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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被认为旨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打造一个政治互

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中所蕴含的“联合”与“互助”思想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外援助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变

化，也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实践经验。与巴基斯坦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在斯里兰卡帮助建造港口等

“一带一路”项目，都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正致力于化解发达国家经济集团化压力，与沿线国家开展互联互

通，强化互利合作，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这正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联合”与“互助”思想的当代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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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响亮口号，强调

无产阶级要获得自身的彻底解放，单靠一个国家无

产阶级的团结是不行的，需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

起来，在争取本国革命胜利的同时，联合起来、互

相支持，捍卫共同利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

无产阶级政权，成为马克思主义联合思想的源起。
此后，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

展，马克思主义联合思想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形

态呈现。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的

倡议，着眼于亚非欧发展中国家薄弱的基础设施、
短缺的资金支持、欠佳的营商环境，意在通过推动

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

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

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共同打造

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增

进沿线各国人民的福祉。这是马克思主义联合思想

在当代的运用和发展，强调的是亚非欧国家，特别

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联合与合作。在西方发达国家

制定经济规则、主导国际经济秩序建构之时，发展

中国家联合自强、团结互助，以“一带一路”为载

体，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实现沿线各国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相通，以更加有利的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新一轮

国际经济秩序的建构。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联合思想

( 一) 马克思、恩格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8 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给世界

格局带来深刻变化。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资

本家逐利的本性，导致资本主义迅速向全球扩张，

而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只能被动接

受，逐步融入世界市场，失去了原本的民族属性和

传统产业，逐步沦为西方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

售市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论

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给世界格局所带来的影响: “由

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

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

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

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1］404正是资本主义全

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无产者们不仅受本国资产阶

级的剥削，同时也会受到国际的资产阶级的剥削。
其次，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各国的政治趋同，结成

利益同盟从而维护自己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指

出: “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

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

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

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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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1］405为了维系统治，维护其剥削阶级的地位，

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之

间相互联合，共同镇压无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和

恩格斯深知无产阶级所面临的斗争的残酷与艰难，

他们更加重视无产阶级的联合。在《共产党宣言》
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同其他无产

阶级政党的不同就在于“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

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

分民族的利益”［1］413。而在论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

阶级的方法时，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联合的重

要性，他们呼吁“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

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

一”［1］419。再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旗帜鲜明地阐明

共产党人的态度，“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

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他们号召“全世界

无产者，联合起来”。［1］435

正是基于对资产阶级的深刻剖析以及未来发展

趋势的科学预测，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意识到，只

有联合，才能发挥无产阶级这一弱势群体的力量，

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胜利。而联合也成为马克思主

义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思想之一。
在国际经济复苏缓慢、国际经济秩序酝酿深刻

调整的今天，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既无法

置身世界市场之外，也不能对不合理、不公正的国

际贸易规则置之不理。而应该加强联合、互联互

通，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和贸易规则朝着更加健康、
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基

于马克思主义的联合思想，以及现实发展需要而提

出的，它所蕴含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2］，正是“联合”这样一

种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时代化体现。
( 二) 列宁: 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

家掀起了瓜分世界领土的高潮，通过占领殖民地，

将殖民地作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手段来进行资

本输出，转移国内矛盾，维系其统治。“帝国主义一

出现，很快就把各经济发展状态不同的国家卷入到

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形成了世界范围

内的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3］

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俄国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结合新生苏维埃

政权所面临的世界形势，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作了科

学的界定: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

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

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

把世 界 全 部 领 土 瓜 分 完 毕 这 一 阶 段 的 资 本 主

义。”［4］其中，瓜分世界、瓜分世界领土正是帝国主

义给世界格局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及殖

民活动，使得世界民族分化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

族。其中，绝大多数属于被压迫民族。他指出: “世

界人口的大多数属于被压迫民族，他们的总数在 10
亿以上。”［5］275作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领导人，列宁

在领导苏俄人民保卫新生政权，积极发展国计民生

的同时，也不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联合的号召，

领导、主持共产国际的相关工作，成功召开共产国

际成立大会，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马

克思主义在全球的传播。
1920 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讲话

时指出，共产国际的任务“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

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

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同时列宁也

提出了“帮助”的思想: “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

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只要各苏维埃共

和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并且

能够支持他们，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能够突破它们目

前所处的阶段。”［5］278 先进帮助落后，从而使得落

后国家取得突破性的发展，这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

之间的相互支持、友好合作提供了思想指导。而在

会后半年，他在《在俄共( 布) 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

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中更进一步，提出: “全世

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5］326

从对列宁思想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联合与互

助是列宁对于推进共产国际的工作所运用的两大思

想武器。他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关注与支持，也充分

说明了这一点。以中国为例，五四运动爆发后，列

宁对于中国革命的情况尤为关注，他专门找来中国

同志了解情况，并且委派维经斯基和马林来华。同

年 7 月，苏俄政府表示放弃沙皇政府在中国掠取的

一切，归还给中国。同时废除沙皇政府与清政府签

订的不平等条约。值得一提的是，列宁在 1920 年为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民族与殖民地问

