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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发展理念的三维透视

范根平,张　 啾1

(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 　 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提出的科学发展理念,蕴藏着主体、过程和目标三重维度。
从主体维度看,共享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明确了发展的价值取向;从过程维度看,共享发展理念注重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凝聚了发展的强大合力;从目标维度看,共享发展理念致力于增进民生福祉,强调了发展的根本目的。 三者统一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揭示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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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包括共享发展理念

在内的新发展理念,深刻回答了“发展为了谁、发展

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这个科学发展观的根

本问题,为新时代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 作为新发展

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享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社

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并且从主体、过程、目标三个

层面阐述了内蕴其中的核心价值诉求。 全面认识和

把握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维度,对于推动共同富裕、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　 主体维度:以人民为中心

共享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
阐明了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历史上,围绕人的本

质这个话题,西方哲学家们基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

迥然有别的观点。 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

德、普罗泰戈拉,到中世纪的阿奎那、薄伽丘、马基雅

维利,再到近代的培根、笛卡尔、卢梭等先哲,无一不

对人的本质问题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在近代西

方哲学史上,德国古典哲学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主

要从理性主义切入,认为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这使

人明显区别于动物。 马克思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

此问题进行了层层剖析,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

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135,这样就把人

从虚幻的世界中解救出来,为重新认识人和发现人

的价值奠定了基础。 共享作为一种服务于人的自由

自觉的发展的价值追求,其起点和终点都是人。 如

果脱离人这个价值主体,共享将失去最坚实的依靠,
那么人类历史便难以为继,更不可能构建一个“各
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 换句话说,共享的

主体是全体劳动人民,他们不仅创造了无以伦比的

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同时也

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集中体现了共享的

人本特性。 从这点上来说,共享秉持的“人本逻辑”
既超越了早期人类社会的“物本逻辑”,又摒弃了资

本时代的“资本逻辑”,实现了理念层面的升华。
在人类社会早期,为了生存和繁衍,人们首先必

须获得物质资料,而要获得物质资料,就必须进行

“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因此,物质生产活动构成这

一时期人的存在方式,体现了人的先在本质。 在

“物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

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对自然有着极大的依赖性,生
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人的生命活动。 随着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人类逐渐摆脱了对基本物质

需求的束缚,开始思考生命存在以外的东西,譬如对

精神生活的追求。 这是一种超越人的生命存在的本



质,表明人不再只是满足于个体生命本能的需求,转
而寻求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不断推动历史进入到

“以资为本”的商品经济时代。 到这个阶段,由商

品、货币等外在于人的力量将全体社会成员组织起

来,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破坏了个体的独立

性和完整性。 在这种条件下,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

展不相一致,由此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对

立,引发了一系列的危机。 只有当人类社会进入到

高级阶段,那时候将以“人本逻辑”对整个社会进行

规约,进而有效克服资本逻辑带来的种种问题,促使

人从异化的困顿状态中挣脱出来,实现人的本质的

回归。 共享发展理念将“人本逻辑”置于核心地位,
以人的发展作为评判一切工作的根本准则,破除了

长期以来的“重物轻人”观念,使发展的重心重新回

归人本身。
共享的主体是占社会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

民,而不是少数人或部分群体,这从根本上说是由社

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

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

体地位,决定了政府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

才干,以确保人民主体地位得到全面展现。 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申明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要
求各项政策举措必须体现人民意志,一切成果必须

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竭尽全力让每一个人都能体

验到新时代的美好。 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就必须实现人民共享,就必须为人民带来更

多福利,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以人民为

中心是共享发展的逻辑起点,鲜明回答了发展源于

谁、发展为了谁等关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明确了

价值创造的主体。 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 不

论是雄伟壮阔的万里长城,还是世界屋脊上的青藏

铁路,都是劳动人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 如果没

有人民的创造,就不会有令世界叹为观止的“东方

奇迹”。 因此,只有重视人民主体作用,更好地保障

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才能继续铸就伟大事业。 其二,
以人民为中心是共享发展的实践载体。 在促进全体

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过程中,需要紧紧依

靠人民这一实践主体。 马克思曾指出:“社会生活

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1]139 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广
大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
也在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确证。 从这层意义上说,
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人民追求自我解放、自由

幸福的过程。 而这一目的的实现有赖于人的需要的

充分满足,人在满足自我需要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

着周围的世界。 因此,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样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接续不断的动力。 其

三,以人民为中心是共享发展的目标归宿。 既然人

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主体,同时又是社会历史

发展的实践主体,那么人民必然是社会发展成果的

享有主体。 只有遵循“谁创造谁享有”的法则,才能

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和力量,进而推动社会不

断向前发展。
习近平明确指出:“共享发展理念实质就是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2] 改革开放至今已

经走过 40 多个年头,我国接连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

成就,向世人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蒸蒸日上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开辟的,人民群众不

愧为历史的推动者。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
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和平发展的年代,中国

共产党始终拽紧“人民”这条主线,把人民利益置于

最高位置,一切以人民是否满意作为评判各项工作

的标尺,真正做到为人民掌权、依靠人民掌权,深刻

诠释了党的人民本色。 人民性不但是我们党战胜一

切困难的“关键密钥”,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生机勃勃的根本力量。 如果没有亿万人民的全力

