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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专题

以人民为中心：共享新发展理念的价值之核

陈  朋 *
a

［摘　要］  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共享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共享思想的继承发展，蕴含着对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思想的重大升华。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民始终是理解一切社会活动的关键词。可见，共享

发展理念不仅遵循“发展是硬道理”的社会主义逻辑，而且强调发展的目标指向在于为了人民、力量源

泉在于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理解共享发展理念这一核心逻辑，可以从本体论、动力论、目

标论、取向论等层面来掌握。

［关键词］  共享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

发展是当今世界潮流，也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主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里，中国共产党逐

渐认识到不仅要遵循“发展是硬道理”的社会主义逻辑，还应强调发展的核心旨趣乃在于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体现的是一种共享理念。从其思想谱系来看，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共

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共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大

升华。从实践来看，共享发展理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这“三大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此可见，共享发展理念始终贯穿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线。从这个意义上讲，

理解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就是打通了理解共享发展理念的要道。而要理解这个问题，则需要

从本体论、动力论、目标论、取向论等层面来掌握。

一、 本体论：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底是由少数英雄人物推动的还是

由广大人民群众推动的，在一段时间里却一直备受争议。对于这种纷争，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些人怀疑整个人类，却把个别人物神圣化。他们描绘出人类的天性的可怕形象，同时却要求我们

* 法学博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副研究员，210013。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

程资助项目和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2015年度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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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倒在个人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a

特别是在一些唯心主义者脑海里，“任何改造世界的运动只存在于某个上帝特选的人的头脑中。”b

为了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分析，马克思以英法等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为例进行了深度研判。经过深

刻分析后，他认为“革命阶级”即人民是“一种最强大的生产力”。失去了人民，这一切都将不可能

存在。所以，马克思在完成鸿篇巨著《资本论》时就以工艺制作为例来说明，“如果有一部考证性的

工艺史，就会证明，18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b

c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想告诉人们

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源于人民群众的推动。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人民本体论的论

述雏形。

人民群众为什么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要解释这个问题，得从分析人类社会历史

形态演变入手。人类社会发展有一个为人们所普遍熟知的基本道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

是生产关系也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生产力，它也会对生产力产生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

发展的时候，就会产生出变革现有生产关系的推动力，进而推动历史发展进步。但是，这种变革不

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由人民群众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逻辑链条里，人民群

众始终是关键性的力量。对于这一点，列宁论述得更为直接。在列宁看来，人民是“自觉的历史活

动家”，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参与，才能赢得革命的成功和胜利。比如，列宁在《社会民主

党在俄国革命的土地纲领》中指出，“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

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冲天’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

能消灭专制制度的。”c

d“我们的革命仍然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是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因为这

是第一次不是由少数人，不是仅仅由富人、仅仅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由真正的群众、由大多数劳动者自

己来建设新生活，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工作中的最困难的问题。”d

e列宁在这里阐释的就

是，人民群众是革命和历史发展的推动者。无论是国家的发展还是社会的进步，其根本力量都蕴涵在

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之中。只有把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激发出来，社会的发展进步才有可能。也正因

为如此，列宁强调要相信人民群众。“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

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e

f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明确地预设着一个很朴素的常

识：人类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由每一个劳动者的个体组成的，他们的共同活动创造了人类社会，从而也

就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和积极作用。

共享发展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原则，它

把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显现化和具体化。对于这样一种目标追求，必须牢牢坚持依靠人民推动发

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目标为人民而设定。质言之，要在共享发展中使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从而增强发展的后劲，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

二、 动力论：坚持人民是推动发展的主体力量

如前所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生产力不仅决定人

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且也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的发展与

自然界的发展有着很大不同。“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

ab《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 80、630页。
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428—429页。
d《列宁全集》（第 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 151页。
e《列宁全集》（第 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 60页。
f《列宁全集》（第 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 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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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盲目的动力。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或凭激情性

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a也就是说，在深刻体认到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

的同时，还要理性地看到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其能量的发挥是紧紧依赖于“人”这一关键性要素，只

