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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看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意义

周 文 方 茜

[摘 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经过97年艰苦斗争迎来了“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三个历史性飞跃。在强起来阶段，急需解决建设经济实力强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提高国家

抗风险能力三大问题。直面发展不平衡问题，要以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和全面发展来解决领域、区域和群体发

展之间的不平衡。通过发挥市场在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需求升级来解决

发展的不充分问题。在迎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进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和世界产

生了巨大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二是以人民为中心是对人民主体地

位的升华；三是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成为全球治理的主流，为世界各国处理好国家治理和政党关系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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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历史作为好的教科书，是习近平的一个重要思

想。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社

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的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历

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

进的必修课。”[1]重温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艰苦历程，回顾

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可以更好地加

深党和人民对中国发展的认识，提高党和人民对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觉悟，对把握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历程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历史任务。直面三

大任务，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 97年艰苦斗

争迎来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

个历史性飞跃。

（一）1921年建党到1949年：中华民族“站起来”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

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经28年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

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1949年，毛泽东在天

安门城楼上自豪而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

来了”，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因

此，“站起来”是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历史成

就的精辟概括。

（二）1949年到2012年：中华民族“富起来”

“富起来”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
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第二个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至 2012年 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两段历史也被称

为改革开放前时期和改革开放后时期。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创立的重大意义在于两点：一是完成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二

是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虽经历曲折，但为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取得了独创性的

理论成果，也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

放后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

家如何实现国富民强的重要时期。毛泽东和邓小平都

认识到，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

的。对中国的贫穷，毛泽东用“一穷二白”[2](p.922)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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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则是用“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3](p.163)来阐述。

1979年，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经济基础薄弱时说：“现在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

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

年”。[3](p.163)在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4](p.116)思想指

导下，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

革开放，实现了国家综合实力快速提升，把贫困的中国

建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富起来”让中国说话有

了底气和实力，也为实现中国梦夯实了基础。“富起来”

不但改变了中国，也震撼了世界，更造福了全球。

“富起来”是对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

导集体的领导下改革开放取得伟大历史成就的高度评

价。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全方位的改革使得许多领域有

了历史性突破：农村从包产到户突破人民公社传统体制

到乡镇企业兴起，带动了传统农业转型；从经济特区的

建立到沿江、沿边的开放，加速了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围绕企业扩权试点、试行经济责

任制、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开展，改变

了企业不考虑市场需求、不关心盈利亏损，只按国家指

令性计划生产的状况，增强了企业的经营观念和市场观

念，使得生产迅速发展起来，企业利润大幅提升。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大约第10
位，经过30余年发展，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

国经济排名迅速提升，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1978年我国GDP总量为 3679亿元，人均

GDP385元；2012年我国GDP总量为540367亿元，人均

GDP为 40007元。①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占美国比

重 6.5%，2012 年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比重达到

53.3%。②与国家富强同步进阶的是人民生活的改

善。1978—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343
元提高到245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提高

到 7917 元。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 57.5%下降为

36.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67.7%下降到39.3%，达

到相对富裕标准。

按1978年农村贫困标准，我国贫困人口从1978年
的 2.5亿人下降为 2007年的 147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30%下降为1.6%。按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我国贫困

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下降为2012年的9899万人，贫困

发生率从97.5%下降为10.2%。概言之，1949—2012年，

中国实现了由贫至富的改变，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

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是中国实现富起来必不

可少的重要历程。2013年 1月 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

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

期关系作出以下判断：“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

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

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

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

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5](p.19)

（三）中华民族“强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世界经济、环境改善、政党

领导等问题，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着主导作用。用习近

平的“三个前所未有”来表述：“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

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

心。”[5](p.133)中国强起来的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中国经济实现了量变到质变，成为全球经济

的主要贡献者。5年来，中国经济实力更强，后劲更

足。 2013—2016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2%，高于同期世界 2.6%和发展中经济体 4%的平均

增长水平，③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保证了价格稳

定，CPI年均上涨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

近 5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达 35%。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折合