支持和踊跃参与,这一切根本无法想象。 在 2021 年

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提出了“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政治论断,进一步擦亮

了党的人民底色。 只有让广大人民共享盛世年华,
才是真正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 因此,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

有,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也是共享发展理

念的主体之维。

二　 过程维度:维护公平正义

共享发展理念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凝聚起

实现共同繁荣的强大合力。 公平正义是一种社会理

想,对这一愿景的追寻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史。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将公平正义视为一种“基本

善”,希冀通过构筑这种德性伦理来维系城邦的正

常运行。 罗尔斯在扬弃古典正义观的基础上,强调

“道德价值的概念并不是提供一个用于分配正义的

第一原则” [3],由此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概念。
纵观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和社会实践者对公平正义的

追梦旅程,无一不是受到历史和阶级的束缚,导致美

好梦想破碎。 在西方社会,尽管各资本主义国家高

喊“公平正义”口号,但其终究是资产阶级蒙蔽公众

的伎俩,因为广大劳动人民永远被阻挡在围墙之外,
根本不可能实现普遍的公平正义。 在马克思看来,
只有砸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重新建立起新的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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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才能“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 [1]2,实现

人人平等、人人共享。
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

为奋斗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

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实践,先后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努力使每一个人都能过上期盼已久的生活。 与之同

时,也要看到,公平正义是一个相对范畴,因而不能

脱离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去抽象地谈论公平正

义,否则势必跌入“公平陷阱”。 在中国当前条件

下,公平正义集中体现为推进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

果的实现过程中,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释。
第一,维护公平正义符合新时期人民群众在需

求方面的变化趋势。 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相区别

的根本特征在于“人是类存在物” [4]161,其活动具有

明显的社会性。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不断追

寻自己的类本质的实现,只有当历史进入到共产主

义社会,人类才能完成这个夙愿,因为那时候“每个

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

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

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

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

进一步发展” [4]258,这就意味着每个人不仅在物质层

面空前富足,而且在精神层面极度富有。 根据需要

层次理论,人的需要是一个由低向高的阶梯状行进

过程。 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这一层次的

需要产生的激励机制将消失,进而推动人的需要朝

向更高层次迈进。 人类正是在不断满足自身需要的

过程中获得了更大程度的发展,最终走向自觉的

“自由王国”。 当前,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丰

富,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

是“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

要求日益增长” [5],渴望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正好回应了人民群众的诉求。 如果

社会不讲公平正义,那么老百姓就得不到法律的保

护,他们的生活便失去了保障。 不难想象,一个缺乏

公平正义的社会,必将严重打击劳动者的积极性,直
接威胁到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二,维护公平正义是共享社会的内在价值旨

趣。 当人类社会出现剩余产品后,便引发了人们对

公平问题的关注。 中国的春秋时期就有“不患寡而

患不均”的说法,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朴素愿望。
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公平正义被视为一种德性,它是

整个社会赖以存续的道德根基。 在社会主义国家,
公平正义是一种基本价值取向[6]。 因此,实现人民

共享发展成果,就必须维护公平正义,以保证这一目

标的顺利达成。 2021 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

通过的《决议》中,“公平” “正义” “民主”等成为高

频词,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对良善价值观的不懈

追求[7]。 从深层次上讲,公平正义问题与一定历史

条件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休戚相关。 倘若某一

种生产方式是以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为代价,
那么基于这种基础结成的社会关系总体来说是以牺

牲多数人利益为代价去满足少数人的利益,因而是

一种不公正的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为起点和归宿,致力于让老百姓从内心感

受到生活的温暖,真正体验到主人翁感。 新中国成

立后,党和政府先后对三大行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

造,确立起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为公平

正义的逐步实现铺平了道路。 但是,由于我国现阶

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兼容并存,政府

鼓励多劳多得,由此会带来人民群众在收入水平上

的高低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
因此,要坚持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基准来统摄共享发

展,让社会发展红利更好更公平地惠及所有人民。
第三,维护公平正义是践行共享发展理念的重

要机制。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公平正义往往表现

出不同的实践性特征。 在私有制条件下,由于受宗

法、权力、出身、金钱等因素制约,公平正义仅仅存在

于统治阶级内部,这就是阶级社会标榜的公平正义。
例如,在古代奴隶制社会,奴隶主完全控制着奴隶,
奴隶生产的全部劳动产品归奴隶主所有。 在封建社

会,农民不得不将大部分劳动产品以地租的形式交

给地主,因而无法享有与地主同等的权利,这就是阶

级社会的公平正义。 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阶级,在
此基础上确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实现全体人民共

享一切民主权利、共享美好生活创造了前提条件,这
也就意味着公平正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求每个人

都能享受到公正合理的待遇,既不存在高低贵贱之

分,也不存在远近亲疏之别,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在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其他方面的自由发展,具体体