有激发人的能动因素，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或不自觉

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

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人民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

族，并且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b基于此，唯物史观在承认生产力

是社会发展进步推动力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秉持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一般政党的显见之处就是，它始终遵循唯物史观有关群众是历史活动创造者和主体

的基本观点，把“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最高要求。中国共产

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蕴含着一个深刻道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要保持

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就必须时刻牢记党的宗旨”。b

c所以，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完成的所有活动，

最终都是指向一个归宿——通过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不断满足广大

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建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基于人是生产力中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把自身的事业既看作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事业，也

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完成的事业。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理念不仅强调结果要共享，而

且还注重发展过程的共享和共同参与。没有过程的共享和共同参与，发展的成果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共享。而发展过程的共享和参与实际上就是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无数历史和实践证明，“人民群众

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责任重于泰山，事

业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

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c

d

把人民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力量、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共享发展，是由共享发展理念的本质特性所

设定的。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趋向。共享发展是一个从

初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结果，它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共享发展尚

面临一系列复杂情势。面对这样一个复杂情势，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实践证明，越是

面对错综复杂的改革发展形势和利益格局，越是面对攻坚克难的改革发展任务，越是面对日益增长的

多元化需求，就越需要集中民智、凝聚民心、反映民意、激活民力，就越是要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尊重群

众创造、回应群众期待、满足群众关切，为改革发展夯实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 目标论：坚持发展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诉求

发展紧紧依靠人民只是从动力源泉的角度描述了共享发展的力量依托。实际上，解释共享发

展理念的一个重要维度还在于它的目标指向。从这个角度讲，在明晰动力论的同时，亦不可忽视目

标论。

对于共享发展而言，其目标指向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追求相一致。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

使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在170多年前就说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

a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301—302、304页。
c郭文亮：《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怎样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理论探讨》2014年第 1期。
d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 1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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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a之所以需要这

种目标设定，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

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会有力量。”b也就是说，为了国家能汲取更多更深厚的力量源泉，必须把人民

群众及其利益诉求作为重要的目标取向。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为大多

数人谋利益作为重要的运动目标，把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政权、实现人民当家

做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党的七大最早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随后，除

了党的九大、十大，“为人民服务”始终成为党章的重要内容，只不过其表述在不同时期略有不同而已。

中共十二大以后，这些表述逐渐走向统一，规范表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牢牢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宗旨。2012年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时指出：“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

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c这是对党的宗旨非常朴素的表述。2013年2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再次指出：“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各

级政府的根本宗旨。不论政府职能怎么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不能变。”d在这里，他不仅指出“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而且将其作为各级政府日常活动的基本准则。这一准确判断恰恰反

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不能丢弃的“老祖宗”。

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映射出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取向

和价值追求。但是，其内容是具体的。因为，“如果党的劝告同人民自身的生活经验所教给他们的东

西不相一致的话，千百万人是决不会听从这种劝告的。”d

e“人民自身生活经验所教给他们的东西”是什

么？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人们，这就是现实的物质利益诉求。所以，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

论述《神圣家族》时就发出警戒：“应该严格地分清：群众对目的究竟‘关注’到什么程度，群众对这些

目的究竟怀有多大‘热情’。‘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e

f马克思、恩格斯在这

里明晰表明的观点，就是要重视物质利益对人们行动的激发性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共享发展同样需要明白这个道理。缺乏明确的具体内容，共享发展终究是

无法落地的。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就指出：“我

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

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

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gf这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

党的奋斗目标不是别的，就是要以人民群众的期盼为准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这就是共

享发展所要实现的具体利益诉求。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hg如果发展同实现人民的利益

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甚至说越发展，人民的利益越受到损害，那么这样的发

展也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逻辑和目标取向的。可以想象，丧失这个目标取向的发展还能称得上是

共享发展吗？显然不是。这样的发展只是满足某一个利益集团的私利，或者说打着人民群众利益的幌

子行谋取私利之实。

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42页。
b《列宁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347页。
cd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第 128、

