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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时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立足于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

性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共享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对未

来的向往。深入研究共享发展理念，既在理论上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又能关照现实，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论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来源、理论旨归以及新

时代我国实现共享所面临的挑战和相应的实践路径进行了研究。首先，论文梳理

了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来源，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

及西方文化中所体现的共享思想。其次，论文从共享发展理念的主要内容、本质

核心、目标追求和基本要求四个方面揭示其理论要旨。最后，论文从现实情况出

发，基于唯物史观的视域，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三个方面揭示了新

时代我国实现共享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并做出相关的路径探索。

关键词：共享发展理念 新时代 共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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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while Chinese economy has entered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e based on this new historical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stag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hich take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s the core put forward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which includes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ing and sharing creatively. Opening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m. Opening is also the ultimate goal

and destination of development problem. It fully demonstrates

the aspir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the future. In-depth

study of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can enrich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 theory. It

can also keep in mind the reality. And it comply with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It is beneficial to explore a

developmen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Marxist theor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the theoretical objective of sharing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solution way for realizing

sharing in our country. First of all, the paper combs the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共享发展理念及其实践路径研究

theoretical origin of shared development concept, tracing back

to Marxist classic work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Secondly, the thesis reveals its theoretical gist from four

aspects: main content, essential core, goal pursuit and basic

requirement. Finally,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paper reveals the challenges of realizing share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from productivity,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superstructure, and explores the relevant path.

Keywords: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New era; Shar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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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党的领导下，自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

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增长速度惊人，经济建设成果巨大，国际地

位迅速提升。然而，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人民群众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多

元化，我们又面临着新的发展考题。包括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贫富差距问题依旧存在等。正确的实践需要科

学的理论来进行引导，怎样继续向前发展以及达成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是我们正

在面临的时代课题。

立足于我国目前的现实发展状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强调了新发展理念：“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

之路”
①
。新发展理念是在新时代为解决发展领域面临的各种问题、为实现又好

又快发展而必须坚持的行动指南。其中，共享发展理念是最终指向，是发展的最

终归宿，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当代中国的深刻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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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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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共享的提出，是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逐步转变发展方式的经

济背景下做出的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策调整，是在新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破解

发展难题、推进共同富裕的新思路。因此，深入研究、牢固树立并积极推行共享

发展理念，对于在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过程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推

进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意义重大。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0-10-16(001).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5-11-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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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研究意义

共享发展理念为我国的发展指明了最终的目的与归宿，明确了发展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是实现全民共享，需要深刻理解并长期遵循。对共享发展理念进行研究，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深刻意义。

（1）理论意义

一是有利于丰富共享发展及其相关理论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大发

展理念，“共享”作为最后一个，为其他四大理念作出了导向性的表达。“共享”

的科学内涵也告诉我们，其是我们在各个领域内都想要达到的一种状态，而不仅

限于某一个领域内的共享。因此，研究共享发展理念，要对不同学科、不同领域

进行融会贯通，以此才能真正满足“共享”所蕴含的要求。可见，对共享发展理

念进行研究，有利于更加深入地把握其理论内涵，并且丰富共享发展及其相关理

论的内容。
①

二是有利于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新发展理念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我国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导向，也彰显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理论内核。因此，强化对共享发展理念的认识和研究，可以让人民真正认识到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遵循的是什么样的理念，所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目标，从而增强

人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感，为全民积极主动学习和研

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添动能。

三是有利于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增添全新的章节。马克思主义社会发

展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的指导思想，为其发展道路、发展动力以及发展方向

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参考。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一脉相

承而又与时俱进，是处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实践状况和具体实际下的马克思主义

社会发展理论。由此可以见得，研究共享发展理念有利于更加系统、全面地认识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内容与体系，进一步加深对其的思考和理解。
②

（2）实践意义

第一，增强人们对共享发展的认同，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①
徐曼.共享发展理念研究[D].吉林大学,2021.

②
朱静娴.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研究[D].中共浙江省委党校,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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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矛盾的转变凸显出如何进行合理分配、进而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性。在中国传

统文化的影响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背景下，“共享”充分展现了人民的主体

地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也能让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维护与保障。因

此，研究共享发展理念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共享”的认同感，为共享

发展提供思想引擎。从而有效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加强意识形态建设。

第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为共享的实现提供路径选择。科学的理论能

够有效指导正确的实践。共享发展理念诞生于社会主义中国，根据社会主义制度

及我国国情的特点，系统论述了新时代发展的归宿是什么。对共享发展理念的理

论旨归进行研究，并且深入思考如何实现共享发展，提出相应的、具备可行性的

对策，有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国社会发展现状、明确发展的价值指向、找到阻

碍共享的问题根源及相应的解决办法，从而为实现高水平的共享提供更多、更有

效的路径选择。

第三，为发展理论的创新提供中国智慧，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借鉴。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彰显着理性、自信、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一直致力于实现全世界范围内的共享发展和共同进步。共享发展理念不仅为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明确了方向，更为全球治理体系增添了崭新的一页。从

我国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以及习近平外交思

想的诸多内容中，都可以看出我们所追求的“共享发展”已经着眼于世界范围。

深入研究共享发展理念，有利于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关发

展道路、发展方向、发展归宿等方面的科学理论和经验借鉴，彰显我国的大国智

慧与大国担当。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内，学术界对于共享发展理念的研究主要围绕其理论内涵、理论来源、

价值意义等方面展开。对于共享发展理念在国内的贯彻落实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

以及存在什么样的应对措施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国外，与共享发展理念具有相关

性的思想研究主要体现在：推动社会公正、完善社会保障、加强社会福利等，这

其中不乏存在着“共享发展”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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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共享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的研究

学术界关于共享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的研究主要围绕共享的主体、客体、特

征等角度进行分析。方杲、李争指出，共享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或者说主要内容

是基于四个维度展开的，依次说明了“共享”应该由谁来“享”；“共享”要“享”

的是什么；共享的目标如何才能实现以及实现的过程是什么样的问题，即将习近

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有关共享发展理念四个部分的内容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并且还

指出，这四个维度是紧密相关的，不能将它们进行割裂。
①

魏波对于共享发展在主体上的广泛性进行了集中论述，共享主体应该涵盖生

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全体大众。即无论民族、阶层、生活区域还是从事行业，我

国全体人民都是共享的主体，都拥有共享的权利。并且，共享的主体甚至还应该

突破国界，所有尊重我国主权、拥护我国制度的华人华侨甚至是世界友人也都包

括在共享主体的范围之内。
②
渠彦超、张晓东阐述了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之一“全

民共享”的理论依据：从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出发，“全民共享”

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即“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给予了“全民共享”以坚

实的理论支撑，因为正是人民群众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以最终创

造成果当然应该由全体劳动人民、由广大群众所掌握与享有。
③
苗瑞丹、代俊远

同样进一步阐释了“全民共享”：坚持共享发展，就意味着必须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并且社会的全部发展成果应当由全体劳动者共同享有，进而实现人的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这才是“全民共享”的深层次的内涵。
④
孙肖远把共享发展理念

的理论内涵高度概括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并且深刻指出其理论渊源，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的车

轮滚滚向前的根本力量，而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则正是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价值旨归。
⑤

巩瑞波指出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具

体表现为：先看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共建共享的战略目标；再

①
方杲,李争.共享发展理念内涵的四个维度[J].长白学刊,2017(02):28-33.

②
魏波.以共享理解发展[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01):18-22.

③
渠彦超,张晓东.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特质[J].理论月刊 2016(05):36-40.

④
苗瑞丹,代俊远.共享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探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7(03):94-98.

⑤
孙肖远.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J].科学社会主义,2016(04):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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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共建共享的基本内涵；最后看人民层面，

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共建共享的实践要求。
①

夏淼在《共享发展的时代内涵及人学意蕴》一文中强调，共享发展贯穿于整

个社会生产过程当中，不是对发展成果的绝对平均的分配，其内在地包含着共享

发展权利、共享发展机会和共享发展成果。其中，共享发展权利是共享发展机会

和共享发展成果的逻辑前提和先决条件；共享发展机会是核心环节；共享发展成

果是实现共享发展的目标指向和本质要求。
②

（2）关于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来源的研究

部分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主要导向来研究共享发展理念。陆自荣、张

颖在文章《“共同富裕”到“共享发展”：理念的继承与创新》中宏观地指出，

作为共享发展理念四大内涵之一的“全面共享”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

展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以及生态发展等。
③

戴一帆在《共享发展理念的研究述评》中提出，共享发展理念为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增添了崭新的篇章，并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进行研究并加以创

新的成果。
④
韩太平认为，马克思关于实现公平公正的社会的思想是共享发展理

念的来源之一。
⑤
顾海良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理论为共享发展理念的创立

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共享发展理念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同样也是继承与创新

的关系。
⑥

刘武根、艾四林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是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来

源之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实践作为最基本的实践形式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内容，

是共享得以实现的前提，是推动共享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⑦
郭广银、

王月清指出，共享发展理念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观

点，这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人民主体观念高度契合。
⑧
陈浩辉、邓捷在文章《马

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视域下的共享发展理念》中认为，共享发展理念与马克思和恩

①
巩瑞波.论共享发展理念的内在理路与实践逻辑[J].求是，2017（03）：76-85.

