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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 共

同富裕和新发展理念具有内在统一性,准确把握二者的内在统一性关系,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

个方面,尤其在供给侧结构改革、形成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全方位对外开放、
做好非传统和传统安全工作等方面,做好新发展理念的贯彻与落实。 其实,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发

展和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关系是直接的,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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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对共同富裕进行了高度

概括和深刻阐发,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之一就是坚持人民至上,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的特征,在新时代将有

实质性进展,新时代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
持马克思主义,促进共同富裕,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基本实现。 如何

实现共同富裕? 在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
高质量发展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上,坚持新发展理

念是关键和核心。 新发展理念是应时代发展而提出

来,需要以此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发展问题,要以此布

展新的发展格局。 同时,新发展理念是我们迈向共

同富裕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各个方面需要落实的,
尤其在一些新的重大问题上要落实新发展理念。 进

一步来说,新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是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 新发展理

念是发展哲学的关键内容,共同富裕是当代历史唯

物主义的应有之义,新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是内在

统一的。

一、科学理解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

经济发展理论方面最为重要的创新。 就如习近平指

出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

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
主要的。” [1]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视角中,发展哲学的最新发展、最新形态和

内容。 在今后很长时间以内,我们必须将新发展理

念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为党、国家和社会

事业的繁荣做出努力,为共同富裕做出努力。

(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首先,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我们到了新的发展

阶段,从高速度发展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其次,原
来发展方式遇到困难,一个明显的困难是环境污染

等为特征的发展条件变化;再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也发生了变化,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最后,传统的发

展也遭遇到一些外部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如资

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也迫使我们做出

发展调整。 内外诸因素的作用为新发展理念的形成

和出场形成了有利机会。
新发展理念的形成是党做出的重大战略研判。

习近平对此有明确和深刻地阐发,2021 年 1 月 11
日,在《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挺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 就

历史依据来讲,“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

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

段。” [2] 就现实依据来讲,“我们已经拥有开启新征

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 [3] 所以新

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

阶段。
新发展理念是根据发展新趋势、新阶段和新矛

盾而形成的。 习近平指出:“实践告诉我们,发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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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

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

变。” [4]所谓的理念,就是古人说的:
 

“理者,物之固

然,事之所以然也。” [5]在西方哲学史上,理念也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它是人们对于事物和事物的根

本的看法。 在柏拉图那里,理念是事物的根本;在康

德那里,理念是人们创造事物的一个根据;在黑格尔

那里,理念就是事物的源头。 剥去这些唯心主义的

外衣,理念内核实际上是对事物发展的深刻洞察。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一条说的,现实、感
性的来源是现实的工业活动。 人的活动是有主观和

主体尺度的。 人的理念有物质和社会的基础,但更

多的是,人以活动将这种意识和观念转化为现实,形
成现实。 在我们看来,理念实际上是看法、思想、思
维活动的结果,是人们行动的指南,虽然是理论、观
念,但是具有更大的现实性,经过活动,就变成现实。
现实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的、自发的,而需要人的

活动。 在人的活动中现实发生了变化。 这就是历史

上关于能动性和客观性争论中的辩证法。 这是唯心

主义和唯物主义斗争的一个焦点,不能以机械唯物

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理念,必须以辩证的、唯物的、历
史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来看待这个问题,必须重视

人的主体性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性。 新发展理念的

理解也要这样。
从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角度,我们也能够进一步

理解新理念的深刻丰富的含义。 正如 2020 年 10 月

29 日,习近平在《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讲话中指出的:“要坚持系统观

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

性推进” [6] ,加强政策协调配合,使发展的各方面相

互促进,把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实践不断引向深入。
这就是将理念内在的丰富内涵在现实中展示出来,
通过社会活动的主体掌握新发展理念,转化为活动,
变成现实。 理念是整体,所以需要系统观念,理念是

未来活动的指导,所以有前瞻性;理念遵循全局性谋

划,需要战略性布局,需要整体推进。 政策和理念不

同,它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理念是指导和遵循。 理

念的实现方式之一就是指导制定相关政策。 有了围

绕理念的主体、政策、活动,理念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新发展理念针对的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社

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只有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我
们各项事业才会蒸蒸日上,党、国家和社会的各项事

业才能够繁荣昌盛,才能够实现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完成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 新发展理念有非常明显的针

对,也有丰富的内涵,是发展观上一次重要的革命性

的变革。

(二)新发展理念提出了要解决的问题和要建立的

制度

　 　 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新发展理念,后
来多次进行了阐发、丰富和拓展。 2016 年 1 月 18 日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深入学习领会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中,习近平从理