11.2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8%，比2012年提

高3.4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左右，超过美

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6]

第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整体形象不

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主场外交对中国提

升国际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2018年 1月 5日，中国

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调查机构发布《中国国

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16—2017》。该报告显示，中

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日益被认可；中国的模式和

道路正获得越来越多的点赞；中国正以既古老又日新

月异的姿态，赢得越来越多海外公众的好感与探索意

愿。[7]5年来中国成功举办了亚信峰会、APEC领导人

会议、“9·3”阅兵、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厦门金砖会晤、博鳌亚洲论坛、中非论坛、中

拉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等

高规格活动。这些活动展示了中国的实力，表达了中

国的先进理念，发出了中国的洪亮声音，彰显了中国的

智慧魅力。

第三，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世界前列，成为各国政党

学习的榜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感召力来自于党

带领中国从富到强的百年艰辛历程。在近百年的奋斗

史中，中国共产党既发展了国民经济，又抵御了自由主

义、民粹主义的渗透、干预和控制，经受了严酷的外部

挑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余年中，中国

共产党制定并执行了十三个“五年规划”，这是发达国

家政党难以想象的。2017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3日，

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办了全球政党大会——中国共产

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
②根据新浪财经“宏观经济数据库”提供数据估算。
③参见《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瞩目：当前有实力 今后有后劲》，http://news.youth.cn/gn/201710/t20171010_108466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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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党际交流平台，来自世界各国的 300个政党和政治

组织的领导人与会。此次大会的召开既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强大的号召力，又向全球政党展示了中国共产党

的先进性与开放胸襟。

第四，发力引导世界健康发展，中国方案体现大国

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上颇有建

树。“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全球提供的公共产品，将

造福于沿线60多个国家。在气候问题上，中国积极推

进《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以下简称《巴黎协定》）。相较

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中国在减排上的表现要积

极得多，愿意担责尽责的态度尽显强国之志。2017年
10月31日，国务院发改委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政策与行动2017年度报告》显示，中国在能源、农林业、

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领域绿色低碳改革取得的

一些成绩，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支持。①

第五，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形成了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创下减

贫最好成绩。2012 年底中国有贫困人口 9899 万，

2012—2017年贫困人口减少了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

从 10.2%下降为 4.5%。2016年我国有 28个贫困县脱

贫摘帽，2017年将有约 100个贫困县脱贫摘帽。从

2014年起，我国将每年 10月 17日设立为“扶贫日”。

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城镇居

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的汽车、摩托车、电视机、洗衣机等

耐用品、消费品数量不断增加。根据中国社科院日前

发布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分布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

战略选择》报告，中国大约有 4.5亿多人口属于中等收

入家庭。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副司长毛盛勇表示，据保

守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3亿人，大致占全球

中等收入群体的30%以上。②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强起来
亟待解决的问题

2015年中国人口世界排名第 1位，国土面积世界

排名第 4位，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第 2位，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额世界排名第 1位，外商直接投资世界排名

第 3位，外汇储备世界排名第 1位。在富起来以后，中

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强起来。如邓小平所言，社会

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从

富到强的过程必须要发挥好这个优势。作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中国的物质、政治、精神、社会和生态文明

在 21世纪中叶必然全方位提升，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

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

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

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

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

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

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

强；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

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

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

节。上述这些问题，必须着力加以解决。

（一）建设经济实力强国

中国经济“大而不强”的特征明显。2016年中国

经济体量 111991 亿美元，世界排名第 2；经济增速

6.7%，在经济体量排名前 10的大国中排名第 2。从人

均GDP来看，2016年中国为 8123美元，仅是世界平均

水平的 80%，美国的 14.1%，③人均GDP指标远低于发

达国家。据部分经济学家、专业机构预测，中国经济体

量将在 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

体，但中国的人均 GDP 在 2050 年仅能达到美国的

70%。进一步说，中国经济大的特征会更加突出，需要

改变经济的“大而不强”。

（二）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伴随着资源

过度消耗、环境污染加重、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等诸多问

题。从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来看，中国为 2061.9立方

米，④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5924.6立方米，低于高收入

国家水平的 8731.5 立方米，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

（5471.4立方米）和低收入国家（4629.2立方米）的平均

水平。不仅是资源短缺，我国的污染问题也非常突

出。从空气质量来看，中国PM2.5的含量位居世界前

列。2013年中国空气中直径不足 2.5微米的颗粒物

含量为 54.4微克/立方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 22.9，
比印度高 6，比美国高 43.7。城市空气的 PM2.5超标

