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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习 近平总 书 记提 出 的界的 能动性影响 。

五大发展理 念 已经成 为 学术热 点
■
 ■二、大思想与新飞 跃 ： 五大 发

和重点
，

从时代 背景 、理论意 义、 内 ＩＩＭ展理念的理论意义

在意蕴 、践行路径四个维度全景式ＩＩ１
？ 提供 了 发展理论指 导和发

论析五 大发展理念 ，
能 为马 克思主

－＃＝ｒ展行动指 南

义发展理论 中 国 化这一重 大 理论Ｚ ＼—方面
，
从真理性思想认识研

与 实践 问 题 的 深入研究 开启 前沿■＃判
， 五大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 以习

窗 口
，
为 坚持 中 国 发展道路增添 学Ｋｆ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 中 央领导集

理 支撑 。

｜

—■体在发展思路 、发展要求 、发展方

关键词 ：
五 大发展理念 ；

四 维
； ＊ＩＭｂ式 、发展动 力 、 发展环境 、 发展路

中 国特 色社会主义径 、发展 目 的 等方面的新论断 、新

Ｙｆ

近平总书 记以 宽厚 而深邃思想 ，是当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１ 的科学视野 、 系统而前瞻的〇ｎ义发展道路的真理性思想认识 ，
深

战略眼光 ，
把握当代中 国发展坐标ｉ

＂

ＴＴ具远见卓识 ，是顶层设计与思想武

系 的新动态 ，高屋建瓴式地提 出和￥器 ，让 中国 发展实践 、 中 国 发展理

形成了五大发展理念 ，
开启 了 中国＾ＤＱ论更具内涵魅力和创新活力 ，

因而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征程。ＤＩ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另一方面 ，

―

、 大坐标与 主旋 律 ： 五大发Ｉ从导向性行动指针研判 ，五大发展

展理念的时代背景Ｉ理念是牛鼻子 ，这一系统的发展理

１ ． 纵 向 演进Ｙ）论内在 揭示 了 我们
“

发 展从哪里

一

是从提出历程来看 ，
五大发来

” “

发展走什么路
” “

发展往哪里

展理念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
具有去

”

， 是在新的时代语境 中推进 中

丰厚的历史积淀。 例如 ，

“

绿色发ｙ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指南 ，

展
”

理念根植于
“

人与 自 然和谐共 别和科学研判提出来的 ，遵循和揭 对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起

生
” “

生态文明建设
” “

美丽中 国建
示 了经济规律 、社会规律 、 自 然规 统领作用 。

设
”

的接续 实践
，
并且 历 经 了 从 律 。 五大发展理念是具有协调 发２ ？ 实现 了 马 克 思主 义发展理

“

健康发 展
”

到
“

可持续发展
” “

低 展定力的宏观战略判断 ，把握 了开论 中 国 化新飞跃

碳发展
” “

绿色发展
”

的 发展脉络 ，

放发展的世界主题 ，
彰显了绿色发一是从发展理论深化和拓展

正在沿着历史进步的方 向臻于成 展的世界趋势 ，
激活 了创新发展的来看 ，

五大发展理念深化了对社会

熟。 二是从新的历史特点看 ，五大 时代动力 ，
凸现 了共享发展造福民主义初级阶段 的认识 ，

是马克思主

发展理念是 中国 发展 、改革 、治理众的历史担 当 ， 具有横 向 引 领价义发展理论深人 当代 中 国 发展实

进入升级版的 集 中反映 。 中 国 已值。 二是从 内外环境看 ，
五大发展践的崭新形态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经进人 国家现代化的关键节点 ，
五理念蕴含着改革创新 时代 精神的哲学 、政治经济学 、科学社会主义

大发展理念是立足国 家发展又好精华因子 ，
适应 国 际 国 内 环境变的新充实并开辟 了新空间 。 五大

又快 、 由大转强的历史大坐标的关化 ， 体现了对国 内新常态和国际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发 展理论

键一跃 ， 其中协调发展 、共享发展格局 的引 领 。 五 大发展理 念是新中 国化的新成果 ，是中 国特色社会

更是必 由之路 。 三是从面 向未来时期完善为世界所 日益 赞扬的 中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又
一