题( 初稿) 》所蕴含的联合与互助的思想更是对促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起了重大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秉持了这种联合和互助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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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合作平台的同时，也体现

了首创国———中国的国际责任和担当。中国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 30%。中国积极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固然是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同

时也是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来拉动沿线国家的发

展，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谋求自身发展

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思想:对外援助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

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都秉

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联合和互助的思想，并在

不同时代根据世界发展形势以及自身国情加以时代

化、中国化，并辅以自身政策调整。新中国成立之

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联合思想。
( 一) 单方面的经济援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

中国人民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

中国。同时，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逐渐形成两极

争霸的格局，冷战成为时代主旋律。而反观以亚非

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很多国家

还没有摆脱被殖民的境地，国力衰弱，经济发展滞

后，真正的民族独立更是难以实现。在这种背景

下，新中国积极援助广大亚非拉国家，支持他们的

民族解放运动，鼓励他们进行反帝反殖。中国同广

大亚非拉国家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殖民所带来的

苦难。中国同广大亚非拉国家也都是发展中国家，

只有互相联合、协助，才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

利益，维护我国的利益。
1963 年，毛泽东在会见非洲来客时曾经表示:

“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支援正争取解放的人

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国际主义

正是对于列宁“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的直接

继承。中国同广大亚非拉国家一起，在国际上坚持

自己的立场与观点，捍卫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与地位。“一带一路”同当年援助亚非拉国家相比，

虽然指导思想不同、援助模式不同、实施手段不

同，但二者都是为了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都强调发

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联合与帮助。从某种意义上

说，“一带一路”是援助亚非拉政策的延续和发展。
( 二) 追求质量与实效的对外援助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

导集体，在大体继承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外援助政策

的同时，也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及世界发展趋势，对

对外援助的方法做了一些调整。对外援助的规模有

了一定的缩减，转而更加注重援助的质量以及水

平。但总体上，我们的对外援助政策保持了原则上

的连续性。1974 年，邓小平在第六届联合国大会上

重申了由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即援外“八项原则”。中国政府将对外援助视作是相

互的、在援助的同时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中国援助

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受援国尽快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等重要原则，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对外援助政策的一个承上启

下的时期，从以单方面经济援助为主逐渐转型为以

互利合作为主。截至 80 年代末，中国同非洲国家贸

易规模已经达到每年 10 亿美元左右，与 40 多个非

洲国家签订了劳务合同 2000 多个，参加承包劳务

人员达 8000 余人。［6］这些成功的实践经验，为“一

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确立提供

了现实依据。“一带一路”倡议既吸取了我国援外

“八项原则”的精髓，也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注

重实效的优良传统。
( 三) 以互利共赢为特点的对外经济援助与合作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一

超多强的世界格局逐渐形成，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

加快。处在新的历史节点上的党的第三、第四代领

导集体审时度势，致力于打造互利共赢的全方位经

济合作。“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日益成为

中国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核心主张，同时也

是与世界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总体战略思想。同

时，中国也没有忘记联合与互助的思想，一以贯之

地强调联合发展中国家维护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利

益。从联合角度看，我国积极参与南南合作，中非

友好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推进金砖国家合作，共

同在国际事务中发声，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推进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程; 积极开展同东南亚国家联

盟的对话，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
从互助角度看，中国特别强调“尽最大努力援

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而在具

体经济领域，中国开始将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主体

从政府转向民间企业，努力推进援助外国的方式以

及援助外国资金来源的多样化进程。鼓励中国企业

以合资经营或独立经营的方式去发展中国家发展，

推动当地经济建设。这些战略思想可以说是“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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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的前身，互利合作以实现共同繁荣正是“一带

一路”的愿景。而鼓励企业参与互利合作进程与“一

带一路”强调多行为主体参与、“既发挥政府把握方

向、统筹协调作用，又要发挥市场作用”又十分贴近。

三、“一带一路”倡议是对马克思主义联

合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 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背景与联合思想

基础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

足、陷入持续低迷，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贸易

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发达国家抛开 WTO( 世界贸易

组织) 框架，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谈判———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TIP ( 跨大西洋贸

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和欧日 EPA( 欧盟 － 日本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 ，意欲在太平洋、大西洋两岸和亚

欧大陆两端构建超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区，打造面向

21 世纪的国际贸易体系，重掌新一轮国际经济规

则制定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被排斥在

新的区域价值链之外，陷入第二次谈判“入世”的困

局。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针对全球发展和治理困境另辟蹊径，适时推出“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结构，推动国际

关系民主化和国际治理体系现代化，使国际秩序和

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首先，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积极引导推进国际经济秩

序调整的具体举措。我国正积极促成欠发达国家之

间更紧密的联合，以谋求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贸

易规则中的不合理因素进行弥补与应对，打造欧亚

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其次，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体现了我国的大国责任和担当。在推进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同时，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帮助落后

国家发展经济，输出中国发展红利，欢迎沿线国家

搭上中国发展的列车，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
同时中国也提倡沿线国家利用“一带一路”这一平