更是司空见惯。从温室气体排放量来看，2012年中

国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为 12454.7，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远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也高于印度等发展中

国家。此外，二氧化硫、机动车尾气等污染物排放也

处于较高水平。环境污染无疑是中国强起来过程中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城市停车政策发展报

告 2017》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超 3亿，

汽车保有量突破 2亿。机动车数量如此庞大，污染物

的排放问题十分严峻。

（三）提升抗风险的能力

中国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不仅意味着中国拥有

更多机遇谋求发展，还意味着中国将面临更大的风

①参见《新闻办发布会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17年度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17-10/31/content_
5235765.htm#1。

②参见《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三亿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仍是重点》，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1/17/c_1122268634.htm。
③参见《GDP总量相当于全球第5至第10总和！中国经济交出成绩单》，http://news.timedg.com/2018-01/19/20641402.shtml。
④此为2014年数据，数据来源为《国际统计年鉴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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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其一，发展的不确定性上升。党的十八大以来，英

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意大利修宪公投、特朗普减税等

黑天鹅事件频发，外部环境的动荡考验着中国的应对

能力。其二，中国自身发展的风险加大。金融风险首

当其冲，成为近几年政府去杠杆的核心部门；政府性债

务风险加重，一些地区已制定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用以应对债务风险突发事件。其三，对外开放

中的风险。如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企业跨国经营

中的恐怖袭击等。其四，地缘政治风险和战争风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安委”是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

协调机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

责，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发展不平衡问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各领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二是各区域

之间发展不平衡；三是各群体之间发展不平衡。

（一）以均衡发展解决领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领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经济

领域发展快，但政治、文化领域发展滞后。当前中国文

化受到西方文化同化、主流文化虚化、资本文化物化、

宗教矛盾泛化等诸多挑战，一些领域文化自信不强。

如中国的传统节日遇冷，教材西化、建筑洋化，以及科

研工作者发论文“膜拜”国外期刊，组织会议“迷信”外

国专家，等等。在政治领域，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颠

覆我国政权的目的。西方企图通过宣传所谓“民主、自

由、人权”的价值观，造成中国人民对党的领导的抵触

与反抗。尽管中国有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有鲜

明独特、奋发向上的传统文化，还有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但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

文化的不自信使得敌对势力有机可乘。二是物质文明

领域发展相对较快，但精神文明领域发展相对滞后。

中国富起来以后，精神领域的问题开始凸显。劣货假

货、电话诈骗、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的问题十分常见，攀

比、摆阔、浪费等现象时有发生。精致的利己主义成为

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奉献精神、家国情怀不再是主流意

识。精神的匮乏与物质的丰裕之间形成极大反差。此

外，深入到具体领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为凸

显。如在经济领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发展不

平衡，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发展不平衡等。

（二）以协调发展解决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区域与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四点：一

是城市与农村之间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的差距在道

路交通基础设施上最为突出，然后是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上的差距。比如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从事医

疗的医生，这些软指标方面城乡差距非常大。二是31
省（市）发展不平衡。如 2016年GDP排名第 1位的地

区是排名最后1位地区的70倍。基础教育的生师比存

在较大差距，如北京的初中生师比为 8.02，广西为 16，
广西是北京的2倍。三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

区发展不平衡。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说，2016年
东部地区为30654.7元，西部只有18406.8元，东部地区

