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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冲突凸显$-包容性发展.的提出反映了国

内外各界对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期许$-包容性发展.内涵丰富且深刻% 试图从-归宿.

-层面.和-要点.三个维度对-包容性发展.的内涵进行解析$以期加深对其理论的理解% 当

然-包容性发展.的包容不是-调和.$是有-度.的&是有底线的$有所包容$有所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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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包容性发展%是一种世界观#它是对人类现

存生活不断反思基础上提出的#让人们用$包容%

的眼光看待世界(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是继

$和谐社会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理论%后又一个

指导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引导性理念"

$包容性发展%译自英语复合名词$Y-8/,<5>7

T(+R?2%#其中心词是$ T(+R?2&发展'%#$Y-8/,L

<5>7%应包含$社会包容%或$社会融合%之意"

/#0

$包容性发展% &5-8/,<5>73(+R?2'最初是 !""K 年

亚洲发展银行提出的#是基于中国加入 [6F以

后#经济增长迅猛的事实提出来的#也是国际组织

近年间逐渐完善的一个概念" !""K 年#由林毅夫

主编#庄巨忠!汤敏等学者编写的1以共享式增长

促进社会和谐2一书正式出版#这本书英文版当

时译成中文时#使用了$共享式增长%一词#实际

上也有人将其译成$包容性增长%"

/!0胡锦涛同志

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

开幕式致辞中#首次公开倡导$包容性发展%"

目前#关于$包容性发展%这个新概念的内涵

仍在激烈探讨中#其中主要有 M 种代表性的观点+

参与共享增长论" 这种观点认为$包容性发展%

重在$参与%和$共享%(经济社会协调论" 这种观

点认为重在$经济包容%和$社会包容%两个层面(

低收益者受益论" 这种观点认为公众尤其是中低

收入者普遍具有同质均等的发展权利(增长价值

论" 它是一种信息和价值导向#认为中国和世界

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包容性发展" 全球包容性增

长论" 这种观点认为各国存在合作和趋同#包容

性增长的国际拓展存在充分必要性"

/$0

$包容性发展%包容是核心#发展是前提和原

则" 综合国内学者的观点#笔者从三个维度去理

解$包容性发展%+$一个归宿%$两个层面%$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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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围绕$包容性发展%的$一个归宿%#$两

个层面%是立足点#$四个要点%是基本要求"

一%(包容性发展)内涵之(归宿)维度

$天地人和#礼之用#和为贵#王之道#斯之

美%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处世观念#其核心文化思

想#为一$和%字#经过 M""" 多年的传承#已演变

为一精神#升华为一种境界" 鹤者#和也#鹤&和'

翔&祥'千年#往返于天地#百鹤齐翔#秩序井然#

群栖群落#互助互爱#俨然一温馨祥和的社会群

落#从而诠释了$天地人和%的概念"

$包容性发展%核心和本质是包容" 首先#包

容性发展蕴含对天的包容"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

$天%意味着自然及其发展规律" 马克思认为#人

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自身具有自然的属性#自

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人本身是自然

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

起发展起来的"%

/%0$K%人类永远也不能摆脱对自然

界的依赖关系" $人靠自然界生活" 这就是说#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

的!人的身体%"

/M0GM其次#包容性发展蕴含对地的

包容" 这种包容既是国内各个地区相互包容#也

是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包容" $随着

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

存在同时应经是经验的存在了"%

/H0NH

$世界历史

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

/K0!K$在这

里所谓的$世界历史%特指各民族!各国家通过普

遍的交往#相互依存#是世界整体化的历史" 再

次#包容性发展蕴含对人的包容" $人的本质不

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

/N0MH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包容才

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因此要努力做到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最后#

包容性发展包含和的内容" $和#谐也% &1广

雅2'秩序井井有条#人与人之间和和美美#达到

社会和谐的目的"

天地人和的境界是$包容性发展%的根本归

宿和价值诉求#是人类对现存生活状况的反思和

超越"

二%(包容性发展)内涵之(层面)维度

包容既是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包容#也是

内部和外部双方之间的包容#因此亦可以从国内

和国际两个层面去理解$包容性发展%" 改革开

放以后#中国经历了 $" 多年的持续高增长" 经济

的快速增长反而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相对于

富裕者而言贫困者受益较少" 同时#中国两位数

以上增长的Tf̀ #是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率的非

绿色Tf̀ #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由增长本身不均

衡导致的矛盾也在增多" 如何解决这些矛盾#需

要包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尤其是金融危机

后#复苏道路上面临诸如通胀预期!大宗商品价格

上涨!贸易保护主义!失业率上升等不确定因素#

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影响#也对中国产生严重影

响#因此世界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包容" 从国内和

国际两个层面来说$包容性发展%都符合时代以

及实际要求#都顺应了各方期许及其呼声"

发展是包容的前提和原则" 从国内方面来

讲#首先#发展不只是Tf̀ 的发展#它是一种和谐

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亦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其次#