现在所有人共享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结

果公平,它们可以看作是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和

结果的公平。 具体来说,在起点上,所有人都拥有平

等的权利和机会,任何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行动均与

公平正义原则相悖。 在过程中,所有人在统一的规

则和标准下开展公平竞争,任何不透明的暗箱操作

都会给其他竞争者的利益带来直接损害,因历史、政
策等因素所形成的不合理、不公平的竞争规则必然

制约竞争者的自由发挥,既不利于营造公平有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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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环境,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 在

结果上,由于每个人的智力水平、学习能力、思维潜

能等先天性因素以及时机、运气等偶然性因素的存

在,即便在同样的规则下展开较量,最终的结果也可

能不一样,甚至相差甚大。 这就要求对规则公平进

行矫正,即在结果上执行差异化原则,有效调整利益

分配关系,最大程度地保护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

利益,确保发展成果由所有人平等享有,以实际行动

推动社会公平建设。

三　 目标维度:增进民生福祉

共享发展理念致力于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鲜明地回答了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的问题。 “民
生”一词最早源自于 《左传》 “民生在勤,勤则不

匱” [8],奉劝世人勤劳动,这样才能维持日常生计。
此后,历朝历代对其内涵不断予以丰富。 近代以来,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愈发频繁,西方文化中的

“福利”“社会福祉”“社会保障”等学术用语流入中

国,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交融碰撞,于是就有了

“民生福祉”这一说法。
民生关乎民心,民心关乎前程,这一规律早已被

历史证明。 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社会生产更为注

重物质资料总量的扩张,也就是通过先进的科学技

术提升自然资源的利用水平,最终使生产力实现高

倍数增长。 这种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生产与需要相脱

节,意味着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的消费需要,而是为

了追求最大化的利润。 在这种情形下,整个社会通

常关注经济总量的增加,人的美好生活需求被严重

忽视。 马克思曾说过:“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

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9] 按照这一

观点,劳动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确证,人们在劳动中

收获幸福与快乐。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被异

化为一种外在于人的东西,完全脱离了人的本质,由
此必然带来人的主体性的丧失。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

注重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强调人是发展的目的而

不是手段,如此便摒弃了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将社

会发展的目标聚焦于人的发展与进步,重新确立起

以生活和消费为目的的生产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积淀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全
体人民进入了小康社会,在共享发展道路上走出了

铿锵有力的步伐。 特别是创造了每年减贫幅度逾千

万人的奇迹,使数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在中国大地

上绘就了辉煌壮丽的民生画卷。
回首过去,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排除万险并

且取得最终的胜利,关键在于我们党自始至终获得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全力以赴为人民排

困解忧,千方百计改善人民生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所做的全部努力的目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5] 这就为进一

步筑牢民生福祉保障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诉求

指明了奋斗方向。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将“坚
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新征程上党的重

要目标,并就未来民生发展作了战略部署。 可以看

出,党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道路上将致

力于在发展中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最大限度地实现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但是,要清醒

看到,相比于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我国在

民生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 因此,要着力改善人民

福祉,稳步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一方面,增
进民生福祉是共享发展最直观的体现。 无论是科技

领域取得的重大进步,还是生产领域发生的颠覆性

变革,都必须回归人的尺度,因为人是创造一切价值

的根源。 尊重人,就要全面认识和充分肯定人的价

值。 而对人的尊重,就必须关注人的生存状况。 在

这个问题上,“拉美现象”给发展中国家敲醒了警

钟。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

拉美国家一度成为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
可谁也没有料想到,这些国家最终都陷入了发展困

境,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拉美国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

速度,忽视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致使贫富分化,
民众对此强烈不满,直接对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有鉴于此,必须使共享发展聚焦于“人”,让全体社

会成员从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真真切切的好处。
另一方面,增进民生福祉是共享发展的落脚点。

中国的改革成功与否,最终要看老百姓是否获得实

实在在的好处[10]。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求各级政

府紧紧围绕“民生”这个指挥棒,一切都要以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 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不论

地球上的东方还是西方,都在竞相追求经济增长和

工业化速度,自然环境、文化价值、人的生存境遇等

遭到严重忽视。 在这种背景下,法国经济学家佩鲁

倡导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强调对民生福祉的

关照。 当下,中国正在全面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事业不仅要实现国家层面的繁荣昌盛,而且要实现

个人层面的富足安康。 共享发展理念以保障人的生

存权和发展权为基本底线,坚持在共建共治共享中

推动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真正让人民群众满意。
当然,民生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复杂工程,永远没有

终点,既有民生福祉的改善,在此基础上又会形成新

的民生期待,如此循环往复。 实际上,党在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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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祉的同时,既是坚持执政为民服务理念的内在要

求,也是促进人的发展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对民生

工作的高度重视,能够使我们党获得广大群众的认

同和支持,进一步筑牢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因此,要
始终把改进民生福祉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

上,使全体人民在发展中收获更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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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FAN Genping, ZHANG Jiu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is a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put forwar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new era, which contains three dimensions of subject, process and go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ject dimension,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insists on taking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and clarifie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focuses on promoting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and condenses a strong joint force of devel-
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jectives,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is committed to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
being, emphasizing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development. The unity of the three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
acteristics reveals the fundamental starting point and foothold of contemporary Chinas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people-centered;　 fairness and justice;　 peoples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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