②
夏淼.共享发展的时代内涵及人学意蕴[J].思想战线,2021,47(06):1-9.

③
陆自荣,张颖.从“共同富裕”到“共享发展”：理念的继承与创新[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7,20(05):70-75.
④
戴一帆.共享发展理念研究述评[J].社会科学动态,2022(03):79-85.

⑤
韩太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论渊源、实现机制、世界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

究,2017(02):37-43.
⑥
顾海良.新发展理念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J].经济学家,2016(03):5-7.

⑦
刘武根,艾四林.论共享发展理念[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01):91-95.

⑧
郭广银,王月清.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J].理论学刊 2017(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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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所提出的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具有理论内核上的一致性。共享发展理念反对

少数人独占发展垄断权，强调发展的机会应该由全民共同拥有，发展的成果也应

该由全民共同享有，因而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一脉相承。
①

胡守勇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结合当时欧洲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将唯物史

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作为论据，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指出了未来社会的发展

形态。
②
共享发展理念的思想内核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一脉相承，

比如在所有制上，社会主义社会要坚持公有制，只有公有制才能成为“满足全体

社会成员的需要”这一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制度保障；在根本任务上，社会主义

社会要紧紧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主题，只有如此才能为共产主义社会的

到来铺平道路；以及在未来社会形态上，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制度，最

理想的社会形态等。因此，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要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诸多

内容都非常相似。

白暴力、方凤玲指出，“共享发展”出自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目的的理论。

一方面，共享体现出发展的终极目标，强调全民共同享有，这一立场与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相同。另一方面，共享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所在。

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全体人民的利益是完全

一致的。共享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目的，即促进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统

一。

除了追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部分学者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

共享发展理念的思想基础。我国传统文化虽未明确提出共享发展，但在其中诸多

思想中都能找到共享发展的“影子”。戴一帆在《共享发展理念研究述评》一文

中对共享作出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如今的“共享”与过去的“共而在”、

“共而和”等理念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共享发展理念也处处彰显和体现着中

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智慧。
③
张怀民、尹紫薇指出共享发展理念蕴含着我国传统

大同思想的精神内核。并通过仔细整理大同思想的演进历程，挖掘出二者所具有

的内在一致性。从而说明共享发展理念是对大同思想的延续和一定程度上的超越。

④
黄晶晶在文章《共享发展的历史源流及时代意蕴》中指出，共享发展理念是在

①
陈浩辉,邓捷.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视域下的共享发展理念[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04):25-28.

②
胡守勇.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溯源与演进历程[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02):21-28.

③
戴一帆.共享发展理念研究述评[J].社会科学动态,2022(03):79-85.

④
张怀民,尹紫薇.论共享发展理念对传统大同思想的继承与发展[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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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继与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近代民生观念的创新发展。
①

（3）关于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意义的研究

学术界对于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意义的研究，已经由理论走向实践，由国内

延伸到世界。韩喜平、孙贺指出，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是在党中央有序推进“十

三五”规划的前提下，在深入思考并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民生领域发展现状及存

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所提出的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当下发展趋势的新理念。
②
从

这个角度来讲，共享发展理念是对社会民生领域如何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的理论

指导。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世界意义的角度论述了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价值，刘

方喜基于文化战略的角度，分析了共享发展理念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

党的重要外交思想的关联度。这二者都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的

果实，能够相互促进，是当前面对国际文化侵略的积极、有力回应。胡守勇指出，

共享发展理念是党在新时期实现的理论创新，不仅在中国具备可行性，顺应全体

中国人民的期望，并且也彰显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③

（4）关于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路径的探究

陈金龙认为，要实现共享发展，能否兼顾效率与公平是关键所在。为此，要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需要有效的制度进行保障，从而实现分配公平、机

会公平与权力公平。
④
付海莲、邱耕田深层次地论述了实现共享所需要具备的条

件或者需要历经的环节，包括宣传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精神、健全有效推进共享

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衡量共享发展的评价体系等。从而实现更高水平、更优质

量、更广范围的共享。
⑤
王立胜指出，共享的实现需要能力、机会与保障三大要

素共同保驾护航。并且在这三大要素中，共享主体所具备的能力是实现共享的前

提，主体具有创造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和愿望，才能做到“有物可享”。机会公平

是基础，只有大家拥有公正平等的获得发展的机会，人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

慧的力量，才能为全民共享的实现增添筹码。公共财政是保障。并且还需要指出

的是，基本公共服务是主体能力、机会公平、公共财政三者之间的桥梁，均衡、

①
黄晶晶.共享发展的历史源流及时代意蕴[J].学术探索 2017(05):23-27.

②
韩喜平,孙贺.共享发展理念的民生价值[J].红旗文稿,2016(02):15-18.

③
胡守勇.共享发展理念的世界历史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04):63-70.

④
陈金龙.五大发展理念的多维审视[J].思想理论教育,2016(01):4-8.

⑤
付海莲,邱耕田.共享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其解决路径[J].江西社会科学,2019,39(11):187-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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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够有效让这三者的优势得到发挥，并且产生相得益

彰的效果。因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共享的实现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

赵振华指出，要实现共享发展，要从理论思想和具体实践两个方面共同发力。

在理论思想方面，要提高对发展这个核心话题的关注、重视程度，因为发展问题

可以链接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问题；另一方面，要密切关注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各

方面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回应群众的合理诉求、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保障群

众的合法利益。
②
此外，如何深化并优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而实现更为合理

的收入分配也是推进共享的这条荆棘密布的道路上所绕不开的障碍物。苗瑞丹、

代俊远明确了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实践路径。其一，

指出“公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共享发展理念本身就内在地

包含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流意识

形态，要充分发挥其对于共享的意识、精神和理念的塑造的积极作用。其二，明

确除了社会公平正义，共享发展理念本身同样内在地包含着坚持人民群众主体地

位的客观要求，因此要以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着力点，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重视解决好人民群众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从而夯实实现共享发展的群众

基础。其三，重视社会制度对于共享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任何理念的实施都

需要相应的制度作为保障，共享发展的落实同样如此。要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能

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借助全面改革开放的“东风”，着力构建科学

有效的制度体系，为共享的实现筑牢坚不可摧的制度保障。
③
方杲、李争指出了

“共建共享”的深刻内涵与落实关键，强调共建共享要注重共享的权利与义务之

间的关系，防止极端享乐主义思潮。因此要从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建设入手，

促成全民齐心的治理格局，建设充满“齐心协力”氛围的和谐社会。重实践、兴

实干，强化积极进取的思想精神与团结协作的思想意识，树立大局意识、强化系

统思维和整体观念。
④

（5）关于共享发展理念概念关联性问题的研究

学术界对于有关共享发展理念的概念关联性问题也做出了相关的研究。比如

共享发展理念与新发展理念之间有何关系，与我们党的共同富裕目标之间又存在

①
王立胜.以共享发展促共同富裕：理念、挑战与路径[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06):61-67.

②
赵振华.关于共享发展的若干问题[J].理论探索.2016(04):5-12.

③
苗瑞丹,代俊远.共享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探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7(03):94-98.