是西部地区的1.66倍。四是经济区与经济区之间发展

不平衡，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城市群之间发

展不平衡。从 2016年全国七大地区对应城市群发展

特征来看，长三角城市群总量巨大，成渝城市群领跑增

速，西北和东北发展缓慢、实力悬殊。

（三）以全面发展解决群体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群体与群体之间发展不平衡主要是指，不同群体

在共享发展成果上存在差距，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城

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在收入、教育、

医疗等方面。从收入来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率较

高，保持在3︰1左右。二是低收入群体（贫苦人口）与高

收入群体之间发展不平衡。2016年我国高收入户的人

均可支配收入为59259.5元，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5528.7元，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为低收入户的10
倍。三是农民工群体、弱势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发展不平

衡。从增收来看，2014—2016年，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

增长9.8%、7.2%和6.6%，农民工面临增收难题。此外，

去产能大的产业，以及部分贸易公司、大型商场等企业

经营困难的员工增收困难，如钢铁、煤炭、电力等。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发展不充分问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充分主要体现

在市场发挥作用不充分、高质量的发展不充分和解决

主要矛盾缓解不充分三个方面。

（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解决

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问题

从市场角度来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解决两

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解决要不要市场，即实现由计

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第二个

问题是解决市场究竟应该发挥多大作用，即如何处理

好市场与计划、政府的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

问题。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施的是计划经济，以苏联为模

板。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

节为辅”（1978—1984 年）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4—1988年），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89—
1992年）。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

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自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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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

济”。[8]（p.384）此后，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有计

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

制”，[8]（p.461）并从所有制基础、指令性计划两个方面进行

了阐释，提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机制是“国家调节市

场，市场引导企业”。[8]（p.462）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

中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

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

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p.373)同年，党的十四大报告

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究竟应该

发挥多大的作用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以前，对市场作用的定位依旧在“基础性”这个

点上，强调宏观调控体系的建设。如党的十五大对市场

作用的阐述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

起基础性作用”。[9](p.899)党的十六大提出：“更大程度上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9](p.1253)党的十七大

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9](p.172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市场的认识有了更

高的定位。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

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

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10](p.512)党

的十九大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

略”中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11](p.21)这就意味着市场在我国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市场与计划、市场与

政府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协调。

（二）从高速向高质量转型，解决高质量发展的不

充分问题

首先是三大产业发展不充分问题。农业发展的基

础依旧薄弱，土地资源要么透支，要么匮乏，生态环境

严重超载，农业生产率不高，农业废弃物资源利用不充

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充分，防灾、减灾、抗灾能力不

足。工业的高端供给能力不能充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价值创造能力不能充分适应全球价值链中

高端发展的需求，核心技术掌控能力不能充分适应日

趋严峻的安全风险的需求。[12]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虽

然增大，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不充分，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也不理想，没有很好推动工业升级换代，使服务业

成为推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其次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充分问题。环境问题

往往产生于发展，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问题，才能走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在发展上

忽视了环境保护，以牺牲环境的代价实现增长，导致了

生态环境恶化、失衡。土壤、河流、海洋、空气受到不同

程度的污染，对人体健康、群众生活造成损害，形成了

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冲突。

再次是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不充分问题。主要表现

为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经过

多年努力，我国科技整体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正处在从

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的重要时期，一些重要领域

内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但是，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

“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

的‘阿喀琉斯之踵’”。[13]由于创新性不强，我国企业创

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能力就比较弱，我国一些产

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三）满足人民的需求升级，解决主要矛盾缓解不

充分问题

发展不充分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经济社会发展不

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对美

好生活需要既包括有形的物质、无形的精神，还包括充

足的闲暇时间。在新时代，人民需求上有“三个升级”

需要关注：第一个升级是物质生活需要的升级。一方

面，政府要在兜底问题上做得更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另

一方面，需要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需要，不仅要提供人

民所需的生存资料，还要满足那些消除了贫困的家庭、

比较富裕群体的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第二个升级是

人民精神生活的升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彰显了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性，更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的需

