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享发展理念的世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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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内容提要铱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冶 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

略, 其中 “共享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共享发展理念虽然注重于国内的公平、 正义和

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 但其思想的穿透力和理论的影响力已彰显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它体现了

“以人民为中心冶 的发展思想, 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赋予了新内涵; 映衬出世界历史进程中

资本逻辑的困境, 为批判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提供了新视角; 顺应了信息革命时代新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 为推进世界历史向前发展开创了新范式; 演绎了世界历史更为清晰的发展路径, 为推进人类进

步事业注入了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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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冶 的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其

中 “共享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指出: “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 更好把国内发

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 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 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

合起来。冶淤 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关口, 共享发展理念已彰显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 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 “以人民为中心冶 的发展思想,
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赋予了新内涵

摇 摇 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首次提出 “世界历史冶 的概念。 《德意志意识形态》 和

《共产党宣言》 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诞生, 《 掖政治经济学批判业 导言》 《人类学笔

记》 《历史学笔记》 的完成, 标志着世界历史理论的成熟。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于, 其理论精髓主要有三点: 一是随着生产力

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扩大, 历史必然从 “民族的冶 “地域的冶 历史转向世界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认

为, “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冶盂 是推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动力。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扩大,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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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冶淤,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

的生产方式、 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 历史也就越是成

为世界历史冶于。 二是资本主义首先开创了世界历史, 推动了历史进步。 资本主义大工业 “首次开创

了世界历史, 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
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冶盂, 这种崭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推动了资本

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和人类历史的进步。 三是世界历史最终将经由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走向社会主义世

界历史。 关于世界历史的最终社会形态, 马克思强调: “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
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 ‘世界历史性爷 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冶榆 中国共产党

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不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和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思想, 以及习近平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共享发展理念, 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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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 习近平说, 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一个也不能少; 共同富裕路上, 一个也不能掉队。 这简洁直观地阐明了共享发展理念的深刻

意涵。 共享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和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 是马

克思主义核心价值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体现。 在政治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

样化、 社会信息化的 “地球村冶 时代, 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休戚相关。 虽然共享发展理念主要是

针对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提出来的, 但其揭示的问题、 倡导的主张契合了世界

人民的需要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 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赋予了新内涵。
首先, 将共享发展理念融入时代主题的破解中, 倡导共同发展。 时代主题是人类社会某一发展

阶段中带有全球性、 战略性和关乎全局的核心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就是对

各个历史阶段时代主题的破解历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习近平指出: “环顾世界, 和

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冶虞 这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所认同的和平与发展这个时

代主题的再次确认。 习近平认为: “发展是第一要务, 适用于各国。冶愚 基于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新动

向, 习近平指出: “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裕, 另一些国家长期贫穷落后, 这样的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水涨船高, 小河有水大河满, 大家发展才能发展大家。 各国在谋求自身发展时, 应该积极促进其他

国家共同发展,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冶舆 习近平的这些论述清晰地表明, 作为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共享发展理念已经融入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的破解中, 旨在通

过共同发展、 普遍发展、 均衡发展来推进世界的和平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 将共享发展理念贯彻到发展成果的分享中, 倡导公平正义。 习近平指出: “国际关系中

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仍很突出, 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 各种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 不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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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民众特别是儿童依然生活在战火硝烟之中, 不少发展中国家人民依然承受着饥寒的煎熬。冶淤 以

收入分配为例, 在世界经济增长普遍出现低迷的态势下, 包括新兴市场国家 (例如中国、 印度、 俄

罗斯、 巴西等) 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于。 面对全球经济体系中制约

公平正义的结构性问题, 习近平指出, “富者愈富、 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 也有违公平正

义冶盂, “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 要让发展更加平衡, 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 发展成果人人共享,
就要完善发展理念和模式, 提升发展公平性、 有效性、 协同性冶榆。 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 “以人民为

中心冶 的发展思想和对世界公平正义的倡导, 一方面要让发展成果在国际体系中均衡分配, 另一方

面要让发展成果最终真正惠及各国人民, 尤其是处于饥寒交迫状态的弱势群体。
最后, 将共享发展理念贯穿到国际秩序的塑造中, 倡导命运与共。 在当代, 世界一体化的程度

越来越高。 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的新时期, 新的国际秩序的塑造面临着诸多新

机遇新问题。 习近平指出: “这个世界, 各国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 人类生活在同