④
方杲,李争.共享发展理念内涵的四个维度[J].长白学刊,2017(02):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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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关联等。第一，关于共享发展理念与新发展理念整体概念之间的关联。共享

作为其他发展理念的最终目的，一方面有其独特的理论内涵，另一方面又与新发

展理念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相关性。张乾元、谢文娟指出，必须立足于新发展理

念的整体范畴，来挖掘共享发展理念的内在逻辑。
①
陈金龙立足于概念的价值维

度，指出共享发展理念与其他四大发展理念具有目的上的相通性与一致性。
②
第

二，关于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具体含义虽各不相同，但是具

有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比方说，共同富裕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目标，共享发

展能够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很大助益。从这一角度来讲，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

二者是是条件与方向、方式与目标之间的关系。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时间维度上

的不同，共享发展所覆盖的时间范围更广，共同富裕只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高度

发达的阶段，而共享则是社会主义社会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具备的状态。陆自荣、

张颖深刻指出共享发展在内涵与外延上的相对广泛性。认为相较于主要指向社会

经济领域发展目标的共同富裕，共享发展则多出了人的发展领域的目标。即除了

明确经济发展，共享还强调了人的发展。因而，共享发展的要求是高于共同富裕

的，是共同富裕的更高表达方式与实现形式。
③
王立胜指出，共享发展理念本身

就包含了共同富裕的要求。因此，朝共同富裕进行奋斗的道路上也需要共享发展

理念作为引导，用制度来保障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并且保障作为共享

发展的表现之一的共同富裕的实现。
④

1.2.2 国外研究现状

从目前来看，国外学者对共享发展理念进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与之相关的社

会公正思想、社会福利制度等的研究著述当中。

（1）社会公正思想所蕴含的共享发展思想

伟大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正义论》中指出了人

与人之间的公平公正之于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程度。他认为，在一个社会中，对

于拥有差不多相同的个人天赋或者努力程度的人，他们所得到的资源与机会也应

①
张乾元,谢文娟.论新发展理念的内在逻辑[J].中州学刊,2017(01):1-8.

②
陈金龙.五大发展理念的多维审视[J].思想理论教育,2016(01):4-8.

③
陆自荣,张颖.从“共同富裕”到“共享发展”：理念的继承与创新[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7,20(05):70-75.
④
王立胜.以共享发展促共同富裕：理念、挑战与路径[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0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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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大致等同的，至少不应该受到他们的个人出身或是社会背景的差异的影响。

罗尔斯还提出，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不公现象，国家需要加大对其的关注程度。公

平正义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要实现这一要求，对个人的自由也要进行一

定的限制，个人的自由不可以是毫无规则与约束的。此外，一个社会中的制度与

规则应该围绕社会公正的原则来建构，需要政府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①
罗

尔斯还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制度顽疾与固有矛盾进行改良，以公平正义作为

原则来促成问题的解决。使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也取得一定的利益，进而逐步实现

社会成员对发展成果的共享。罗尔斯的公平正义思想与共享发展理念所蕴含的实

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本质思想如出一辙。

（2）福利社会制度所蕴含的共享发展思想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包括社会救济、公益慈善以及各种福利制度等，

通过丰富多样的手段，来进行对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又一次分配，从而产生缩小社

会贫富差距、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并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经济发达，其

用于福利政策及社会保障的资金也更加充裕，因此有着“保障一生”的特点。正

是这样的高福利政策包含了共享发展的思想。然而，国家和政府对各种福利制度

和社会保障进行“大包大揽”，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不利于提高公民在该方面的

责任意识，还容易造成政府入不敷出。部分西方国家为此进行持续不断的探索，

以期对本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有效改革。西方国家对此做过的调整与尝试包括：

福利型社会保障模式、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以及强制储蓄型社会保障模式等。
②

这些社会福利制度体系的建构逻辑对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思路借

鉴，是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所必不可少的思想前提与路径选择。

（3）关注“人的发展”思想所蕴含的共享发展思想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国富论》当中指出，

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其成果都应当回馈给广大的劳动群众，而不应当始终由

特定阶层或者少数人所占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这个社会是存在“道义”的。法国

经济学家、教授弗朗索瓦·佩鲁指出人的发展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忽视人

的发展的重要性的表现就是将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与衡量指标。他指出，

除了经济的增长，社会发展的本质更应该表现在社会成员自身自由以及全面发展

①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31.

②
刘芳,毕可影.社会保障制度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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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
①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指出发展过程

中的“人”的主体地位和重要作用。人的需求的满足是促进发展的动力所在，人

的自由的实现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物质经济的发展和人的发

展应该得到同等重视，如此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②
并且指出要将提升民

众的幸福程度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也就是说，提升社会经济水平只是发展

的一个方面，而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发展，比如需求是否得到满足、自由是否已

经实现是社会发展更为重要的方面。当然，社会弱势群体同样不容忽视。亚历杭

德罗·托莱指出构建“共享型社会”是拉美地区实现充分、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因而他立足于经济、民主和平等，对拉美地区的未来共享型社会形态绘制蓝图。

他认为在追求经济总量不断增长之余，还应该关注社会福利制度是否优越、发展

机会是否实现平等。共享型社会的建成取决于经济、制度等多方面的均衡发展、

良性互动与相得益彰。
③
这些关注“人的发展”的思想与共享发展理念以人民

为中心的本质殊途同归。

1.3 研究方法及重点解决问题

1.3.1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完成本论文的最基本的方法。在线上，运用主题检索的方式，

收集大量有关共享发展理念及其相关理论的专著、报纸、期刊、文件等。在仔细

阅读所获得的资料之后再将其进行筛选和提炼。在线下，利用图书馆等资源，查

找相关专著，保证所获资料的数量和质量。

（2）综合分析法

共享发展理念是一个覆盖面较广的综合性理论，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学、社会

学、政治学、法学等多个学科，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

域。因此，对于共享发展理念的研究，要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立足于多个

学科视角，进行多领域的综合分析。

①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3.

②
[印]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6.

③
[秘鲁]亚历杭德罗·托莱多.共享型社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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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史研究法

共享发展理念是在总结过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本文通

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有关共享的思想进行探

索，对共享发展理念进行溯源。这对于全面、深刻地认识和挖掘共享发展理念的

历史进程和理论渊源具有重要意义。

1.3.2 重点解决问题

论文的研究重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研究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旨归。

把握好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旨归，是进一步探索其实践路径的思想指针。主要对

共享发展理念的主要内容、本质核心、目标追求和基本要求进行了归纳，通过这

些方面系统概括和科学把握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旨归。其次是在提出新时代我国

实现共享面临的挑战之后进一步研究推进共享的相关路径。科学的理论是为了实

践而服务的。在深刻研究了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旨归以及现实困境之后，研究的

重点就转到了实践路径方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全面审视新时代我国

实现共享发展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对策。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1.4.1 创新之处

论文选题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能够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从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视角出发，在收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系统挖掘共享发展理念的理

论来源，以论证共享发展不仅是对以往发展思想的继承，更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实现的理论上的创新。同时在把握共享发展理念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归纳出共享

发展理念的本质核心、目标追求以及基本要求，以充分、完整、准确地把握共享

发展理念的理论旨归。最后，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并结合我国当前发展形势，从

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个方面探析新时代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挑战

以及路径，以期使研究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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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不足之处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庞大的著作体系的认知和把握有限。研究共享

发展理念的理论来源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理论来源的梳理可能存

在不够完善的问题。其次，关于实现共享发展的困境与路径探析不够全面和细致，

共享发展涉及众多领域，实现共享发展依旧面临着深刻考验。由于主客观条件的

限制，对于实现共享的路径探析无法做到足够的全面、深刻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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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来源

一种理念的形成是一个长久积淀的过程。共享发展理念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相关思想，汲取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精华，同时也吸收借鉴

了西方文化中的部分有益思想，逐渐形成较为完整全面的理论。

2.1 直接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共享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创新

和发展。而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内容之一的共享发展理

念，也必然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有关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中关于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及共

产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实现人的自

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等思想都为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提

供了直接来源。

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蕴含了共享的前提——生产力

高度发达。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①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决定着其

他一切社会关系。生产力作为生产方式的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

畴，制约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唯物史观领域的其他范畴。因此，

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极大丰富蕴含了实现共享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前提条件。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二者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并且

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共享本质上是一种科学合理的生产关系，而科学合理的

生产关系，必然要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作用。因此，共享的实现离不开高度发达的

生产力。在未来社会，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总产品才能满足全员需要并有

所富余，共享发展才有可能真正全面实现。

第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蕴含了共享的制度

保障——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主义认为，除了生产力极端低下、以氏族公社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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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特点、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的原始社会以外，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都是带