求升级，强调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与经济

同步建设的重要性。第三个升级是人民对自由时间的

需求升级。随着财富积累的增加，人民对工作以外的

闲暇时间有了更多的期望。

要解决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指导思

想上，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准确揭示我国发

展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对新

时代我国发展作出了一系列既具战略性又有政策性的

安排布置，是解决现阶段我国一系列发展问题，包括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最科学、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时，

要解决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实践中，还必

须坚持走整体性、协调性发展之路。[14]

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

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确立为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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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巨大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导作

用；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

为中心，是针对当下中国和世界发展存在的普遍问题，

应对主要矛盾变化作出的积极回应；三是习近平在政

党与国家治理关系领域的创见，为全球各国处理好国

家治理和政党关系树立了榜样。

（一）对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

2017年 12月 18—20日，中央经济会议首次提出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 5年来推动我

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性概括。5
年来，中国直面发展的变化，成功应对危机和难题，内

在实力和外在影响力均得到极大增强。中国方案为解

决全球经济困境提供了积极启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

生，源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面对的挑战和机遇的变

化。有学者提出：“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

研究解决所处发展时代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的历史脉

络。”[15]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我国所处的经济形

势有几个大的判断，如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在

经历“从高速增长转为平稳增长，从规模扩张式发展转

为质量效益型发展”两个转变。由此，中央对经济的引

导是经济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要从产业结

构、需求层面、城乡结构、居民收入领域进行结构调整，

要实现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要由过去的主要依赖要

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依赖创新驱动。实践充分证明，

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对经济工作的决策、对发展

思路的调整是完全正确的。5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中

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 54万亿元增长到 80万亿

元，稳居世界第2，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世界

经济也产生了较好的指导作用。2016年 9月 4日，习

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提出发展世界经

济的五点主张：一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

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二是创新发展方式，挖

掘增长动能；三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

四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五是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

容性发展。这些主张体现了习近平倡导“开门”“治本”

“稳定”“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中国经济思想对世界经

济发展的贡献。

（二）以人民为中心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升华

首先，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发展观的先进性。

20世纪 5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发展观经历了四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 20世纪 50—70年代的“传统发展观”，

其核心是“发展=经济增长”。“传统发展观”反映的是两

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急于改善经济状况的需求。战争对

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战胜国或是战败国急需通过

发展重建国家、复苏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这一时期

发展“求快”甚于“求质”是十分明显的。第二阶段是

20世纪70—80年代的“社会发展观”。其核心是“发展

=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即发展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

进步。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的“可持续发

展观”，其核心是“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可持续

发展”。该发展观针对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生态问

题，以及处于对代际关系的考虑，提出发展必须是有益

于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

的持续、健康发展。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至

今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其核心是“发展=经济增

长+社会变革+可持续发展+以人为中心”。该发展观

综合考量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的协调发展，体现了发

展主体人化，并以人的发展和改善为核心来衡量发展

和现代化。[16](pp.3-5)

其次，“以人民为中心”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以福

利为核心的“共富”社会。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不是简单地学习西方，将“福利”这个结果变量作为

评价人民福祉的唯一指标。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观并

非以人民为中心，而是围绕人民福利做文章。很多西

方国家在政党竞争中不断以福利为“诱饵”吸引选票，

由此导致福利包袱过大，国家发展资金、资源匮乏。习

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将人的发展，诸如就业、

教育、医疗这些体现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内

容纳入总体考量，强调的是人民要过上有期待、可展

望、愿奋斗的生活。只有当人民的生活与国家、社会的

发展合拍，人民在国家强大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贡

献，激发出了建设现代化强国、促进世界和平的自豪

感，这才是真正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1](p.21)

再次，“以人民为中心”突出了人民的主体性。“人

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

力量。”[11](p.21)人民不是旁观者，而是主导者、建设者、参

与者，也必然是成果的共享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共产党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纠正冤假错案，彰显公

平正义，也反映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显著特点。

（三）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将成为全球治理的主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明确提出中