论和宏观的角度对新发展理念做出了精彩阐述。
第一,创新发展要解决引领发展第一动力充足

的问题。 只有发展才能够富起来、强起来。 “把创新

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7] 创新发

展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发展动力。 虽然发展动力涉及

到方方面面,但是创新是关键和核心,坚持创新发展

“是我们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

展主动权,更好引领新常态的根本之策。” [8] “
 

一个

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国

家和民族前途命运。” [9]中华民族要完成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过程中,创新发展

是一个必然的要求。
第二,协调发展要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

不可持续问题。 “从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

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出发,我们要着力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

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10] 这种

理念在落实上,需要做好区域、城乡、两个文明、经济

和国防发展等的相互协调。 尤其从当下的发展看,
我们要做好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布局,做好区域经

济的安排,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
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到支持老少边穷地区,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 还有工业与农业、不同收入差别的

人之间的关系,都需要协调发展。 协调的根本在于

相互之间能够达成匹配,形成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
形成良好的现代经济体系。 区域、城乡、收入的不平

衡,是百年共同富裕的难点、热点。 只有协调发展,
只有做好收入的分配包括第三次分配,才能够解决

贫富差距的问题。
第三,绿色发展要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问题。 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11]绿色发展是一个引起发展观变化

的重大问题。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升,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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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
但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人类从自然中获得的财

富是有限度的,人类生产也是应该有限度的。 人口

过度增长,消费无限膨胀,需求大肆扩展,会导致自

然的支撑力下降,形成土地沙漠化、全球气候变暖、
水资源污染、生物多样性危机等危及人类生存和发

展的环境问题。 富裕不仅仅是有很多的 GDP,而是

需要有更多的优质的空气、水,有更好的景观,有充

足的阳光,环境污染是不能实现绿色发展、人和自然

和谐的结果。 美好的环境应该是美好生活包括富裕

生活的重要方面,甚至是标志。
第四,开放发展要着力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

我们是怎么富起来的? 中国改革开放形成了中国

发展的奇迹。 这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次艰辛探索,
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探索之旅。 近代以来,世界不

断由孤立、分散走向整体,更高水平开放的中国应

该与世界共谋发展。 中国只有在开放发展中,形成

新的开放机制,形成新的开放局面,才能够充分发

展自身,为中国和世界做出应该有的贡献。 中国现

在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借助国际条件来发展自己。
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没有开放发展,是不可能

有发展的。 就像习近平指出的:“
 

一个国家能不能

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

国家、
 

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

进的主动权。” [12] 这就是开放发展理念的深层次

意蕴。
从近代史看,清末中国贫困落后的原因之一是

中国长时间地闭关锁国。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

的发展水平也比较低,和国际上联系比较少,除了一

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施封锁、围困等策略以外,
我们自身也未能做好开放工作,对社会主义发展的

模式认识不够,简单割裂了中国和一些资本主义国

家的联系。 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 在任何时候,在
任何条件下,我们必须重视开放发展。 在新时代,我
们必须进入新的全面开放时代。 不仅仅有经济,还
有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开放。 在开放中与

世界相遇,在开放中学习,在开放中引领。 中国正在

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应该树立与世界谋大同的开

放发展理念,“将自身前途命运与世界前途命运紧密

结合起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为完善全球

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彰显了以天下

为己任的大国胸襟和担当。” ①

第五,共享发展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 发展是复杂的历史事件,其中为什么人是

关键问题之一。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执

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是国家主

体,是国家主人。 发展的目的从根本上就是为了人

民。 发展从来也是一个时间、空间有差别的发展过

程。 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各个地方、区域、主体的

发展条件差别很大,起点、手段、处境、占有的资源,
一言以蔽之发展条件不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以后随着发展的变化深入而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
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所
以,需要我们从共享的角度来理解发展,来推进发

展。 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从小康走向全面小康;从
富裕走向共同富裕。

新发展理念内容非常丰富,需要我们深刻领会,
联系实际,在各项工作中落实。

二、在社会经济发展各个环节中贯彻新发展
理念

　 　 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 同时,贯彻新发展理念与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都是党和国家立足新时代经济社