有剥削性质的私有制，统治阶级利益的满足总是要以牺牲广大劳动群众的应得利

益为代价。恩格斯在无产阶级草案《共产主义原理》当中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社

会不公现象的制度根源。只有废除私有制，让生产资料被广大劳动者共同掌握，

全体社会成员才能发挥出他们最大的力量，生产力效率才能实现最大化，生产力

才能真正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只有废除私有制，阶级以及阶级对立才能被彻底

消灭，社会才能结束以牺牲某一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另一阶级的需要的局面，

社会不公现象才有可能真正消失，全体社会成员的智慧和力量才能真正得到充分

的发挥。
①
在《论住宅问题》这部著作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若要想解决工人

住宅问题、或是有关工人的其他问题，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必不可少的关

键一步。只有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复存在的时候，只有当工人阶级自己掌握

生产资料的时候，其他社会问题才可迎刃而解。
②
由此可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

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也是实现共享发展的根本制度保障。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共享

发展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第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蕴含了共享的主体——广

大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拥

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鲜明地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特

之处。过去的一切运动，无论是封建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阶级的运动，还是新兴

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运动，其本质上都是在为少数人谋利益。无论是封

建地主阶级还是新兴资产阶级，由于他们所代表的是少数人的利益，因而在颠覆

了上一社会制度之后，也就是在占据了统治地位之后，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

了之前的剥削阶级的“老路”，他们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与以往相比并不存在本质

区别。而先进的无产阶级所代表的是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无产阶级所进行的社会

主义运动旨在维护占社会群体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利益。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的生

产力，其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之后，所建立的是生产

资料公有制、不存在任何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未来还会过渡到更先进、

更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说，无产阶级得到解放也就意味着全人类得到了解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2:308.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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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全部的社会发展成果也必须由

人民群众掌握在手中。该论述实际上与人民群众是共享发展的主体即“全民共享”

的观念同源、同流，说明了人民群众作为共享发展的主体的科学性、合理性、必

然性。

第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蕴含了共

享的根本价值追求——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

科学的理论体系，曾对未来社会做出合理的设想：未来社会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

的基础上形成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整体发展与个人充分发展具有一致性，

正如马克思指出：“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

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
①
。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阶级与国家全部消失殆尽，

社会成员的利益高度一致，个人自由的实现不会以牺牲他人的自由为代价。个人

利益与集体利益不存在矛盾之处，个人的充分发展会带动社会的整体发展。全体

社会成员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也能够公平地享受到社会发展的全

部成果。这是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实现共享发展的题

中之意。

2.2 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共享思想

我国历史悠久，拥有着多彩绚烂、举世瞩目的传统文化。作为新时代党的发

展理念，共享必然也可以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寻到痕迹与“基因”。中国地大

物博、资源丰富，正是这样的特点造就了中华儿女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中华民

族自身强大且不欺负弱小，从不想侵略扩张，从不会主动挑起纷争。我们发展壮

大的目的从来都是满足自身需求而非挑衅他人。这是我们的民族禀赋，也是共享

发展理念得以孕育和成长的沃土。因此，深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会发现

其确与共享发展理念“师出同门”。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文化标识，其所推崇诸多理念都倡导权利的

公有、财产的共有，譬如“等贵贱，均贫富”、“抑强济弱”、“天下为公”、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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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治天下”等，因而形成了具有民族特性的文化基因。儒家经典《论语》中有

一句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意思是

把分配财富看得比创造财富更为重要，把实现公平看得比促进发展更为迫切。充

分反映出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思想。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有教无类”思想是

指人们不论身份高低、财富多少，都有平等地享受教育的权利，在教育事业中要

遵循一视同仁的原则。“因材施教”思想是指教师要善于看到每个学生不同的特

点，对不同的人施予不同的教育方法，这也是一种公平的体现。此外，儒家学派

又一代表人物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思想，

是指对待任何人都要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般，也能体现出人人平等、人人共享

的思想。孟子又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表达了民贵君轻的社会政治

思想和治国理念，具有浓厚的民本主义色彩。指出让老百姓实现共享发展才是君

民融洽之道，体现出君民共享的思想。《荀子·王治》中的“选贤良，举笃敬，

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
①

也暗含了君民融洽之道，即让老百姓实现共享发展。

“大同”理想社会与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大同”思

想出自于先秦时期《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一文。其曰“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意思是说天下是大家共有的，人人讲究诚信，社会氛围十分和谐。

在这样的“大同”理想社会中，公共权利与物质财富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这是

我国古代人民追求人人平等、社会公正、财富共享的朴素愿望的强烈反映。由此

可见，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最原始淳朴的公平公正思想，无论是儒家主张

的“仁”道、“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还是宋明理学提出的“合理”即公正的

思想，都能体现出公平与公正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共享

发展理念的思想内核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时间的坐标拉回到近代中国，康有为提出“全世界人皆平等，无爵位之殊，

无舆服之异，无仪从之别”，体现了公平公正思想；洪秀全提出要建立“有田同

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充满平等的理想社会；以及孙中山先生

提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思想，均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启蒙书”。总而言

之，纵观时代脉络可以发现，“共享”一直是中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的一种能实

①
王森.荀子白话今译［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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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因此，共享发展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接续传承和创新发展。

2.3 重要借鉴：西方文化中的共享思想

西方文化中所包含的“公正”、“平等”、“自由”、“正义”等思想，为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灵感启发，也为习近

平共享发展理念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益借鉴。

丁立群在《发展：走向深层意义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古希腊哲学最先将目

光投向了发展问题，并指出发展的目的就是美与善。即“发展问题最早出现于古

希腊哲学关于宇宙至善的形而上学思辨中”
①
。苏格拉底为美与善下了最简单和

原始的定义：美与善就是有用和有益。
②
柏拉图的部分思想中有着共享的萌芽，

他在《理想国》中指出，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使全体公民获得最

大程度的幸福，而不是为了仅仅让某一个阶级或某一类人获得幸福。
③
亚里士多

德认为社会发展成果的分配一方面要坚持分配正义的原则，即公平地享有发展的

权利与成果。另一方面也要坚持补偿正义的原则，也就是说，若在分配中出现了

不公的现象，就要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群进行补偿，从而达到人人平等。由此

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的实质在于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提高人民利益

共享程度、丰富人民物质财富、进而增进人民福祉。除此之外，古希腊哲学家倡

导全体公民共享幸福的理论，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邦社会矛盾的出现，

进一步提出了“城邦共享”。“正义”是城邦建设的生命，只有正义才能够让各

城邦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得到平衡与协调，也只有正义才能够成为各城邦主体共

同利益最坚实可靠的“捍卫军”。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将公平正义渗透在城邦

组成、成员素质和交往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各个环节，城邦社会的危机才能得以化

解，矛盾才能得到缓和。城邦社会的共享环境才能构建起来，稳定与和谐才能得

到保障。
④
总之，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所倡导的公正、

平等、正义等思想为共享发展理念所提倡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有益参考。

①
丁立群.发展：走向深层意义的研究[J].求是学刊，1996(2).

②
赵敦华.西方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7.

③
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33.

④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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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世纪，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宣扬自由、民主、平等，同样也为

共享发展理念的建构提供了有益思路。卢梭在其代表作《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一

种观点：国家实际上是存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两个阶层之间的一种契约。创

建某一国家的出发点是使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得到维护，但若某一阶层利用职权

之便专为本阶层牟取利益，并以损害其他阶层的利益作为代价，那这样的行为就

是对社会契约的破坏。因此，国家有义务保障它的每一位公民的自由、权利和公

正。而不论阶级、民族等客观因素，要让每个人都能平等享受社会福利。这才是

对社会契约的遵守。
①
这同共享发展理念的本质如出一辙。另外，在有关教育的

问题上，卢梭认为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有利工具。主张无论贫富，每个人

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其中蕴含着机会公平的共享思想。

诞生于 19 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直接思

想来源，那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所向往的理想世界形态体现出共享发展的精神

内核。他们提出在所有制形式上实行公有制、人人参与劳动、加强社会分工、消

灭阶级、阶级剥削和贫富差距等主张，为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后代思想家

提供了灵感的火花。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鼻祖”人物莫尔在其代表作品《乌托

邦》一书中，对垂死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每个毛孔都沾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控诉与鞭挞，并且描绘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

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全部社会物质、精神财富，共同享受社会福利的理想世界。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哲学家康帕内拉于 1622 年在狱中完成

了其重要著作《太阳城》。在这本书中，康帕内拉对资本主义制度予以否定，批

判该制度所导致的社会公平正义有所缺失的现状。并且构想出一个完全不同于资

本主义社会的、公平正义能够得到充分展现的高度理想社会。在这个理想社会中，

全体成员都用平等的地位和姿态参与到社会生产、建设等活动当中来，生产成果

也是由大家共同享有的，绝不会为某一阶层或少数人独占。这些闪烁着天才的火

花的开创性设想都是在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坚决否定和深刻批判的基础

上产生的，为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养料。总而言之，虽说空想社会主

义者对于未来美好社会的各种设想具有着不切实际的空想性质，并没能撼动资本

主义制度的根基，但是这些构思确实为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

①
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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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十分重要的灵感启发，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又构成了共享发展理念的直接理