国的全球治理观，提出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为中国发展

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习近平的全球治理

观是对世界格局变化的积极反映，体现了全球治理的

新需求，彰显了中国发展理念的新高度。习近平在全

球治理问题上的新思考对世界平衡格局的形成，对新

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国逐步成为全

球治理的主导力量之一。

-- 21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8年第2期

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

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对中国

参与、引导全球治理改革的理念作了系统阐述，习近平

指出，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

战，事关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事关各国在国

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

用，事关各国对发展制高点的抢占。习近平强调，全球

治理体制变革源于世界之变，也应对世界之变。当下

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变化，重心向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

国家转移，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

变，治理体制变革处在历史转折点上。近代以来，列强

主要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来争夺利

益，但这些方式无以为继。世界各国逐步向“以‘制度

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建立国际机制、遵

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17]

习近平强调，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向更加公正

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

利的条件。中国要顺势而为，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

全球治理理念，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

关系，与世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一带

一路”倡议，让中国方案惠及世界。

2016年9月3日，在G20工商峰会（B20）开幕式的

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对全球治理变革作了更为深入而

具体的阐述。习近平指出，各国要从冷战思维中走出

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维护和

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加强在重大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为实现世界

和平、稳定、繁荣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习近平系统阐述

了包容与共享增长观，为在G20框架下推进发展导向

议题和完善全球发展治理结构提供了重要准则。要以

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

目标，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寻求利益共享，实

现共赢目标。习近平将包容和共享理念嵌入到全球治

理理念中，体现了新时代大国的责任与担当。[18]

2016年 9月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集体学习。

习近平提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有两个原则：一是“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在发展好自己的基础上，增强中国

的国际话语权。二是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关

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

致行动”，要“践行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

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具体

部署上，习近平指出：“要把能做的事情、已经形成广泛

共识的事情先做起来”，“要拓展杭州峰会成果，巩固和

发挥好二十国集团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作用”，“深入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加

大对网络、极地、深海、外空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的参

与。”习近平强调：“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

力、统筹协调能力。”[19]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推进全球治理的抓手。首

先，“一带一路”是推进沿线国家区域治理的抓手。“一

带一路”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名片，是中国对外开放

的大战略，“更是中国主动引领全球治理和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体现”。[17]其次，“一带一路”

是中国推进全球治理的平台和载体。“一带一路”的建

设过程是全球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过程，也是全球开

放、繁荣、和平、创新之路的建设过程，更是全球的文明

之路，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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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p.59)实现世界各国