一个地球村里, 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

同体。冶虞 作为休戚相关、 命运与共的成员, “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 要积极促进其他各

国共同发展……那种以邻为壑、 转嫁危机、 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 也难以持久冶愚; “大家一起

发展才是真发展, 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 要实现这一目标, 就应该秉承开放精神, 推进互帮互助、
互惠互利冶舆。 为此, 习近平提出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现共赢共享冶 的中国方案, 将共享发

展理念贯穿其中, 主张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二、 共享发展理念映衬了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逻辑的困境,
为批判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矛盾提供了新视角

摇 摇 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从

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基本动力。 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开启以来, 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都要大得

多的社会生产力, 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但自资本主义产生之日起,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生

而具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 它毫无出路地处在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 ‘恶性循环爷
中冶余, 寄生着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

然胜利的历史大趋势。 由于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

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 是决不

会出现的冶俞, 再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迎来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 然而,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构成其占统治地位的范畴,

·56·

共享发展理念的世界历史意义

淤

于
盂
榆
虞
愚
舆
余
俞

习近平: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摇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人
民日报》 2014 年 6 月 29 日。

参见权衡: 《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困境与发展新周期及中国的新贡献》, 《世界经济研究》 2016 年第 12 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年, 第 524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年, 第 482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年, 第 272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年, 第 273 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年, 第 524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第 804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第 3 页。



构成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资本那里, 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

来冶淤。 在资本逻辑下的技术革命、 产业变革、 政治革命、 哲学革命等, 最终都是为资本增殖服务,
导致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掠夺和控制越来越疯狂, 工人在异化的路上越走越远于。 从 20 世纪七八十年

代开始, 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开始陷入增长陷阱,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若隐若现、 或强或弱地对经济

社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尤其是爆发于 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 它不同于既往的周期性、 程式化

的量变模式, 已经质变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系统性危机。 有学者认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入了

第二个阶段, 表现为全球经济增长缓慢, 呈现出 “弱复苏冶 态势, 体现为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势头较

弱、 欧洲经济体受债务危机冲击难见好转、 发展中国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三个方面盂, 凸显了世界

历史进程中资本逻辑的当代困境。 用共享发展理念审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其内在矛盾彰显无疑。
首先, 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必然导致发展的片面性。 资本主义产生 500 多年来, 先后经历了自

由竞争资本主义、 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以及当下的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尽

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但无止境追求剩余价值而无限扩张生产乃是其贯穿始终的

发展逻辑。 “资本及其自行增殖, 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 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 生产只是

为资本而生产, 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冶榆, 在这种发展

逻辑支配下, 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有极大的片面性。 正如马克思所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 每一种事

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 我们看到, 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 然

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 财富的新源泉, 由于某种奇怪的、 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

泉。 技术的胜利, 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 个人却似乎愈益成

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 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

闪耀。 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 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 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

的物质力量。冶虞 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 资本主义越是向前发展, “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越来越

严重, 人类面临失去 ‘地球家园爷 之危; 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平等, 社会关系的紧张无以复加, 人

类面临失去 ‘精神家园爷 之虞; ‘现实的个人爷 越来越心为物役, 面临 ‘单面人爷 的纠结与困

惑冶愚, 这些片面性的发展困境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宿命, 其总根源就是与资本主义相伴

而生的资本逻辑。
其次,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导致利益的对立性。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

心。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资本家与工人、 资本和劳动都是根本对立的。 在分配领域, “工人不占有

产品中的任何份额, 他同资本家的交换, 不是使他能分享产品, 却是根本排斥他去分享产品本

身冶舆; 在交换和消费环节, “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 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
而与此相对比的是, 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 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

展的界限冶余。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利益对立的揭示被当下现实所证实。 法

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研究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财产占有不平等的问题。 结果显示, 从存量来看,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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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欧洲财富的高度集中已达到 1910 年的水平, 最富的 1%人口拥有 25%的财产, 10%的人口占有

60%的财产; 中等收入的人口占 40% , 财产为 35% ; 其余 50%的人口只占有 5%的财产淤。 从增量

来看, 长期观察得到的资本收益率中间值是每年 4%—5%, 其至少是产出 (及收入) 增长率的 10
倍—20 倍于。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美国就进入了贫富差距扩大的轨道。 研究显示, 从 1980 年到

2015 年, 美国收入最低的 20%底层家庭总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 4郾 2%降至 3郾 1% , 收入