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
我们都需要做好新发展理念的贯彻执行。 自从提出

新发展理念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都将新发展理

念和我们的发展事业联系起来进行了探讨。 这里我

们追寻这些探讨的足迹,以例举的方式,探讨我们在

社会经济各个环节的重大的问题上,如何落实新发

展理念,从多个方面来分析贯彻新发展理念,走向共

同富裕。
首先,做好供给侧结构改革。 2016 年 12 月 14

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形成以新

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

策框架。” [13]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骄人成绩,在
世界上也占据重要地位。 随着我们进入新发展阶

段,我们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新发展布局。 经济

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首先要形成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这是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当

前发展的深刻洞见。 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
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这些要素和传统的需求

侧的要素如出口、投资、消费等要素不同。 进入新常

态,中国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本身面临的问题和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同的。 中央最

近关于强调共同富裕、整顿电商平台、规范引导资本

发展等,都表达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视。 新

① 蒋斌. 为世界谋大同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风范担当

[N]. 光明日报,2019-12-1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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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理念重视劳动力、资本的关系,重视制度创造和

创新。 这些新理念指导下的经济建设,为将来中国

经济新的进步做出了很好地铺垫,对共同富裕的实

质性进展必然形成积极的促进。
其次,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2017 年

5 月 26 日,习近平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

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的讲话中指出:“坚

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

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
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

象的发力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
境更优美。” [14]可以说,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方式的

形成,本身是发展观的一次革命性变革。 在新条件

下推进新发展理念的贯彻执行,也需要重视经济发

展的协调性和创新性,切实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第三,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习近平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讲话中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现代经济体

系是一个涉及各个环节、层面、领域的经济有机体。
至少从建设的角度包括了以下方面:实体经济为主

的产业体系;创新为第一的发展动力体系;乡村振

兴、三农优先发展的战略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

系;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全面开放体系。[15]

第四,全方位对外开放。 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的过程,迈向强起来的过程,就是一个开放到全面

开放的过程。 新时代开放是全面的,中国开放的门

不会关闭,而是会越来越大。 我们有重大举措来促

进这种全面开放,比如开启“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等。 开放的事情上容不得半点含糊。
习近平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16] 对

外经济的大格局是建设“一带一路”。 中国参与其中

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各个参与主体共商、共建、
共享,能够在大的区域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

互济的局面。 为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包括亚洲、欧洲

和非洲的经济发展、人民幸福做出贡献。 在这个过

程中,“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 [17]

对外开放需要全方位、高水平的开放。 从空间、行
业、主体等多个方面都实施开放政策。

第五,做好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工作。 随着

社会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和传统安全问题交

织在一起,需要全盘考虑;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社

会安全等都要统筹安排,针对性解决安全问题。 正

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这些安全工作包括很多方面

和类型:第一,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和国家利益的统

一;第二,宏观经济平稳,防止大起大落;第三,资本

市场基本稳定,进出有度,防止大进大出;第四,粮
食、能源和中药资源上要确保供给安全;第五,确保

产业链供应稳定安全;第六,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野蛮生长;第七,防止大规模失业;第八,防止大规模

公共安全卫生事件不可控制;第九,有效化解各类群

体事件。[18]

新发展理念涉及到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各个方

面,需要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贯彻执行,这是国

家重大战略决策。 只有发展起来,发展得更好,只有

有了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才能够实现发展上的跨

越提升,才能够为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为
共同富裕、 国家强盛、 社会发达和高度文明打好

基础。

三、协调、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

　 　 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既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

容,也是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是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表达,这是为什么人发展的价

值导向的集中体现。 首先,共享发展就是以人民为

中心,就是要求共同富裕;其次,协调发展和新时代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我

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

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新发

展理念中,共享发展与协调发展值得我们从共同富

裕的角度再次仔细考察,以便对共同富裕有更深的

体会和理解。
第一,人民至上。 关于共享发展,习近平在 2016

年 1 月 18 日《深入学习领会创新、协调、开放、绿色、
共享的发展理念》讲话中指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的要求。” [19] 共享、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

裕在一定意义上是统一的、不能分割的。 中国自古

就有重民、爱民、富民的民本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

人民群众观更具有科学性特征,且消除贫困、改善民

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

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提出共享发展,是对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共享发展理念,其内涵主要有

四个方面:即从覆盖面、内容、实现途径和推进进程

而言,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



第 2 期 强乃社:共同富裕和新发展理念的内在统一性论析 61　　　

享。[20]这些论述深刻、全面、务实。 共享从主体看是

全民;从内容看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

个方面建设成果;从实现途径看是共同建设;从进程

而言是逐渐的。
2021 年 1 月 28 日,习近平在《全党必须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讲话中指出:“共享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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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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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