间相互尊重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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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of SocialisThe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China chose socialism, founde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led a modernization pathway that transcends western capitalism.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ed
a new age, we should launch new“Great Combats”and“Great Social Revolutions”, take on current major challenges against human civilization, and achieve
new progress. China’s proposal for new civilization exhibits the diversity of human society, opens up a new pathway for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y’s as well as enlightenment for crisis solving in developed countr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age, China is bound to open up a new civilization for better human life. (Chen Xue-ming, Ma Yong-jun, and
Jiang Guo-min)
The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The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 Perspective from the History of Global Socialist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 Perspective from the History of Global Socialist
DevelopmentDevelopment：：The socialist development all over the world has been severely frustrated in the aftermath of Cold War. However, the history has far from
terminated and“peace and development”is still the theme of the age. Chinese socialism faced numerous difficulties in key times, made progress and
continually realized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through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new ages, we should further uphold the stance centered by interests of people, working for people, relying on people as well as benefiting people and continually
promote social equality and justice. We should neither take on backward and rigid path nor choose the wrong way to counter with the authority. Instead, we
should systematically reply to the issues in terms of theory and practice—what kind of Chinese socialism we shall develop and stick to, how we shall uphold and
develop Chinese socialism—effectively work out challenges against worldwide socialism, and contribute Chinese approach for exploring better institution for
human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on the way to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up with steady steps. Based on great experience
from reform and opening-up, we shall break through rapids and setbacks, remove stubborn miasma, and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alist development all
over the world through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ist national governance by the means of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Xiao Wei, Han Yu-li, Lin qing,
and Ren Shuai-jun)
The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The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s Republic of
ChinaChina：：To study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C imposes great
importance on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Chinese socialism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ongoing development of the CPC and the nation. Through 97-year hardship
and struggle, the Chinese nation accomplished three historical leaps from standing up, bettering up to getting stronger. In the phase of getting stronger, it is
urgent to solve three major issues: building up a powerful country with economic strength, bringing about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elevating national anti-risk
capability. Confronting unbalanced development, we shall work out the unbalance between industries, regions and groups by means of balanced, coordinated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e shall solve the inadequacy of development by leveraging the decisive role of market in resources distribution, advancing from
high-speed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eeting people's upgrading demands. In the process from being rich to being strong,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mpose a great impact o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was illustrated in three aspects: guid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world; updating the status of people with a people-centered focus; and building up a model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party rel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as the principle of achieving shared growth through discussion and collaboration becomes the mainstream for global
governance. (Zhou Wen and Fang Qian)
Leading a New Era with New Thought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Leading a New Era with New Thought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for the Great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In the course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CPC endowed the whole nation with the
sense of united coordination and independence, made Chinese nation a great nation standing in the world among all nations, and successfully explored a
socialist pathway in bid for the great revit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onfirmed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revitalization undertaking, clarified the goals, pathways, bottom lines and guarantee for the course. Based on more 5000
years of civilize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Xi proposed new thoughts of revitalizing the Chinese nation at the height of the unity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ommunity as well as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face of series of major issues and challenges. This idea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CPC’s major
ideologies on the Chinese nation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PC 90 years ago, opened up a new great expedi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led the great
revit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to a new age. (Wu Xin-wen)
O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PC in a New EraO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PC in a New Era：：The CPC for the first time put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first place at its 19th
national congress, which innovated Marxist theories of party construction. This is not only a summary of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trict party discipline,
but also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development.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s the fundament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other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must finally be oriented toward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we
must firmly establish the“ four consciousness”and firmly uphold the authorit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s well as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basic line of the party, normalize the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and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party members. (Wang Bing-lin and Fang Zheng)
The Inclusiveness of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Par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s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The Inclusiveness of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Par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s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Inclusiveness is one of the key
characters of China’s multi-party cooperation system, defined by the continual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CPC and other democratic parties, embodied in the
politics inclusiveness of the CPC, and rooted in refine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 and co-existent Chinese party culture.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inclusiveness of Chinese political party institution has been reinforced in multi-faceted aspects, exhibiting it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highlighting Chinese political party institution against its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and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t present, the inclusiveness of Chinese political party institution is still improving. (Liu Cheng and Chen Cheng)
INo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artyINo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arty’’s Policy ofs Policy of““No Religious Belief Among the CPC MembersNo Religious Belief Among the CPC Members””with That ofwith That of““Free Religious BeliefFree Religious Belief””：：As a principle for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al discipline, that the CPC members are forbidden to have any religious beliefs is decided by the party’s basic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outlook. Since joining the party, members has picked up the freedom of not holding any religion, which also acts as a way to bring about citizen’s
legal rights. Allowing party members to take on religions or allowing religious members to join the CPC practically isolates political belief with religious one,
and confuses potential party members with members of the united front. Only the party members without any religious belief could comprehensively carry
forward the policy of“free religious belief”, unswervingly launching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Marxist atheism. (Zuo Peng)
The Consolidation of Ideological Leadership in a New EraThe Consolidation of Ideological Leadership in a New Era：：Ideological leadership concerns the safety of banner, pathway and politics. As a premise for our
party to get a grip on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and discourse for ideological work, the leadership is actually a progressive course. The new era poses a new
historical position for Chinese socialism. In the present historical position, the Party’s ideological leadership has been challenged when we are approaching
the great revit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ideological publicity requires further improvemen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becomes fragmented, new media platforms emerges, and the cognition of ideological work deviates. Currently, only by deepening the local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continually innovating ideological publicity, hav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run through higher
education, building up a favorable atmosphere for public opinion, and implementing the system of responsibility in ideological work could we deal with
chang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hallenges from various undertaking for ideological leadership. (Chen D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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