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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共同发展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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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实现人口一资源一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有赖于人类创造新的发展模式。 

五大发展理念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升级转型的指导思想，它吸纳了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对 

世界发展模式的贡献：

世界各国都渴望发展，但地球 

只有一个，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 

如何解决人口一资源一环境的矛 

盾，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起 

走上富裕之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难题。

一、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的共同愿望

20世纪，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和 

财富积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增长的收益分 

配极不平等，南北收入差距也达到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正如托 

马斯•皮凯蒂在其代表作《21世纪资 

本论》中所说，如果继续现在的趋 

势，21世纪将和19世纪一样，出现 

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 

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争。

贫富分化、南北差距是现存国 

际经济秩序中最持久和最令人不安 

的特征之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提出了不 

同的解决方案。有人认为全球化是 

建立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不 

平等交换的基础上，因而主张反全 

球化或将全球化与发达地区脱钩； 

有人认为应建立全球性社会调节机 

制，通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 

供发展援助实现国际收入转移；有 

人认为应组织新的大规模社会运动， 

以抵抗对工人阶级不利的那些因素。 

中国学者大多认为，发展中出现的 

问题应该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 

其中确立更合理的发展模式是关键。

可以说，世界各国处于不同发 

展阶段，意识形态千差万别，但发 

展是各国的普遍追求。从世界范围 

来看，排除热点涌动的地缘政治问 

题，以人口一资源一环境问题最为 

突出。解决这个问题，有赖于人类 

创造新的发展模式，并从传统的以 

自然为征服对象的发展观中解放出 

来。

二、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 

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 

唯一出路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经济实力和 

综合国力明显上升，但人口多、底 

子薄、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生 

产力不够发达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 

本改变。近年来，中国资源环境的 

承载能力受到挑战，生产要素总量 

约束正逐步显现，主要依靠低要素 

成本参与国际竞争的局面已经难以 

为继，公共服务质量和收入分配不 

公可能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 

瓶颈。

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 

愿望的行动纲领，找到突破挑战的 

薄弱环节，更加奋发有为地工作， 

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中国从20 

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鼓励从事对资源和环境有利的 

经济活动，摒弃不利的经济活动， 

标志着开始重视经济活动的生态合 

理性。然而，所谓“不利于资源和环 

境的经济活动”大多是基于贫困落 

后的社会现实开展起来的，骤然关 

停意味着亏损和失业，但不治理则 

意味着污染终将反噬人类自身。这 

时，在GDP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间找 

到动态平衡点，以稳步实现产业升 

级和结构转型，就成为至关重要的 

事情。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 

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集中了发展经济 

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优秀 

成果，既是中国解决自身问题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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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也是中国拉动世界经济的良方。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 

力。目前，世界经济面临新一轮全 

球产业分工调整和第四次科技革命 

的重大机遇，科学统筹规划战略性 

新兴产业，使其成为我国参与国际 

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发展的新优势， 

是关系民族崛起和国家复兴的百年 

大计。中国需要创新发展理论、创 

新体制机制、创新生产方式、创新 

工艺流程、创新思想观念，在全民 

创新、全面创新的基础上引领经济 

发展。

“协调”是各要素要保持平衡。 

不仅要促进人口一资源一环境的协 

调，也要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 

和贫富差距，实现经济一社会综合 

平衡发展。

“绿色”强调将环境因素作为经 

济增长的成本考虑。不应以对环境 

和资源的破坏性使用来换取经济增 

长，而应努力使经济活动遵循“资 

源一产品一废弃物一再生资源”的 

反馈式循环流程，推动建设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面 

对世界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应发展 

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加快转变 

外贸增长方式，调整进出口结构，加 

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提高 

对外投资质量，参与新一轮国际经 

济规则塑造。

“共享”是社会发展的内容。作 

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仅要让本 

国的老百姓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 

切实提高普通居民的生活、生命质 

量，而且要通过“一带一路”等顶层 

设计，与周边国家实现经济联动与 

成果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源于新中国独立 

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思想，同时 

也吸纳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 

教训，是对世界发展观念贡献巨大。 

“一带一路”是中华文明复兴道路上 

的伟大倡议，它不局限于一国一地, 

而是旨在构建命运共同体，需要世 

界各国基于共同价值，达成基本共 

识，付诸统一行动，为解决本国经 

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切实努力。

三、新发展模式对世界发 

展理念的贡献

现在，全球有10亿左右的人 

口生活极端贫困，每天平均收入不 

足1.25美元，还有10亿人口营养 

不良。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 

预测，到2030年，由于经济发展、 

个人收入提高，极端贫困人口的数 

量将会下降约50%,但如果全球经 

济出现长期萧条，到2030年，减 

贫50%的目标就只能完成一半。到 

2030年，传染疾病造成的死亡预计 

将会减少30%,而非传染性疾病导 

致的死亡人数将增多。到本世纪中 

叶，根据人口与社会学家的预测， 

全球人口可能超过80亿，主要增长 

来自亚非发展中国家，人类将面临 

传统疾病及其变异传播、不可再生 

能源枯竭、环境承载力濒于极限的 

威胁。

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实现人口一 

资源一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这有赖于人类创造新的发展模式。 

五大发展理念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升 

级转型的指导思想，它吸纳了其他 

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对 

世界发展模式的贡献。

首先，环境问题涉及发展中国 

家的贫困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贫 

困问题又与现存的不公正、不合理 

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有密切的联 

系。发展中国家在脱离西方殖民主 

义体系取得独立后，旧的国际垂直 

分工体系和经济结构并未相应改变。 

这种状况恶化了发展中国家谋求发 

展的条件，制约着发展中国家保护环 

境的努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 

国家的处境要困难得多。因此，国际 

社会要在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中取 

得进展，就要设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 

贫困问题，使发展中国家尽量摆脱对 

环境资源的依赖。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 

治经济旧秩序。否则，人类很难实现 

环境保护的目标。

其次，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 

展，而经济发展也不等于发展。基于 

一切生产和社会活动都应服务于人 

类自身，而人类发展主要体现在人的 

各种能力的提高上，所以发展理应包 

含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中国作 

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增 

长上有待持续，在全面发展与社会进 

步上更任重道远。

最后，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任 

何国家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 

兼顾到其他国家的发展，不能将自己 

的发展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 

上。对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来 

说，必须要做到全面协调，努力满足 

人民群众多层次的需求，也要协调好 

各个方面的发展，做到统筹兼顾。随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 

入，中国的发展模式必将引领中华民 

族走向伟大复兴。到那时，中国的发 

展观对各国探索更科学、更文明的发 

展道路，对人类探索一般社会发展规 

律，乃至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必将作出更大贡献，从而彰显出更重 

大、更深远的世界影响。s
（本文选自《2017“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文集》，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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