137页。
e《列宁全集》（第 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 147页。
f《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286页。
g《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 4页。
h习近平：《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求是》2012年第 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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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推动共享发展所处的阶段来看，共享发展所要实现的利益诉求，主要是事关群众生产生活

的民生类诉求。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民生建设的重要原因所在。民生，顾名思义就是

民众的基本生活、基本生计、基本发展。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民生都是事关民众生活、政权稳固的

基本问题。对于正处于改革发展爬坡阶段的中国而言，解决民生问题不仅事关民众福祉、社会稳定，

而且事关发展的目标取向。因为，群众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是否得到满足来判断、检验发展的成

效及目标实现程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民生优先的发展理念越发深入

人心。”a群众满意既是检验判断我们工作成效的主要标准，也是推动和实现共享发展的本质要求，更

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正所谓，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实现好、发展好、维护

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切发展的根本目的。

四、 取向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发展理念的革新往往是建立在对发展实践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基础之上。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国家在发展转型过程中，注重“增长”却不注重成果共享，一部分人的“获得”是建立在另一部

分人的“失落”乃至“被剥夺”的基础之上，从而不断滋生群体对立、阶层冲突，乃至国家内乱。基于

此，一些国家提出了“基础广泛的增长”、“分享型增长”、“包容性增长”等理念。客观而言，这些发展

理念及其指导下的发展实践在实现多元化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提出共享发展理念，既是对平等思想的进一步弘扬，也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秉

持，从深层次上预设着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早在1985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

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

了什么新生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b随后，在1992年的在南方谈话中，他继续指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c为

什么要这样定位？因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

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各种贪婪、腐败和

不公正现象。”d消除这种贪婪和不公现象的过程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事实上，实现共同富裕

不仅是优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需要，也是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

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e社会主义将其本质定位在共同富裕

上，从根本上分清了它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高度重视共同富

裕，坚定不移地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共同富裕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

则和全国人民群众共同坚守的信念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

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c

f由此可见，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还是一个政

治学尤其是政治哲学的范畴，它预设着中国共产党站在人民的立场思考问题、把体现人民利益作为

自身的政治追求，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使命。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于实现共同富裕，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

a王永贵等：《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 242页。
bcde《邓小平文选》（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111、373、143、123页。
f《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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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又是广大人民群众，那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共同富裕，说到底就是要实现成果

由人民共享，就是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作为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了进一步阐

释共享发展是人民的共享、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鲜明

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

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

裕方向稳步前进。”a

发展成果如何体现出人民共享？总体上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主体全覆盖。也就是

说，全体人民都能从发展中获得收益。经验表明，判断改革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全体人民是否

共同享受了改革发展的成果。人民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既是分阶层的，也是整体的。全体人

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是要使各地区、各阶层、各群体的人民群众都能从中享受到改革发展所带来

的收益和成果。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

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决不让

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b。其二，内容全覆盖。社会的发展是全面的，人的需求也是全面的。

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和人的需求的全面性，决定了共享的全面性。这种全面共享体现在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生态等诸方面。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民对民主政治、文化生活、生态文明、社会

保障等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这表明，共享发展成果理应包涵多层次、多领域的内容，让广大人

民群众共享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在这种价值追求的指引下，每个人都赢得发展空间，获得

发展机会。

  （责任编辑：王永贵）

Centering on People：Core Value of the Idea of Sharing New Developments
CHEN Peng

Abstract：Development is still the them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haring the benefits of development is the 
new form of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held. It reflects the CPC’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assertions on the subject status of the people and on sharing benefits 
among the people. It also implies the significant sublimation of the idea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in pursuing 
development. In the course of human history，the word “people”has always been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all 
social activities. Therefore，the concept of sharing development benefits not only follows the socialist logic of 

“development is the absolute principle”，but also emphasizes that the goal of development is for the people，

the driving force for development comes from the people，and the benefits of development are shared by the 
people. The core logic of the concept of sharing development benefits can be mastered from analyzing such 
issues as the ontology，power source，objectives and orien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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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6年，第 129页。
b《“四个全面”学习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 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