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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国际多边会议上都提到，要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完善全球治理。那么，为什么要在多边主义的前面加上“真正的”三个字的定语并

予以突出强调呢？针对当下复杂的世情，警惕“伪多边主义”的危害，推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人类的共同进步，亟须重申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重

要性。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要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观察时代、解读

时代、引领时代；要揭开重重迷雾披露问题本质，为多边主义的真实内涵正本清

源；要以乘风破浪之气砥砺前行，用实际行动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

的时代之问。 

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彰显人类历史和国际

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逻辑。人类历史遵循客观规律，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 任琳，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

球治理室主任。 
*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2-01/11/nw.D110000gmrb_20220111_1-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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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亦然。虽然历史前行的步伐常有迂回曲折，但任何一个历史节点都是暂

时的，历史前行的脚步不会停滞。二战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

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以及贯穿其中的多边主义精神，象征着国际

关系民主化大踏步向前迈进，标志着人类历史的重大进步。进入新时代，国际力

量对比发生了以“东升西降”为显著特征的深刻调整。为了护持霸权和既得利益，

某些西方大国渐渐背离多边主义的真正内涵，诉诸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

义、强权政治，致使多边主义精神遭遇逆流。越是在历史车轮的泥泞处和错综复

杂的问题面前，越要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

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而

不是与时代大势背道而驰。 

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相信世界各国人

民才是多边主义真伪的阅卷人。任何不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福祉出发的欺骗行为，

不管如何粉饰包装，其内核都不是多边主义的。当下，国际社会存在一些极具隐

蔽性欺骗性的舆论和行径，某些西方大国用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标

签，或是采取“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掩饰其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的

虚伪行径。声称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却回避了“谁的规则”“由谁来制

定规则”等本质问题，将“本应各国共同达成的规则和共识”扭曲为“某些国家或国

家群体的规则”。“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把普遍的多边主义歪解为“满足某些国家或

国家群体逐利需求”的多边主义。这些“伪多边主义”的共同特征是，把多边主义

挂在嘴上，却缺席于行动中。有利可图，则寻求多边主义；无利可图，则避而远

之。真正的多边主义不是挑肥拣瘦，而是一以贯之；不是封闭排他，而是开放包

容；不是霸凌霸道，而是公平正义；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聚焦行动。各类“伪多

边主义”始终蒙蔽不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眼睛，逃避不了被国际社会揭露与唾弃的

命运。 

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一个国家有没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关键看它做了什么，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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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什么。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内化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之精神气质，外化为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减贫、反恐、网

络安全和维护地区安全等全球治理的具体行动。与某些西方大国打着多边主义旗

号，行单边主义之实的虚伪行径不同，中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开放、包容、普惠、

平衡、共赢的多边主义的真正内涵。例如，中国积极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

合作，累计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 20 亿剂新冠疫苗；中国主动承担国

际责任，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

中和；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关税总水平由 15.3%降至 7.4%，低于 9.8%的入

世承诺。大道至简，实干为要。面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世界，各类新旧问题不

断涌现，中国将一如既往地践信守诺，与时俱进，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 

面对外部世界的嘈杂，我们要站在世界人民的立场上，坚持联系发展、客观

真实、守正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定不移地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塑

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深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用实际行动回答“世

界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的时代之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