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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发展理念的哲学意蕴与当代价值

李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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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是继承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最新成果。习总

书记提出的最新探索成果——新发展理念既是源于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发展观点，又是对其结合实际的发展。什么是发展、

怎么发展的问题，在既有理论渊源、又有历史渊源的新发展理念回应下，显现了其深刻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历史与实践证

明，我们要坚持列宁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用新发展理念贯穿全过程和各领域，为实现人民幸福、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的中国梦不断拼搏奋斗。由此，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探寻新发展理念的哲学意蕴和当代价值，从而更好地引领

我国向新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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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and contemporary values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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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ive major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ness and sharing" are another latest

achievement in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sinification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 latest exploration result propos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s not only derived from the development views of the classic writer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its combination with reality.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development and how to develop it has

shown its profoun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under the respons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that has both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origins. History and practice have proved that we must adhere to Leninism,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road, adhere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us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to ru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and all fields, and constantly strive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people's happiness,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refore, the proletarian party should explore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and contemporary values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so as to better lead our country to new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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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我国未来规划的新时

期遵循我国发展的原则之一是坚持新发展理念。用新发展理

念贯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实现的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都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新发展格局转变发展方式，

以促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才得以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地推动我国新阶

段发展。鉴于社会高度重视新发展理念，本文对新发展理念

的历史脉络和哲学意蕴进行研究，进而阐释新发展理念的当

代价值。

1 新发展理念的历史脉络

开国领袖带领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习了斯大

林模式中有益于中国发展的部分，汲取了苏联解体、党内腐

朽、经济单一、政治僵化的经验教训，创造了属于中国建设

发展的道路。建国后的中国一穷二白，深谋远虑的开国领袖

大力发展工业，使得中国具备一定程度的工业体系，为中华

民族“站”到“富”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就是着

眼于国家综合实力增长的重要领域的发展，即举国重心于经

济领域，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打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实基

础，同时只有国门开放的国际经贸合作的巨幅增长才能保证

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实基础更牢固。他强调的发展理念是“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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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全国一盘棋”“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思想，使中国

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轨道、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提升。这是党

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当时的境况下立足国内外形势，

对发展理念的进一步理解。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开辟的这条

中国独特道路的开启是其以独到的眼光，思索了前任的思

想，考虑了未来中国的发展，结合了当时处于世界发展中的

中国具体处境情况，又以科学社会主义伟人的思想观点作为

中国发展实践的理论基础，汲取了丰富的经过社会主义发展

实践检验的思想精髓，并对其进行了时代性的发展，又是为

中华民族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其定义上就是为了中国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国家以及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发展的方

向指导，是我们党当时道路前进的指引思想。其思想要求及

目的就是要以国家利益中心，让个人利益的发展汇集成集体

利益，用集体利益发展未国家利益。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

体在面对新情况也仍然坚持奋发向前、启程前后，汲取实践

经验并结合具体实际情况的全党全体人民的智慧结晶。因

此，“三个代表”的发展思想指引着二十一世纪的我国发展

前进的方向标。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思想的发展理念，对我国社

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功不可没。其强调的发展理

念渗透着“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等的发展思想。中央

领导集体深刻汲取过去建设与发展的成就与不足，以及我国

处于世界的发展中的规律性并结合实际，为未来的进程启动

打下了奠定了坚固的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也

就是人的需求与自然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构成了

“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同时，“人”作为社会主义社会

的每一个人，并不是单个的个人、脱离社会的人，这也能够

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公平正义思想，这种公平正义思想就

是社会主义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平正义，统筹发展是城乡与区

域之间的统筹发展。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新时代的领导人在

时代的召唤下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思想，这个新发展理念就是

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和开放这五大发展理念。这是习总

书记以世界的视野考察处于世界中的中国得出的准确研判，

看到了中国脱贫成效对世界脱贫事业的贡献，看到了中国经

济领域与气候领域的作为对世界发展的贡献，同时也看到了

中国所处的世界风云的挑战与前所未有的机遇，为新时期中

国的全球发展指引了光明的方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结合了我国未来规划的新时期所处的世