论来源。

再将眼光收回到当代西方，法国哲学家萨特和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部分

思想中存在着与共享发展理念相似的内容。萨特强调人的发展的重要性，倡导人

的平等、自由与权利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并且，要发展人的智力、维护人

的财产和尊严。共享发展理念站稳人民立场，最终归宿也同样落实在人的身上。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如果要想让动机相似、目的相似的人具有同样相似

的受教育的机会，即为了实现机会的公正平等，那么就需要有相应的机构设置或

是制度设计，来提供必要的保证。
①
罗尔斯认为社会体制的正义是最为重要正义，

因而提倡构建公平的社会体制，以便给予民众更到位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也

就是说，实现公平正义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以及民主权利，从

而令其更好地实现共享发展。这与共享发展理念所提倡的社会公平正义存在着紧

密联系。总而言之，西方文化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方向、目的、宗旨、理

念等问题，由过去的“把经济增长量奉为圭臬”，逐渐变为如今的“人的发展同

样不容忽视”。当今世界，针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愈演愈烈的问题，诸多西方

国家已经开始着眼于共享思想，想要寻求解决方案。例如，针对社会收入差距过

大的问题，美国政府对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此来促

进社会财富的合理、平均分配。比如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以切实提高劳动者收入、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生活、完善税收制度体系以调节过高收

入、以及引导和鼓励第三次分配等。

综上所述，共享发展理念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有关思想，继承了

中华民族和优良禀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深刻反思了资本主义国家收

入分配两极分化产生的后果并借鉴了其相关的实践经验和制度设计，从现实情况

出发，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必将使共享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

动实践中得以真正实现。

①
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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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旨归

把握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旨归关系到如何在实践中将其贯彻落实。本章将从

共享发展理念的主要内容、本质核心、目标追求和基本要求四个方面论述共享发

展理念的理论旨归，以期给予共享发展理念完整、全面的阐释。

3.1 共享发展理念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对共享的主体、客体、方式、进程进行了系统阐释，即

“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以及“渐进共享”。这四个方面构

成了共享发展理念的主要内容。

3.1.1 共享的主体：全民共享

“全民共享”回答了“谁来享”——即共享的主体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了全民共享的含义，共享发展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而不是少数人或者一部分

人享有。这是因为，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和根本性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我国的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的根

本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这充分说明了人民在我们国

家的主体性地位，也充分解释了全民共享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客观必然性。也就是

说，共享发展的主体具有绝对意义上的广泛性，其包括全体人民，不能有一个人

被排除在共享的范围之外。即参与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和建设的每一位劳动者，拥

护党的领导和祖国统一的每一位爱国者，都应该成为共享的主体。共享主体的广

泛性同时也彰显出党和国家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另外需要指出的是，

共享发展强调全民共享，是相对受益，而非绝对受益。意思是说，要对经济社会

发展成果进行相对公平的分配，而非绝对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体。全民共享并不

意味着可以不劳而获。因为矛盾具有特殊性，每个人都存在着个体差异，这就决

定了每一个体由于自身能力的不同会创造出不同的劳动成果。在最终的分配上也

必须体现出这种差异，这时若仍是盲目且“一刀切”地进行完全均等地分配，那

么对于辛勤、刻苦、创造成果较多的劳动者就有失公平。但需要明确的是，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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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必须要处于合理的范围之内，并且这是由于个人能力差异所致的，并不是由

于有失公正的社会体制所致。因此，全民共享并不是均等、无差别的享有，共享

的结果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劳动者的付与回报是相匹配的。

3.1.2 共享的客体：全面共享

“全面共享”回答了“享什么”——即共享的客体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了全面共享的含义：“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
①
。“全面”指的是共享

领域的全面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经济领域的共享，

而在其他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也有着共享的需要，比如政治、文化、社会民生、

生态、法治等。在经济领域，不仅需要把“蛋糕做大”，更要注重将“蛋糕分好”，

从而让经济领域的发展成果为人民共同享有。在政治领域，要保证让每个人都有

机会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让“国家的一切权利属

于人民”落到实处。在文化领域，要让不同身份背景、不同社会阶层、各行各业

的人们都能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建设成果。在社会民生领域，要保证在教育、

医疗、就业、住房、社会保险等问题上，人民具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在生态领

域，让每一位群众都能享受到天蓝、地绿、水清的优美生态环境，共享生态产品

与生态文明。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全面共享除了要让全体人民共享各领域的发展

成果，而且还应该保障全体人民在各领域、各方面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总之，共

享的主体是具体的、历史的、全面发展的人。处于特定社会当中的人就会产生丰

富多样的需求，包括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以及精神上的需要

等等。正是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和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我们所追求的共享是全面共

享。

3.1.3 共享的方式：共建共享

“共建共享”回答了“怎么享”——即共享的方式的问题。共建与共享是不

可分割的，二者辩证统一于共享实践中。共享——是在共建的过程中实现的共享，

共享是共建的目的；共建——是以共享作为驱动力的共建，共建是共享的实现方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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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要依靠全体人民共同参与才能完成。

一方面，共建是实现共享的途径。共建，就是指共同建设，要让我国全体人民共

同参与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当中，让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从而为共享的实现创造出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这是因为，其一，共享并非意

味着能够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各社会主体首先要参与到社会建设当中来，才能

成为共享的主体；其二，共享的对象——即各领域的发展成果也不会凭空出现，

而要靠广大劳动群众的辛勤劳作与创新创造才能够产生。因此，共建是实现共享

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另一方面，共享是推动共建的引擎。只有将共享作为发展的

最终归宿所在，将共享作为一种社会发展常态，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共建的积极性

与主动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共建的程度和规模才能不断得到提高。反之，如果

共享成为空谈，发展成果始终为少数人所掌握，那么广大劳动群众共建社会的积

极性也会逐步消失殆尽。由此可以看出，共建是方式，共享的目的，二者是“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3.1.4 共享的进程：渐进共享

“渐进共享”回答了“如何实现”——即共享的进程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了渐进共享的含义，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差异，

决定了我们所要实现的共享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共

享发展必然是由较低程度到较高程度、从较低水平到较高水平、由不够均衡到相

对均衡的进程。并且还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的共享，也还是

会存在差距，当然是在可控、合理范围内的差距。渐进共享可以从马克思辩证唯

物主义的真理当中寻找到其科学合理性。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定律告诉我们，

一方面，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量变是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会经历的过程，

缺少量变的积累过程，质变就失去了实现的可能和发生的前提。共享具有渐进性

的特点，是一个在不断增加发展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利益关系调整，分步实现、逐

步完成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事物的发展不可能永远

处于量变的环节或者过程当中，量变持续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质变。并且，在

发生质变之后，新的量变又会产生。事物的发展就是在“量变——质变——新的

量变”这样的过程中的循环往复。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一方面，当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共享发展理念及其实践路径研究

24

事物的发展处在量变阶段时，要踏踏实实做好日常工作，为未来重大改变作准备；

另一方面，当质变来临的时候，要果断地、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促成质变，使

工作迈上新台阶。共享的推进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共享是持续性和飞

跃性的统一。一方面，共享的持续性是实现飞跃性的前提，只有不断提高社会生

产力，创造出丰富的发展成果，即具备了这样的丰厚的积累，才有可能促成共享

的飞跃性的实现。另一方面，共享的飞跃性是持续性的必然结果，只有把握时机，

以改革的手段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从而促成质变，使共享

的程度、水平上升一个新的台阶。因此，渐进共享告诉我们共享的实现也要遵循

质量互变定律，在推进共享的道路上不能操之过急。要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认清共享实现过程当中具有的渐进性的特点。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果

断地抓住机遇，推动共享逐步实现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发展。

总之，共享发展理念这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是相互贯通、相互作用、有机统

一的整体。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分别对共享的主体、共享

的对象、共享的方式途径和共享的推进进程进行了科学阐释和系统论述，深入地

回答了新时代中国“谁来共享、共享什么、如何实现共享以及共享的进程是什么”

的多个问题。

3.2 共享发展理念的本质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
①
以及“保证人民平等参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
②
。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证社会公平正义是共享发展

理念的本质核心。

3.2.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马克思恩格斯群众史观指出，历史的创造者并非占总人口极少的历史人物或

者英雄人物，而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个别历史人物可能会决定个别历史事件的

结局，但无法改写人类历史这部鸿篇巨著。只有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决定社会

①
习近平.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3-10(002).