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21]

第二,城乡融合。 共同富裕还有一个重要的方

面,就是要解决我们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

调的问题。 共同富裕发展中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需
要协调发展。 所以,协调发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发

展指南。 不平衡不协调发展状态,是社会主要矛盾

的表现,是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互矛盾的。
协调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 习近平指出,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做好就业、收
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

工作,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

难群众倾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2]我们要逐步解决各项差距,首
先是地区差距,其次是城乡差距,再次是收入差距。
同时,要坚持发展和保障与改善的一致,就业、分配、
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和扶幼的统筹。

城乡融合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必由之

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

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
公共服务、 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

展。” [23]整体看来,需要农业、工业、城乡整体统筹;
着力形成融合的城乡新型关系;目标是权益平等化、
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均衡化、要素配置合理化、产
业融合化。 在新的条件下,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

反哺农村,解决行业上的隔离、排斥和不公平对待问

题。 这些情况也和整个经济发展有关,随着经济发展

水平的提高,农业的地位受到重视。 这些年来,国家

花了很大力气来解决这个问题,国家的大政方针主要

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推进新型城镇化;一个是乡

村振兴。 新型城镇化让城市更加宜居、包容,乡村振

兴提升乡村发展水平,这让城乡关系更加和谐,让更

多农民工融入城市变成市民。 城乡关系的改善,是协

调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是发展理念所针对的现实情

况,对于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也是关键因素。
城乡关系首先关涉城镇化问题。 城镇化就是越

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 在不同的国家和

地区,城镇化或者城市化水平不同。 中国自改革开

放以来,以快速城镇化、大量新城出现为特征,获得

了城镇化的巨大成就。 同时,也存在一些其他问题,
比如很多兼备农民和工人的身份的劳动者,在城市

和乡村之间流动。 一个方面很多人进入城市,但是

另外一个方面,这些人和原来在城市已经工作和生

活的人在发展机会、社会福利、就医居住和受教育方

面有很大的差别,形成了典型的二元差别的关系。
2013 年 12 月 12 日《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中习近平指出:“如果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

头,能走出一条新路,将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
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经济和

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 [24] 习近平提出推进城镇

化的四原则: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

化。 其中以人为本就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

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

作为首要任务”。 优化布局就是解决城镇关系中的

合理关系和协调关系:“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

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

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
协同发展。” [25] 其实,“城镇化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过

程。 没有农村发展,城镇化就会缺乏根基。” [26] 习近

平 2015
 

年
 

4
 

月
 

30
 

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

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一定要抓紧工

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

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

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

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

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27]

另外,乡村振兴也是一个关键。 乡村振兴是近年

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解决城乡不平衡不协调

关系的重要路径。 习近平 2021 年 2 月 25 日《在全国

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乡村振兴做出

高度概括:“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

项重大任务。” [28]在脱贫致富以后,甚至在今天全面完

成小康社会以后,需要我们继续振兴乡村,推进乡村

建设。 坚持农村优先发展、走乡村振兴道路、持续缩

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 “三农”问题的解决标志就是: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这样

我们就逐渐走向协调发展、共同富裕。
总的来说,遵循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高质量发展,在共同富裕方面形成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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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进展,是人民期待的伟大事业。 遵循新发展理

念,推进共同富裕,两者之间内在关联。 我们在理论

和实践中,应该如此把握、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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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
 

must
 

to
 

pay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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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issue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stage
 

of
 

new
 

development,
 

so
 

that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can
 

be
 

completely
 

implemented
 

accurately
 

and
 

comprehensively.
 

Actually,
 

there
 

is
 

an
 

inherent
 

unity
 

between
 

the
 

notions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new
 

development.
 

Thus,
 

the
 

precise
 

under-
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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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is
 

suppo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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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ed
 

in
 

all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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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particular,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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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ome
 

ke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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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e
 

form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life
 

style,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economy
 

system,
 

the
 

all-round
 

opening
 

up,
 

the
 

se-
curity

 

in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fields,
 

etc.
 

In
 

fact,
 

the
 

two
 

conceptions
 

in
 

new
 

development
 

philoso-
phy,

 

namely,
 

shared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notion
 

of
 

common
 

pros-
perity;

 

that
 

is,
 

the
 

thought
 

of
 

common
 

prosperity
 

naturally
 

covers
 

them
 

theoretically.
Key

 

Words: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common
 

prosperity;inherent
 

u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