最高的 5%富裕家庭总收入占比则从 16郾 5%飙升至 22郾 1% , 占家庭总数 80%的中下层家庭总收入占

比从 55郾 9%下跌至 48郾 8% 盂。 资本主义社会不具备实现共享发展的制度基础, 必然导致发展利益的

阶级对立。
最后, 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必然导致发展的失衡性。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由垄断资本所主导, 在

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无法构建惠及全体国家和人民的机制, 必然导致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裕、
一些国家越来越贫穷的失衡格局。 从全球产业体系的分工来看, 西方发达国家总处于产业链的高端,
广大发展中国家大多处在产业链的低端, 而发达国家垄断资本掌握着规则和定价权, 世界资本主义

只能使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榆。 从发展成果的分享来看, 资产阶级迫使各民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遵

循资本逻辑, 一方面将国内的矛盾转嫁到世界市场, 另一方面又将从世界市场中获取的利润用于国

内的资本修复以缓和阶级矛盾。 发达国家工人的高收入和高福利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资本的跨国转

移、 剥削其他落后国家的工人来维持的, 是建立在落后国家工人贫困基础上的虞。 总体来看, 生产

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矛盾已从资本主义国家渗透到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中, 资本与劳动、 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也会随着财富差距不断拉大逐渐尖锐并波及到资本主义

世界体系的每一个角落。 习近平指出: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发展不平衡问题远未解决, 现有

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渐显现……这就像一个人生了病, 看起来是感冒发烧, 但根子在身体

机理出了问题。冶愚

三、 共享发展理念顺应了信息革命时代新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为推进世界历史向前发展开创了新范式

摇 摇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人类历史上, 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均会导致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

上的变革。 在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的时代, 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融合越来越深,
在中高端消费、 创新引领、 绿色低碳、 共享经济、 现代供应链、 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形成了一大批

新的增长点和新的发展动能, 一些引领性、 标志性、 颠覆性新技术的出现和集群式应用往往与生产

组织变革相互交织, 促进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从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全局性、 系统性的影响舆。
以通信互联网、 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逐渐融合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到来后, 社会生产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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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巨大的飞跃。 随着对短缺经济时代的告别, 世界对物联网时代的发展范式提出了转型要求。 归

根结底,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 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

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 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冶淤。 审视当下正在

发生的生产方式、 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 一场以物联网发展为突破口的巨大社会变革已

经呼之欲出。 共享发展理念与物联网生产方式的共享价值原则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为推进世界历史

向前发展开创了新的范式。
首先, 共享发展理念是繁荣共享经济的精神动力。 共享经济是依托互联网、 物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 整合、 分享海量的分散化闲置资源, 满足多样化需求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是加速要素流动、 实现供需高效匹配的新型资源配置方式。 在共享经济范式下, 资本的内涵、 外延

以及运作逻辑在一些领域开始发生变化。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7》 指出, 2016 年我国分享经

济市场交易额约为 34520 亿元, 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 6 亿人, 到 2020 年分享经济交易规模

占 GDP 比重将达到 10%以上, 到 2025 年占比将攀升到 20%左右于。 从世界范围看, 至 2018 年, 全

球共享经济规模有望达到 5200 亿美元盂。 从本质来看, 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上层建

筑, 其与信息革命时代物联网生产方式的共享价值原则是相协调的, 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

主义制度存在冲突榆。
其次, 共享发展理念是构建共享制度的基本准则。 共享经济在发展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这样那

样的问题, 同样可能存在财富进一步集中的发展陷阱, 构建与共享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制度体系

是一种客观需要。 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为全面共享、 全民共享、 共建共享、 渐进共享, 主张实现世界

各国共同发展、 平衡发展, 让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 要将共享发展理念体现到规范性的生产力发

展和成果分配的制度设计中去, 防止两极分化在信息革命时代以新的形式出现。 在国际层面, 要注

重信息基础设施的均衡发展, 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共享经济发展模式中的话语权, 逐步削减国际

经济秩序中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不公正制度设计。 在国内层面, 各国政府需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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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将共享发展理念作为基本准则贯穿于国际规则和国内法规制度的创设中, 才能为世界

历史发展的新范式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逐步实现资本逻辑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中的扬弃。
最后, 共享发展理念是涵养共享价值的核心要义。 信息革命时代的共享经济范式 “不仅具有破