界背景中的中国发展的优势与劣势条件，其背景与条件是联

系紧密并且相互依赖与影响的，更是内在联系无比紧紧相依

的聚合体。在这个理念里，首先创新是解决动力问题，其次

协调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再次绿色是立足于我国环境与

经济两者的关系的困境，用环境的治理致力于自然中的适度

发展问题，用机制的成效促进此问题的解决。我们应从唯物

辩证法的普遍联系的角度去理解新发展理念，努力以贯彻新

发展理念的统筹我国新阶段的发展，从而加速促进我国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发展。

新发展理念形成的历史视域及“两个大局”目标——这

两个伟大的目标的共同推进就是需要适应新时期下的智慧

判，这就要求我们将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和党的建设中能够以新发展为指导各个领域，建设

新时代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 新发展理念的哲学意蕴

虽然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在其著作中能够

找到“新发展理念”相关联的直接观点，但是他们著作都充

斥着有关于新发展理念的内涵。恩格斯在唯物史观中深刻阐

述了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社会发展规律，后续的科

学社会主义者在马恩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的发展理念。

胡进考的《五大发展理念的思想源流与内在逻辑体系探

究》中阐释五大发展理念的溯源根本就是：第一，创新发展

理念的思想来源于辩证否定观，要求坚持在国家的经济、文

化、政治、国防军事等多领域贯彻创新理念，来保持创新理

念的国家发展大局的核心位置，推动科技文化创新与制度制

度理论创新；第二，协调发展理念的思想来源于唯物辩证法

的普遍联系和全面观点，事物之间具有普遍联系；第三，绿

色发展理念来源于马恩的生态哲学思想，人与自然需要好好

相处，人类应当在自然中发展的同时爱护它、保护它，要在

最适合人类发展的境况下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第四，开放

发展理念来源于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既要发

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又要利于外部有利条件，扩大开放推进

经济合作、人文交流等；第五，共享发展理念来源于科学社

会主义的群众观点，在群众了解群众，也要到群众中去服务

群众，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

创新发展理念是源自于辩证的否定，是人的自我意识矛

盾运动的结果，是一种人的思想的“扬弃”。其中否定中有

肯定、肯定中有否定就是其核心要义。新事物创造的过程也

就是“扬弃”的过程。身居世界第二经济体量世界的中国，

在新时代只有注重动力问题，才能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引

领发展的速度、效率、可持续性，从而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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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发展。只有将创新设置在新阶段路上的中心位置，才能不

断地推进各领域各方位的统协创新，以创新有力驱动五大建

设和党的建设。创新作为一种实践性活动，我们要尊重事物

的客观性，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在新一轮的人工智能时代

发展中坚持理论、制度、文化和科技创新，不断超越和引领

世界。

协调发展是唯物辩证法中的联系和全面的观点。协调发

展找出短板，补齐发展短板是协调发展的精髓，这个精髓通

过补短板的调整之后，增强其发展潜力、增强其爆发的后劲。

新时代我国发展要坚持协调发展，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推

动进程不能松懈，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共同齐同的发展也

不能放弃，推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融合的全面深入。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深刻隐含着绿色发展理念，