②
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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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程和走向。人民群众顺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可以变革旧的生产

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力量。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行动代表着历史前进

的方向和趋势，影响着历史发展的结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的根本政

治立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群众史观的创造性运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共享发展理念的本质核心，共享发展就是实现以人民为

中心的共享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我

们党自成立以来就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保持着紧密联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在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都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各项理论政策中都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另一方面，共享是在共建的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的，共享发

展理念的贯彻落实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因此，谈起“共享”，自然也就

离不开“人民”二字。并且还需要指出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终

是指向高质量发展的，因此，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始终坚持推动并实

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共享发展理念的本质核心，意味着要让

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社会各个领域丰富多样的发展成果，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划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

化的需求。

3.2.2 保证社会公平正义

共享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息息相关，共享发展本质上就已经内在地包含着社

会公平正义的积极诉求，坚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习近平关于共享发展论述的内容

之一。保证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共享发展理念的本质核心有着深刻含义。一是坚持

建立并完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体现在保障和

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加大制度建设的

速度和力度，从而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建立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并且，要逐步建

立能够体现或者包含权利公平、机会公平以及规则公平三方面衡量维度的社会公

平保障体系
①
。二是要注意在改革、发展、稳定中促进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

曾指出，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革，要能够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带去真切、实在的利

益，要通过改革为人民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让不公平的现象变得越来越少，

①
习近平.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3-2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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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满足感。改革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关键一

招，同时也是实现共享发展的重要途径，必须坚持以民生为本与保证社会公平正

义的改革方向。总之，坚持立足于社会公平正义，才能确保共享发展的真正实现。

3.3 共享发展理念的目标追求

“全面共享”指出我们所追求的共享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共享，而不是某一

方面或某一领域内的共享。从“五位一体”的视角出发，共享发展理念的目标追

求包括：共享繁荣经济、共享民主政治、共享多彩文化、共享和谐社会、共享美

丽生态。

3.3.1 共享繁荣经济

源源不断地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的前提，也是共享发展得

以实现的根本物质基础。公有制是共享的制度前提，劳动成果的公平、合理分配

是重要保障。因此，为实现经济领域的共享发展，不仅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还

需要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作为制度条件，以及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作为重要保障。

首先，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共享最根本的制度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

次明确，推翻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所有制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实

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的前提。因而消灭私有制是实现共享发展不可跨越的一步。

只有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物质资料、共同劳动，并进行公

平合理的分配，才能为共享发展的实现提供可能性。共享繁荣经济要充分发挥我

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保障作用。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结构上表现为以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且，这一所有制结构形式决定着基本

经济制度的另外两个方面，即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共享发展要求以公有制为主体，但这并不否认多

种所有制经济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必要性和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能够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增添活力与创造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的

所有制条件下，经济水平能够得到提升，从而不断夯实共享发展的物质条件与制

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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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是实现共享的重要保障。马克思在《资本论》当

中不但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也对相应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进

行了初步阐述。他指出：“在生产活动中，每个生产者的应得份额是由他的劳动

时间所决定的”
①
。之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社会主

义社会在分配方面是如此进行的，每一个生产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

会的，也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②
因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分配方

式。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按需分配。目

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体现在分配方式上则是以按劳

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样的分配制度能够保证劳动者获得与其劳动量

相匹配的价值，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

总之，为了实现共享发展，我们不但要注重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更需要

考虑的是如何将其进行公平合理地分配。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切实缩小

贫富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共享繁荣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共享发展的

题中要义。

3.3.2 共享民主政治

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民群众对于政治领域的共享发展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共享民主政治，离不开一系列制度体系的保障作用，从而使人民群

众共享政治权利真正落到实处。

首先，坚持一系列的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共享发展理念是

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不能离开基本国情空谈共享发展。在政治领域，共享发展

主要由一系列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提供保证。一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

是我国的政体及政权组织形式，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符合我

国国情，能够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充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

党充分发扬民主、积极贯彻群众路线，也是政治领域共享的鲜明、突出表现。二

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

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特点能够真实、广泛并持久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

①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6.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9: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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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的根本利益；其次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坚持各民族

一律平等、共同奋斗、共同繁荣，因而有利于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以及各民族共

同发展；最后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其推动社会基层直接民主，有利于保障基层

群众的民主权利，能够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在政治领域的共享。三是我国民主的特

点——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国的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在政治生活的全过

程，选举、协商、管理、监督等，我国人民都依法享有民主权利。这些环节扩大

了人民有序政治参与，集中反映了全过程民主的具体形式。全过程民主的特点也

是我国人民在政治领域共享的鲜明体现。四是我国民主的形式——协商民主。在

事前、事中开展广泛协商，大家共同商议社会改革发展中的大事小事，全体人民

都享有参与以及发表看法的权利，体现出全体人民共享民主政治。总之，通过这

一系列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人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不断加深、内容

不断丰富、范围不断加宽，共享民主政治不断得到有效落实。

其次，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权利和地位上的平等。这是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

度体系的价值指向，也是实现政治领域的共享的题中之意。共享民主政治，就是

要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以及规则公平。权利公平是指全体人民无论年龄、性

别、民族、职业等，都能平等地享受各项资格与权利。机会公平是指社会公正地

为每位成员提供同等的机会，这意味着个人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自身客观条件和

努力程度的差异，而与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和阶层差异无关。规则公平具体表现

在规则制定科学合理、规则运行规范透明、规则监督全面合理。总之，要在权利

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原则下，构建更加有利于共享的制度体系，实现发

展权利、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的统一。

3.3.3 共享多彩文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识，也是人民的精

神家园。我国虽为文化大国，但要真正实现文化领域的高水平共享，还需要向文

化强国转变。在共享发展的要求下，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丰富，国家

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

首先，丰富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方面，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

设得到进一步推进。群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多元化开展，国家重大文化设施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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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项目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

艺得到进一步的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发展丰富、

多样的文化产业，注重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不断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

量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总之，在共享文化领域发展成

果的要求下，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使得全体

人民都能更多、更全面地享受到优质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精神上需求得到充

分的满足。

其次，强劲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由于文化而

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实现文化领域的共享发展，离不开强大的国家文化软实

力。为此要努力弘扬中华文化，让璀璨、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中

国依然能够熠熠生辉。要积极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传递“中

国声音”，向全世界推广中国文化。从而让强劲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为文化领域的

共享发展提供强大后盾。

3.3.4 共享和谐社会

实现社会民生领域的共享发展，集中体现在和谐社会的创建上。共享发展与

社会和谐是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为此，就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就要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首先，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领域所涉及的问题直接关乎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现实利益，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领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保障和改善

民生，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共享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其一，就业是最

大的民生，是人民生存的经济基础和基本保障。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各种

促进机制，以实现更加高质量的就业。其二，教育和就业紧密联系、息息相关，

是民生共享的关键。国家的前途命运系于青年身上，教育资源等的共享也是民生

领域共享的重要方面。其三，社会保障发挥着“兜底”的作用，是最基本的民生，

是促进共享发展必不可少的措施。要健全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保体系，充分发挥

其重要作用。其四，医疗关乎人民健康，实现医疗资源的共享是推进共享发展不

可或缺的部分。要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人民提供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总

之，实现社会民生领域的共享发展需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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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织牢社会保障体系之“网”及进一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等。让广大人民群众

在社会民生领域无后顾之忧，从而共享和谐社会。

其次，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也是共享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于解决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在于维持有利的社会秩序。

要对二者齐同发力，以实现共享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

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完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加强社会治理的关键

所在，要凝聚各方力量，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努力构建基层社会治

理新格局，从而使得党中央所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观得到真正落

实。

3.3.5 共享美丽生态

生态共享是指，一方面，生态环境方面的责任、义务要由全体人民共同承担，

而不仅仅是行业内一部分人的责任；另一方面，生态发展成果、生态产品收益也

要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而不能仅由少数人占有。生态共享强调要通过人们的参

与和协作，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体人民共享生态权益。生态共享是共享发

展的重要方面，也是生态建设的客观要求。马克思曾指出只有大自然能提供人类

生存发展所必须的全部物质资源。因此，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对生

态建设的责任、义务、权益、成果等进行公平合理分配。在生态共享的要求下，

生态文明体系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生态环境风险得到有效防

治，生态共享的理念也不断加强，绿色发展得到全面推动与落实。

综上所述，共享发展理念的目标追求是实现“五位一体”各领域的共享。缺

少任何一个领域，“全面共享”就会成为空壳，共享发展理念都无法真正落实。

3.4 共享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

贯彻共享发展理念要求坚持发展这个根本任务，要求完善有利于共享发展的

制度体系，从而为共享发展的实现提供根本物质前提和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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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坚持发展以夯实物质基础