看 ，五大发 展理念特别 是创新发国发展道路的战略指引 ，
整个发展突破。 二是从发展理论传承和创

展 、开放发展理念 ，
既是传承延续 ，

思路特别令人鼓舞 、催人奋进 ，
中新来看 ，

五大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

也是开拓创新 ，
既继承了 唯物史国和平发展势不可挡 ，

尤其是它 已义发展观特别是毛泽东发展理论 、

观
，
又发展了 唯物史观

，
是科学社经并将继续对世界范围 内社会主邓小平发展理论 、 江 泽 民 发展理

会主义实践进人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 三论 、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

义新阶段后的必然选择 ，满足 了经是从互动交往看 ，
在五大发展理念俱进

，每个发展理念都继往 开来 、

济发展新常态的现实需要。视野下 ， 以
“
一带一路

” “

亚投行
”

勇于创新 ，
具有新时代特色 、 新常

２ ． 横向 引领等开放发展具体实践为典型示范 ，
态气息 ，创造性地续写了 中国特色

一

是从客观规律看 ，
五大发展中 国把握经济全球化的规律而在社会主义

“

五位一体
”

发展 的新篇

理念应时而生 、顺 势而出
，
是基于国际上承担建设性角色 ， 由此积极章

，
是制度创新 、理论创新 、

文化创

对世情 、国情 、党情 、 民情的精准识构建共赢格局 ，
必然不断增加对世新和实践创新又

一次新的理论境１
／

：

７

２０ １ ６年第９期汴胬 池



Ｅ－ｍａ ｉ ｌ ：ｘｚｚ ｋ６ ６ ６＠ １ ６３ ． ｃｏｍ 丨

” 、 、 … 、外＾ 、 、 、
ｌ

界提升 。 三是从发展理论提炼和集合体 ， 不是简单并列 的 ，
而是 同科学决策 ， 无论是广度 、 深度还是

升华来看
，
五大发展理念及时把中步同 向 、相互促进 、叠加交织 的 ，体力度上都拓展了 当今中 国发展格

国的五类发展 的实践经验系统性现了共迎发展 目 标 、 共出 发展举局 。 从对接落实考量 ， 全面贯彻五

地总结提炼为理论 ，是中 国特色社措 、协调 推进发展过程的有机整大发展理念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

会主义发展理论再提炼的典范 ，
无体。 二是从差异性分析 ，

五大发展程
，要创新工作部署 ， 变革思想观

论从整体发展理论框架看
，
还是从理念各有其定位与功能 。 其中

，
绿念

，
加强衔接

，
使主观世界和客观

每一发展理念所包含 的思想看 ，均色和共享是方向和 目标
，
起战略引世界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避免

反映出 以习 近平 同 志为总书记的领性作用 ； 协调和开放为两翼 ，
既扭 曲 、变形 、 走样。 贯彻落实五大

党中 央对三大规律的深刻认知和披荆斩棘破解深层次矛盾问题 ，
又查展理念 ，

要善于运用科学、系统

能动把握进入新境界 ，堪称中 国特优化外部环境提供有力支撑 ；创新的哲学思维和方法论 ， 形成符合客

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宝库的提供动力 、手段与方法。 五者各司观实际的发展思路 、发展范式。

最新成果 。其职 、各显其能 。 五大发展理念既２ ． 系统要素整合

三、大设 计与深变革 ： 五 大发彰显了全局观
，
又体现了抓主要矛一方面

，
合力担当推进 。 五大

展理念的 内在意蕴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找准了发展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勇担发展重任

１ ． 对 中 国 发展顶 层设计路线切人点 、着力点和关节点 。 三是从的再动员 ，要加强党 中央的集中统

图 的精准 勾 勒联动性分析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 一

领导 ，扭住发展抓手 ， 保证形成
一方面 ，从顶层设计分析

，
五五大发展理念提供了凸显地位 、发强大合力 。 人民 群众中蕴藏着发

大发展理念坚持了实事求是 的思挥作用 的
“

联合作 战战场
”

和
“

共展强国 、实干兴邦的智 慧与力量 。

想方法与工作方法 ，科学勾勒了 中同狙击靶 向
”