台，互帮互助，合作发展。
“一带一路”也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

础。“一带一路”倡议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

“联合”与“互助”的思想，结合时代需求进行了理

论创新、路径创新和模式创新。“一带一路”倡议在

我国历史上也有着丰富的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以

来，历代领导人根据所处时代条件和环境变化，在

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联合思想的基础上，努力推进

其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及时调整对外援助政策，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实践

经验和思想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倡的联合与互助的思想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联合、已经胜利

的无产阶级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的方法论的继

承与创新，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的现实应

用，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带一路”倡

议是马克思主义联合思想在当代的继承与发扬。
( 二) 联合思想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

设中的体现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这些

成果也正是中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联合思想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具体体现。
在南亚，中巴经济走廊正借助“一带一路”平台

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13 年 5 月，李克强总理

在访问巴基斯坦时首次提出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旨

在加强两国间的交流合作，特别是在交通、能源等

领域的合作，促进两国共同发展。中巴作为铁杆朋

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为该项目的落地生根提

供了前提条件。对中国而言，巴基斯坦不仅是世代

友好的邻邦，更是互相扶持的兄弟。近年来，中国

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经济快速增长，国力

大幅提升，先于巴基斯坦实现崛起。但中国在发展

自身国力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联合”“互助”的马

克思主义思想与对外援助的优良传统，对巴基斯坦

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给予积极帮助。
自 2015 年 4 月“中巴经济走廊”正式启动以来，中

巴两国已规划设计了西、中、东三线进行开发建

设，在能源、道路、水利、经济特区等方面取得很

大进展，逐渐成为“一带一路”的样板工程和旗舰项

目。借助中巴经济走廊，中国拓展了自身的能源通

道，为有效的能源供给、可靠的能源安全提供了另

外一种选择。“中巴经济走廊”也将带动中国西部边

疆的发展，以喀什为中心的南疆有可能成为中国面

对印度洋“再开放”的前沿。而巴基斯坦借助此次合

作，充分发掘了自身的经济潜力，同时也在中国的

帮助下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跨越、大发展。可以

说中巴经济走廊是发展中国家联合互助的典范。
在南亚，中国在斯里兰卡建设的港口项目同样

引人注目。一直以来，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倾向

于从地缘安全竞争的角度看待中国在印度洋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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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将中国在印度洋的活动解读为对所谓的“航行

自由”的威胁。这些国家的竞争意识却掩盖了中国

在该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贡献与努力。中国提出

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出于与沿线国家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联合互助，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

展的初心。自中国提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经济带以来，斯里兰卡方面积极响应，希望借助这

个平台推进斯里兰卡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港口建

设，借此机会实现其成为印度洋航运和物流中心的

愿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是由中国港湾投

资开发的一个大型填海造地项目，规划建设规模达

565 万平方米，预计将为斯里兰卡带来超过 8． 3 万

个就业机会。项目于 2014 年 9 月开工，已于 2019
年 1 月完成了所有的吹填造陆任务，一座伫立在印

度洋一角的现代化港口正在逐渐成型，正在朝着南

亚地区的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迈进。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得到了世界上许

多国家的响应与支持。以“一带一路”为平台，也结

出了很多很丰盛的果实。这正是因为“一带一路”倡

议所蕴含的“联合”“互助”的思想在沿线国家产生

了共鸣。
马克思、恩格斯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要联合起

来共同为自身谋求新局面。列宁多次在共产国际等

场合宣讲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要相互合作相互帮

助。而中国作为苏联之后又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

我们完成自身的民族解放任务后，也不忘继承马克

思列宁 主 义 联 合 思 想，提 出 并 实 施 对 外 援 助 的

策略。
现今又发起“一带一路”倡议，这正是对马克思

列宁主义联合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全球金融危机爆

发后，发达国家利用风起云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潮

流，大力推进高水平大型自由贸易区建设，试图重掌

新一轮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中

国家决不能听之任之。“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对于广

大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希望在新一轮国际经济

秩序变革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身利益的这样

一种诉求的回应。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敢于担当，愿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平台

同世界各国加强合作交流，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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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arx’s United Thought and the
“One Belt and One Ｒoad”Initiative

Chen Sifan，Cao Guangwei
( College of Marxism，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2，China)

Abstract: It is believed that the“One Belt and One Ｒoad”initiative was proposed to develop economic coop-
eration and partnership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and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political mutual trust，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inclusiveness． Howev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and Leninism，the
“One Belt and One Ｒoad”initiative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the“unity”and“mutual help”ideas contained in
Marxism and Leninism．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our foreign aid in dif-
ferent periods also provide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the“One Belt and One Ｒoad”initiative． The“One Belt and
One Ｒoad”projects such as jointly building the“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with Pakistan and helping to
build ports in Sri Lanka all reflect that the“One Belt and One Ｒoad”initiative is dedicated to relieving the pressure
of economic collectivization of developed countries，developing interconnection with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order，
strengthening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and achieving rebalanc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This is precisely the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Leninism thought of“unity”and“mutual assistance”．

Key Words: joint thought; the“One Belt and One Ｒoad”initiative; foreign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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