共享的实现离不开发展这个前提。只有社会各方面都实现一定程度的发展和

进步，共享才能有物质上的充分支撑。如果没有物质财富的充分积累，共享只能

是有限的、片面的。因此，只有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才能将共享落到实处。共

享与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共享作为发展的立足点，为发展

确立了目标与指向，使得发展遵循正确的轨迹前进，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具体实

际相适应。还需要注意的是，共享不是空想，也不是“等靠要”的享受，共享的

实现需要发达的生产力作为支撑。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要促使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和劳动者三个要素维持内在的协调性。总之，只有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提高生

产力、调整生产关系，共享才有源头活水，才能具备可持续性，并且逐步达到更

高的水平。

3.4.2 完善制度以加强重要保障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需要全体成员共同遵守。制度建设的必要

性不仅在于维护全体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协调人际关系，还在于为社会经济发展

提供重要保障，进而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共享不能自发实现，需要科学、合理、

有效的制度安排作为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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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由此可以看出制度建设对于共享的

实现的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要立足于具体的发展要求，制定管根本、

管全局、管长期的制度与政策体系。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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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时代中国共享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我国站稳人民立场，将共享作为发展的最终指向。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

物发展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国在推进共享的过程中也无法避免地面

临着困境。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当前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方面都存

在挑战。

4.1 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

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相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生活方

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①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所在。因此，生产力在推进共享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作用

更为突出，这也就意味着生产力层面的困境更加复杂多样。目前总体而言，我国

经济已逐步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但内部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的问题依然

突出，这成为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对共享发展的推进造成了

阻碍。

一方面，“不平衡”指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发展成果在城乡以及区

域之间分配不均衡、不协调的问题。自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建设成果巨大。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城乡、

区域发展依然不平衡、不协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

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

系。”
②
虽然我国颁布实施了各项区域发展战略，对欠发达地区提供了更多的政

策照顾，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差距。然而，从目前来看，我国城乡、区域发展

不平衡、不协调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不充分”指的是在经济

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公共服务水平不够高的问题，还无法使群众多样化的需要得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1.

②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0-10-1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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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充分的满足。也就是说，我国的社会物质财富还没有达到“充分涌流”的水平，

社会生产力还没有达到足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的程度。无论是看发展成果

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存在着不够充分的问题。

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中，“不平衡”指向的是结构性问题，即

发展成果在城乡、区域间分布不平衡；“不充分”指向的是发展成果数量的问题，

即社会发展程度不高、发展态势不稳定、成果数量不足。不平衡与不充分是一枚

硬币的两面，共同反映出我国经济在总量迅速提高之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且，

发展成果之所以分布得不平衡，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发展的不充分所导致的。不充

分使得共享的内容不够完善，不平衡使得共享的水平不够优异。因此，应对与解

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和问题，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在这个

过程中，我们不能唯经济增长“马首是瞻”。马克思主义认为，将物质资料的生

产等同于全部社会生产，是对生产力的物化，会让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受到阻碍。

从而使得共享的推进也相应地受到阻碍。由此可见，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在确

保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同时，更加注意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的实现，从而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与全体人民全面共享的实现。

4.2 现存生产关系中的某些方面不适应共享发展要求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着的。生产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人

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是人们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能够与生产力相适

应的一种客观的经济关系。马克思最初对于生产关系是这样描述的，为了进行生

产，人们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联系或者关系。反之，只有在这些联系或者关系的框

架范围之内，人们才能将自己的力量作用于外部客观世界，才能进行生产。马克

思进一步指出，在生产关系中，最基本的、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是生产资料

所有制关系。它是人们进行生产的基本前提，同时也决定着其他的关系，如生产、

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等。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生产关系分为两种基本

类型：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其只

有为生产力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时才能够存在。也就是说，当生产关系能够适应

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时，就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相反，当

生产关系不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时，就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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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作用。还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这种反作用只是在理论

上存在，而在实际中，情况是相对复杂的。具体表现为：新的生产关系总体上能

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但也有可能会出现它的某些方面不能适应生产力

的状况，从而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相反，旧的生产关系总体

上是不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的，但如果对它的某些方面做出一定的调

整和改变，也有可能令其能够局部地、暂时地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

用。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这为共享

的实现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然而，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多种多样的生产关

系共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我国的生产关系总体上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也会有某些方面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

情况出现，这些方面会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碍，从而不能够适应共

享发展的要求，不利于共享的实现。

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统一的。共享的价值

指向是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直接体现，是优化

调整生产关系的重要环节，也是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条件。

纵观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领域，总体而言，“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尚未

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依然不足。可以说，中等收入群体迟迟得不到有效扩大，从

根本上来说是收入分配不均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均直接威胁到社会公平正义，

这与共享发展理念的本质核心相违背。为平衡收入分配，我国做出了诸多政策调

整。然而存在于地区或者行业之间的较大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使得初次分配的

效率有所降低。收入差距较大以及这一现象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

背后实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使之不能适应共享发展的要求，

是实现共享的重大挑战。

4.3 现存上层建筑中的某些环节不适应共享发展要求

马克思将一个社会比喻为一座大厦，把纷繁复杂社会关系归纳为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两大类。经济基础简单来说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包括观念上

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了经济基础与

上层建筑间的决定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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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

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

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①
经济基础与

上层建筑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经济基础构成了社会的

骨骼系统，上层建筑构成的是社会的血肉系统。也就是说，这二者的关系是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为能适应生产力发

展要求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就会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当上层建筑为

不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就会对社会发展起到消极的阻碍

作用。也就是说，上层建筑反作用的性质与其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直接相关，

但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因为经济基础作为生产关系

的总和，本质上就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先进或是落后，是由它能否适应生产

力的发展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各项体制机制改革，我国的上层建筑总体上与经济基础

相适应，但仍存在需要改善的部分。目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更

好地服务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就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上层建筑。其中，政治上层

建筑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只有全面、完善、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协调各种

利益关系，从而保障共享发展的实现。目前，我国共享发展的实现仍旧面临着一

些体制机制上的障碍，比如在激发共建主体创造活力的方面，在尊重与保护共建

主体创新成果的方面等。此类问题的存在使得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受到一

定程度的限制，使得社会持续发展的活力不能很好地保持。还存在诸如利益表达、

协调与保护机制不够健全和完善等问题。

此外，观念上层建筑也就是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对

共享的实现同样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除了丰厚的物质条件和有效的制度安排，

共享的实现也需要精神上的引领。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

位，并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意识形态发展，但依然存在一些不利于共享

发展实现的思想意识。一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对共享发展意识形成一定程度的不良

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令个人主义价

值观滋生。个人主义价值观将个人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不允许个人利益受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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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何威胁，对共享发展意识予以忽略或者排斥。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利于凝聚群

众的力量，削弱了共享意识，不利于共享的实现。二是对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解有

误。具体表现为把共享发展当成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把共享和绝对平均地进

行分配画等号；或是认为共享可以同时同步地实现。这样的观念是没有对共享发

展理念的理论旨归进行正确认知的表现。共享是在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共建的过程

中实现的共享，绝不意味着可以无偿地享有发展成果；共享是允许合理差距存在

的共享，绝不等同于平均主义；共享是逐步、渐进实现的共享，不会同时、同步

达成。三是社会先富群体带动后富群体的使命意识问题。社会先富群体在改革开

放初期利用政策优势发家致富，现如今更应该回馈社会，让更多群众都有机会享

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便利。然而，部分先富群体并没有意识到要以“先富”

带动“后富”，没有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

整体而言，我国拥有先进的上层建筑，但仍无法避免存在某些环节不适应共

享发展的要求，这些环节会对我国共享发展的实现提出挑战。我们必须及时做出

上层建筑的调整与变革，否则“政治权利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

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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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时代中国推进共享发展的路径探讨

共享发展理念是指引中国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科学理念，不能只停留在理论

上，只有将其落实到实践当中才能发挥出价值。因此，我们必然要在以上对共享

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的研究基础上，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三个层面探