他的“两个和解”即人与人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解是绿色

发展的关键。人类社会在自然的合理限度内开发和攫取自然

资源，自然能够得到修养生息，人类得到自然回馈。我们人

类如果一味地破坏环境的话，从环境中摄取人类所需的话，

那么环境只会最终将人类破坏环境的后果还到人类的身上，

所以，人类在自然中的所有活动的后果只能由人类自己来承

担。

开放发展理念来源于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辩证关系原

理。唯物辩证法中的内外因辩证关系，内部矛盾居于事物发

展的首位，它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外部矛盾居于次要地

位，它对事物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效果。中国把开放发展理

念视为自己的发展观，这是中国始终坚持联系的观点，用中

国同其他国家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采取的是与其他国家

建立友好交流合作的关系来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习总书记

提出的世界共同发展的一系列倡议，是开放发展的一种价值

观，是把握世界潮流展现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开放发展体

现出深刻的哲学智慧，也是“国际主义”原则在当代中国共

产党人的全面贯彻。

共享发展理念来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共享发

展理念的道出了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的本质，立场问题是

解决发展问题的首要问题，不同的立场不仅决定了发展的不

同方式，更决定了发展的不同效率。在偶然外力的不断影响

下，当前世界两大矛盾已经逐渐展现出由直接对立的资本主

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体系之间矛盾转化为：以资本主义的领头

羊——美国，和社会主义的探路者——中国之间矛盾的趋势。

美国和中国虽然分别发展成为了世界上经济总量第一和第

二的地位。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包揽世界前二的位置，但

是中国与美国的综合国家实力增长的方式却大不同。中国和

美国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指导思想不同，也就是发展的方式始

终不同，这导致两国当前发展的不同注定会有冲突。Karl

Heinrich Marx曾在年少时就立志为人民的幸福而工作，可以

看出其本人和事业究其一生都坚持群众史观。人民在经济上

的提升也开始了对精神提升上的要求，对于社会公平、社会

正义、社会环境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与希望。国家经济社会的

公平普惠、发展成果的全面共享，需要国家政府以及广大人

民群众的共同奋斗。习总书记指导的中国始终坚持为人民服

务的发展路线，坚持发展过程中的初心使命，坚持人民立场

的基础下，促进当代中国的共享发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新发展理念的根本逻

辑，“我们如果要准确地认识一个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并得

出准确的认识就不应该用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去判断。我们

需要在这个时代的物质方面中的矛盾关系去认识，同时也要

意识到这个时代中的矛盾关系。社会发展具有历史性，必须

考察自身所处的时代，例如：新时代下，鉴于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变，人民基本生活的得到改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逐步过度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新发展

理念的指导。新发展理念探索一条新时代的高发展道路，务

必认识到绿色生态与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需要归结到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的高度重新认识这一矛盾。我国经历过高速度

发展阶段，其中一定程度上是以消耗大量资源、破环自然环

境为代价，从历史和实践中总结出的新发展理念。生产力角

度，从大自然的角度来切实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理解大

自然是人类宝贵财富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发展；从生产

关系角度，深刻理解两个关系的内涵，多维度积蓄力量，落

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新发展格局。

3 新发展理念的当代价值

新发展理念的世界发展中全人类的发展机会只会增加，

为贫穷国家带去更多的发展时机，为全球发展的各领域带来

更多合作的可能，促进全球的发展成果为全人类共享。在人

类无限的欲望和地球上有限的资源的矛盾日益加深的情况

下，新发展理念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科学的思考，为全人

类的共同发展提供理论贡献，促进这一理念的实践展开。而

想在全世界当前单边主义与零和思维凸显的严峻与复杂趋

势中，共享发展才能促进全世界联手合力打赢这场全人类的

病毒战役。因此，由是不同国情的国家组成的全世界，只有

促进世界的大同，联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于每个单一

的国家的力量是弱小的，只有每个单一国家的力量组合成巨

大的强力，才能为世界人类带去援助的力量。从过去“一带

一路”的合作事业中不少国家已经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实现

了经济的发展。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促进世界大同；让

更多的人类获得幸福，把中国梦延伸至世界，成为人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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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联的世界梦。

坚持新发展理念要以牢记以绿色发展指导未来的路程，

以创新作为始终的动力，并且要协调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依

托开放发展道路、秉承共享发展理念来处理好由高速度发展

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矛盾，把握好发展质量、速度、结构、

安全以及效益之间的关系。新发展理念所涉及到的方面不仅

包括对发展速度的要求，还包括发展动力方式的转变以及发

展速度与发展可持续性、创造性的有机统一。对于不符合或

违反该理念的认识或行为出现，有助于及时做出调整和纠

正，切实做到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厚植开放、提倡绿色、

促进共享。立足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坚持系统发展的观念，用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和共享来把握好发展节奏，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要求。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增强

“四个自信”，总结历史经验，面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威胁，

不惧危怕，依然走自我特色的中国道路。新时代我们党和全

体人民要秉承科学的新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新发展

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五大建设总体发展与一体发展的

社会主义有机整体，贯穿我国实现共产主义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的新发展道路全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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