。 这就实现 了 五动党要不断赢得群众拥护 ，
最大限度

国发展顶层设计之路线图
，
是层层合一 、协同共进 ：创新是牵动 ，

协调地发挥人民 群众推进五大发展 的

递进 、步步深入 、环环相扣 、统筹兼是推动 ，绿色是促动 ，
开放是互动 ， 智慧和创造力 ，充分彰显人民群众

顾的理念倡导与决策部署 ， 是
“

十共享是调动。的主体地位 、主体作用 与 主体价

三五
”

乃 至更长时期 我 国发展思四、大 系统与全配套 ： 五大发值。 另一方面 ，载体条件支撑 。 五

路、 发展方向 、 发展着力点 的集 中展理念的践行路径大发展理念下的当代中 国改革 、发

体现 。 五大发展理念蕴含着一 系 １ ． 视野思维对接展与治理
，
越来越强调 整体性 、 系

列治 国理政新谋划 、 新思想 、 新机从宏观视野考量 ，
五大发展理统性与协同性 。 要充分发挥 国家

制
，
集科学性 、系统性 、前瞻性与实念是 由我 国现实社会面 临的诸多权力机关作用

， 毫不动摇坚持 、 与

践性于一身
，是新形势下我们党发新老问题特别是其中交织和叠加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为

展方略的集 中 体现和生 动反映。 的关键性 、全局性 、尖锐性与长期新形势下推进五大发展提供可靠

另一方面
，从循序渐进分析 ， 我们性问题倒逼而 出的 。 五大发展理的制度保障 。 要积极发挥统一战

的发展共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念作为一个提纲挈领 、科学严密的线的法 宝作用
，
充分发 挥

“

大统

兴的中 国梦——不是
一蹴而就的 ，

重大发展理念体系 ，
意味着全局着战

”

功能和优势
，
使其为推动五大

但 当代中 国前所未有地接近 中 国眼、通盘考虑 、全方位部署 、全面解发展凝心聚力 。 要推动各地区 、各

梦 。 要 以中 国梦为主线 ，深刻理解决问题 。 践行五大发展理念 ，
不仅部 门文明委紧紧围绕五大发展

，
强

五大发展理念。 创新发展是实现合 目 的性
，
而且合规律性 。 从科学道德建设之基

，
正社会文 明之风

，

中 国梦的首要动力 ，协调发展是实思维考量
，

一是五大发展理念深刻谋利民惠民之实 ，为协调推进五大

现 中国梦的关键环节 ，绿色发展是蕴含了 以习 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 互联网 ＋ 时

实现中国梦 的必要条件 ，
开放发展党中央总揽全局 、统筹兼顾所展现代 ，信息技术和 网 络舆情愈 加重

是实现中 国梦的重要动力 ，共享发的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要
，社会治理发生了新的变化 ，

要

展是实现中 国梦的本质要求。思维、辩证思维与战略思维
，
理清善于统筹运用 网络社会的相关资

２ ． 对决胜 全面建成 小康 社会了当今中 国发展的思路 ；
二是五大源

，
坚持线上线下 同步 ， 为践行五

目 标的精彩演绎发展理念深刻体现了 以 习 近平同大发展理念鼓与呼 ，增强公众认同
—是从整体性分析 ， 崇 尚创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坚持理论与度 、参与度 。

（ 本文编辑 ：谭仁军 ）

新 、注重协调 、 倡导绿色 、厚植开实践紧密结合
，
历史 、现实与未来 ［本文 系 重庆市社科规划项 目

放 、推进共享是关系我国决胜全面有机结合而实施的科学部署 、周密
“

中 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扶贫机制

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全局 的一场深行动 ，廓清 了 当今 中 国 发展 的依完善创新研究
”

（ ２０ １５ ＢＳ００４
） 与 重

刻变革。 五大发展理念引 领下 的据 ；
三是五大发展理念深刻反映了庆社会科学 院青年研究基金课题、

ｉ

五大发展 ，构成了当代中 国决胜全以 习近平 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 中 央重大调研课题、学科建设课题阶段

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 标的伟大实践坚持过程与结果并重
，
战略 目标和成果 ］

和整体进程。 五大发展理念作为举措 、相关机制配套 ，
扎实推进的（

４０００２０ 重庆社会科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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