坏性, 而且是痛苦的, 因为这不但质疑了支撑社会和经济模型的假设, 同时否定了与之相伴的信仰

系统和掌控这些模型的世界观冶虞。 在共享经济模式下, “随着被分享的事物越来越多, 越来越少的

事物会被当作财产看待冶愚, 发展范式的变化必然引起观念上层建筑的变化, 发展范式的可持续发展

离不开发展伦理的正向引导。 在信息革命时代, 共享发展理念将成为发展伦理的精神支柱, 随着共

享发展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 必将涵养出一种与世界历史发展新范式相匹配的共享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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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共享发展理念演绎了世界历史更为清晰的发展路径,
为推进人类进步事业注入了新能量

摇 摇 首先, 共享发展理念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的政党, 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 当今世界是一个矛盾体, “一方面, 物质财

富不断积累,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 另一方面, 地区冲突频繁发生,
恐怖主义、 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 贫困、 失业、 收入差距拉大, 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

升冶淤。 历史证明, 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长期造成的发展失衡、 贫富差距、 弱肉强食

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威胁。 作为党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 共享发展理念既立足国内又放眼全球,
怀有推进全球平衡发展、 建设和谐世界的理论抱负, 它 “一旦被群众掌握, 就会变成改造社会、 改

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冶于。 一方面, 它积极倡导合作共赢的国际交往观, 推进开放、 包容、 普惠、 平

衡、 共赢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 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平衡发展、 普惠发展; 另一方面, 它又诚心诚

意地推进南南合作, 力所能及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 支持和帮助广

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 正在实施的 “一带一路冶 倡议, “承载着我们对共同

发展的追求, 将帮助各国打破发展瓶颈, 缩小发展差距, 共享发展成果, 打造甘苦与共、 命运相连

的发展共同体冶盂。 在国际社会深入倡导共享发展理念, 能 “让铸剑为犁、 永不再战的理念深植人

心, 让发展繁荣、 公平正义的理念践行人间冶榆, 进而不断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
其次, 共享发展理念有助于促进文明融合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 随着世界交往的深入, “民

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

学冶虞。 共享发展理念基于多元、 平等、 包容的新型文明观, 坚持不同文明之间没有高下、 优劣之

分, 只有特色、 地域之别, 追求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冶 的美好境界, 倡导

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共享繁荣, 有助于促进文明融合发展。 一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习近平

指出: “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 多样带来交流, 交流孕育融合, 融合产生

进步。冶愚 文明间发展成果共享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文明交流的过程。 不同文明秉持共享发展理念, 在

交流接触中增进了解、 消除隔阂是促进文明融合发展的基本前提。 二是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习近平指出: “只有交流互鉴, 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 只要秉持包容精神, 就不存在什么 ‘文
明冲突爷, 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冶舆 不同文明秉持共享发展理念, 不断在互相借鉴中推进共同发展、
共享繁荣, 成为远离 “文明冲突冶、 走向 “文明融合冶 的不竭动力。 三是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习近平指出: “不同历史和国情, 不同民族和习俗, 孕育了不同文明, 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冶, “每
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冶余。 文明间一律平等、 共生共荣是共同发

展、 共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不同文明秉持共享发展理念, 筑牢抵御文明优越和文明歧视的思想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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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进文明融合发展的根本前提。
最后, 共享发展理念有助于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 “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

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 而是处在现实的、 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 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

展过程中的人冶淤。 马克思主义始终将个人的发展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联系起来, 认为 “每一个

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冶于。 他根据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

段, 将个人的发展分为 “人的依赖关系冶 阶段、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冶 阶段和 “建
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冶 阶段盂。
共享发展理念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冶 的发展立场,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冶 思

想。 一是把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中。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将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越来越宽泛, 需要的满足过程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 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 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全面进步冶榆。 二是把人的全面发展融入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中。 中国梦是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梦, 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三是把人的全面发展统筹到全人类的永续发展中。 共

享发展理念蕴含着深厚的代际共享思想, 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代际共享性, 强调尊崇自然, 不以

牺牲后代人的幸福为代价追求当代人的发展。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 是管方向和管长远的。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 既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 也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共享发展理念这一党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 具有鲜明的历史唯物

主义理论品质, 彰显着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 真正实现社会共享、 实现每个人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我们应该在国际社会大

力倡导和践行共享发展理念,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 更加有效的作为, 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作

用, 积小胜为大胜, 不断推进世界历史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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