析新时代中国推进共享发展的实践路径。

5.1 实现生产平衡充分发展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发展不仅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基本内容和衡量尺度，

同时也制约着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发展，是其他方面的发展的基本

物质条件。只有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下，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需要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全面的满足。因此，实现生产的平衡充分发展是满足人

民多样化需求、也是新时代推进共享的必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

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从根本上说，共享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面临的

多种困境最终都指向发展问题，这就要求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继续发展生产力。

为此，必须努力实现生产平衡充分发展，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为

共享发展的实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是要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大力推

动科技革命和进步，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为此，我们要继续加强完善相关机制

为创新发展助力，强化前沿问题研究，加快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速度。二是筑牢实

体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体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党的二

十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上。”
①
为此，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产业、优化升级传统制造产业，使制造业的

生产运行效率不断提升。要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和各项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靠拢，

真正盘活实体经济，切实助益实体经济发展。同时，还要大力弘扬实干精神和实

业报国的社会责任感。充分宣扬实体经济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积极引导广大

高校毕业生投身于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建设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三是

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随着逆全球化潮流的肆虐，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1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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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国家大搞贸易保护主义，这不利于我国市场、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

因此，做出转变势在必行。我国人口众多，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把发展的立足

点拉回到国内，符合我国现实发展状况，也顺应未来发展趋势。构建新发展格局

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要继续坚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的自立

自强，释放内需潜力，充分依托我们的市场资源优势，以巨大的国内市场形成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

5.2 调整完善不适应共享发展的生产关系

“共享”本质上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体。“享”反映的是生产力

的发展程度，“共”反映的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共享发展强调“享”的程度，

更强调“共”的水平。因此，实现全民共享就要求分好“蛋糕”。我国公有制的

所有制形式是有利于共享发展的实现的，但仍然需要对不适应共享发展的生产关

系进行调整，从而让生产关系得到不断优化。

收入分配制度作为一种生产关系，需要不断加强完善。解决好收入分配的问

题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社会不公的现状，有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共享的实

现。继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更加注重初次分配中

的公平问题。初次分配由市场主导，是各市场主体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按劳动量

的多少得到的分配结果。若在初次分配中出现重大不公，再分配中则难以扭转。

为此，企事业单位需要设计更加合理的薪资制度，让工资与劳动成正比。要着力

提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比重，使员工收入不再仅仅是单一的劳动所得。要尽力缩

小因地域差异而形成的收入差距，形成薪酬与工作强度和贡献程度成正比的分配

方案。要发挥国家现有法律、法规的作用，发挥政府对企业的监管作用，科学合

理规范、调控收入分配原则与行业分配机制。二是要继续协调好再分配的问题。

再分配由政府进行，是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通过转移支付、税收、社会保

障等多种途径对社会财富进行又一次分配的过程。市场唯效率论，初次分配的结

果自然是能者多得，因而由市场这双“有形的手”主导的初次分配是盲目的、可

能出现不公的。而由政府这双“无形的手”主导的再分配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

足，从而实现对收入分配的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为此，要强化税收制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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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其调节作用。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

社会收入差距。还要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兜好

底”。三是要重视并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第三次分配由社会实现，主要是由高

收入群体在自愿的前提下，以捐赠或资助等公益形式对其资源和财富进行又一次

分配。相较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发挥的是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作用。

第三次分配为共享发展的实现增添了一条路径。为此，需要完善相关制度建设，

包括健全回报社会的激励机制，建立合理的慈善捐赠税收制度等。

综上所述，新时代推进共享发展必须从发展生产力和优化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发力，在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中推动共享发展，为共享发展的实现提供坚实的物

质基础和牢固的制度保障。

5.3 构建服务共享发展的上层建筑体系

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二大规

律。因此，为巩固经济基础，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

也非常重要。在社会主义中国，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维护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要积极推进上层建筑领域变革，构建服务

共享发展的上层建筑体系，为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从

而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进而推动共享发展的全面实现。

构建服务共享发展的上层建筑体系，要从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两部

分入手。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要继续完善与共享发展相匹配的体制机制，以一

系列科学、合理的制度为保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要建立相关体制机制

来保护各主体的创新成果，从而激发共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社会持久向

前发展和共享的优质、全面实现提供不竭动力。在观念上层建筑方面，要凝聚共

享意识，让共建共享的思维方式扎根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并用这种思维方式来指

导具体的实践，从而推动共享发展。要摆脱共享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困境，

培育人人参与共建、人人追求共享的思想意识，那么繁荣共享文化、凝聚和构建

共享精神是重要途径。共享文化作为一种持久而又深远的力量，能够在不知不觉、

潜移默化中将共享的“种子”种植在每个人的心里。共享精神符合社会发展趋势，

能够让共享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发展壮大，为推动共享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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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繁荣共享文化与塑造共享精神是一体两面，能够相互促进。这就要求在社

会发展中运用各种方法，培养人民的共享意识，并形成对共享发展理念的正确认

知，进而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共享的优良文化。为此，就要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追寻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共享相关的思想，并结合时代条件加以创新发展，

从而令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二是将激发共享意识和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持久而又深层次的力

量推动共享发展理念的广泛传播和共享意识的塑造。从而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

相得益彰，在全社会形成“人人享有”的良好氛围。总之，要通过共享文化的塑

造和宣扬，汇聚共享精神，增强人民对共享的认同。继而构建服务共享发展的观

念上层建筑，为共享发展提供精神上的动力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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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从古至今，共享就是无数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景，从古时人们对“大同”理想

社会的向往，到现在人们对共同富裕目标的渴望无不蕴含着人民对社会公平正义

以及共享的强烈追求。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思想出发，结合我国的现实发展状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为导向，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全民共享、全面共享、

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为主要内容的共享发展理念，为发展指明了目的和归宿。共

享发展理念突显人民主体地位，遵循人民根本意愿，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

党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也为人类历史发展模式提供了新思路。

论文在阐述共享发展理念三个方面的理论来源的基础上，从主要内容、本质

核心、目标追求和基本要求四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以期更为准确地把

握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旨归。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实现高水平、高质量的共享发

展依旧道阻且长。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新时代我国共享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包括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现存生产关系中的某些方面不适应共享发展

要求；现存上层建筑中的某些环节不适应共享发展要求。相应地，实践路径包括

实现生产平衡充分发展；调整不适应共享发展的生产关系；以及构建服务共享发

展的上层建筑体系。

总之，共享发展既是共产主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要

仔细回顾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来源，深刻把握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旨归，并将其

积极贯彻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全过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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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赖仲婷.共享发展理念视域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研究[D].浙江理工大学,2020.

[26]张同同.习近平共享发展理论及其实践路径研究[D].中共山东省委党校,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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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张琳净.马克思人学视域下的新发展理念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22.

[28]张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演进及当代价值研究[D].西南科技大

学,2021.

[29]刘思帆.新时代我国实现共享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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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行文至此，落笔为终。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三年时光，有如白驹过隙，开

始于 2020 年金秋，终结于 2023 年盛夏。回首这三年时光，感慨良多，但最想说

的仍是感谢。

一朝沐杏雨，一生念师恩。首先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张存刚教授。老师博

学睿智、诲人不倦、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对我三年以来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无

限的帮助，让我在专业学习、理论研究、为人处世方面都受益良多。在本论文的

撰写过程中，老师始终耐心地为我修正错误、找准方向，论文的完成离不开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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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详细指导和严格要求。愿老师桃李芬芳，教泽绵长。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其次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及家人。感谢父母多年来

给予我的毫无保留的爱，也感谢父母对我三年的研究生生活提供的支持，让我能

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业当中，并且顺顺利利地完成学业。父母和家人始终是我最

坚强的后盾。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再次我要感谢我的同学及朋友。感谢我的所有同

门，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携手变成越来越好的自己；感谢我的室友们，我

们相互陪伴、相互照料，让学习之外的生活也丰富充实。感恩遇见，感恩相识。

愿所有人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饮水思源，缘木思本。最后我要感谢母校兰州财经大学。感谢母校为我们提

供的优质的学习资源和环境，感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所有老师三年以来的悉心帮

助，让我度过了有益且难忘的时光。愿母校和学院永远朝气蓬勃，拥有灿烂明天！

寥寥数语，难以表达内心之情。此时此刻，我的研究生生涯即将拉下帷幕，

但同时也将迎来未来人生的崭新一页。往者不谏，来者可追。愿此去繁花似锦，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