和辉煌成就，彰显了我们党始终把自身发展寓于世界发展潮流之中、以自身

发展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世界眼光和天下情怀。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愿

同各国政党交流互鉴现代化建设经验，共同丰富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更好为本国人民和

世界各国人民谋幸福。”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要拓

展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

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在世界的宽广舞台上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的发展空间，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世界和平正义事

业注入正能量，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

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有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

顺势而为、主动作为，才能更好前进。我们党善于洞察并科学把握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

推动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把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势和

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强烈愿望，最终带领人民赢得抗战伟大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和巩固，

也是顺应当时社会主义发展壮大的时代潮流的产物。在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科学判

断基础上，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当今世界正处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的重要论断，指引我

国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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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

的十字路口。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从历史风浪中准确认识历史

发展规律，从各种乱象中科学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不为一时一事所惑，不为风险挑战所

惧，坚定不移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人类进步事业而不懈奋斗。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虽然当今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但从世界经济和

科技发展的内在趋势、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演进走势以及世界各国人心所向的时代大

势来看，世界发展的大主题没有变，依然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世界发展的大潮

流没有变，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将继续深入发展。只要我们既善

于从历史长周期比较分析中进行思考，又善于从细微处洞察事物的变化，科学分析把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带来的机遇和

挑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就能抓住并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就能引领和推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朝着正确方向演进。

坚持命运与共、共同发展



在今天这个互联互通的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在全球网络中生存、

在全球舞台上发展，相互依存、相互联动，共存一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各国

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企图

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小船经不起风浪，巨舰才能顶住惊涛骇浪。面对共同

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习

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着眼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提出并不断丰富发

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了人类的前途命运所在。中国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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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走深走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从‘本国优先’的角度

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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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共同发展，才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迈出坚实步伐。要实

现共同发展，历史、文化、制度各异的各国，应该彼此平等相待、互尊互鉴，互通有无、

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为各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提供重要机制和平台。中国提出并积极推进共

建“一带一路”，努力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

之路、文明之路，有力促进共建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出并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

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

安全格局，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举办进博会、消博会、服贸会，

与世界共享中国机遇。一系列倡议和行动，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为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注入动力和活力，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天下情怀的生动实践。

凝聚共建美好世界的共识和力量



当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并愈发严

峻。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需要全人类的共同行动。价值引领行动，共识推动合作。

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

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

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

的实践中去。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共建美好世界的共识和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共同建设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世界上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 多个民

族和多种宗教，多样性和差异性始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源泉。要弘扬立己达人精神，

尊重和支持各国人民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让各具特色

的现代化事业共同汇聚成推动世界繁荣进步的时代洪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

的合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为破解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与各

国共同绘就现代化新图景。

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大视野、大格局、大担当、大作为，开辟出无

比广阔的发展天地。秉承“天下一家”理念和世界大同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将继续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携手各国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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