$包容性发展%要求机会供给!竞争参与及收益分

享的有效协同" 发展的同时#财富公平分配#不造

成过大的贫富差距#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使所有人

都从增长中获益(再次#这种发展有利于社会发

展!公共服务和精神文明建设#能够促进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方面相互包容协调" 包

容是一种境界#只有人们用博爱的心!博大的胸

襟#才能自觉行动起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用

包容的心!包容的胸襟践行$包容性发展%#先富

带后富#促进共同发展#共同享受发展成果"

从国际方面来讲#和平与发展是国际两大主

题" 从世界和平来看#假使不实践 $包容性发

展%#富裕国家则会更富裕#贫穷国家则会更贫

穷#世界经济两极分化愈发严重#由此带来的局面

就是世界局势动荡" 世界经济发展来看#当今世

界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与国应互

惠互利!携手共进!包容发展" 以国际社会共同应

对世界金融危机为例#假使世界各国不深化合作#

拓展合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就不能有效解决金

融危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利于解决好各国的

劳动就业问题#也不能改善各国人民的民生问

题"

/#0

$包容性发展%应该是某国的发展不损害或

抑制另一国发展#不给对方带来危害#国家间协

调!和谐发展#在共赢多赢中实现共同发展"

/G0

$包容性发展%的提出无疑体现了世界均衡发展!

包容发展的内涵"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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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包容性发展)内涵之(要点)维度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围绕$包容

性发展%的一个归宿&天地人和'#可以从以下四

个要点来理解+

第一#$包容性发展%体现人类无止境的物欲

与自然生态的包容" 在物欲横流的世俗化的世界

里#人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征服自然作为唯一

目的" 人类无止境的欲望让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

不堪重负#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及环境质量下降#资

源危机!粮食短缺!水荒等危机不断出现#生态失

衡和气候异常成为人类前进的枷锁" 早在 #G 世

纪时#恩格斯就曾警告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

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

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

/#"0MH#人在自然

界的最大自由度#就是在客观规律允许的范围内

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做出最佳选择" 中国自古

就有$天人合一%之说#道家的$天道自然#人道无

为#道法自然%#儒家的$天地生生之德%都体现人

类与自然休戚与共!互生互荣的生态理念" $包

容性发展%是让人类活动要遵循合乎目的性与合

乎规律性的统一"

第二#$包容性发展%要求发达地区与相对落

后地区的相互包容" 中国幅员辽阔#东部!中部和

西部个地区之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明显#区域差

距引起的纷繁复杂的矛盾不符合和谐社会和科学

发展观的要求" $包容性发展%语境下#欠发达地

区要明白发达地区由于地理!人才等优势可以也

必须优先实现先富!先强#包容发达地区" 同时#

发达地区要明白自身义务#通过向欠发达地区转

移人才!资金等帮扶欠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最终也能让欠发达地区享受中国

快速发展带来的成果#实现各民族!各地区共同繁

荣发展"

$包容性发展% 更提醒世界要与中国相互包

容"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都在探索发展的新途

径#尽管过程曲折但总趋势是发展的" 经济不断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综合国力增强#中

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发

展的同时#国际上出现一些$中国威胁论%等不和

谐声音#质疑中国快速发展的国家增多" 中国需

要思想输出#向世界传递中国正确的声音是完全

必要的#而$包容性发展%的提出正是这种包容!

和谐世界理念的体现#$一个世界#一个中国%各

个国家之间可以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第三#$包容性发展%提倡富裕人群与中低收

入人群的相互包容"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

")% 是警戒线#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

")!N 上升到 !""K 年的 ")%N#近两年不断上升#实

际已超过了 ")M"

! 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富裕

人群和中低收入人群的矛盾不仅仅是潜意识的对

立#而且是显性的冲突#$官二代%和$富二代%新

生群体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和侵略性#富人经济上

的先富并没有给他们精神上的先强#穷人对富人

的为富不仁产生敌意#富人成为人们怀疑和仇视

的对象(相对于富裕人群而言#中低收入人群是

$弱势群体%#在中国是绝大部分人群#富人经济

上的先富必须建立在精神上的先强上#有责任把

$穷人% &他们'变成$我们%#先富带动后富" 达

至富裕人群与中低收入人群的相互包容#从社会

教育和宣传理念上及时灌输$包容性理念%是非

常有必要的"

$包容性发展%更要求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

应相互包容" 由于党政干部的廉洁问题!不依法

行政问题和$三公消费%等问题#导致当前党政干

部和人民群众的对立情绪较强#尤其是政府层面

的管理者和普通群众的对立情绪有不断发酵的苗

头" 矛盾不断升级过程中没有有效做好群众的疏

导工作#人民群众又不可能以管理者期望的觉悟

来评判事情真相#沟通不畅就会发生质变#引发一

系列群体事件" 党政干部要转换作为管理者的角

色#党政干部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尊重民意!顺

应民意#百姓事无小事#真正做到服务人民(人民

群众要理性地看待国家和党出现的系列问题#理

解和支持党政干部的工作" 如何让党政干部和人

民群众包容互信是十二五规划的重中之重#只有

包容互信才能实现各阶层的和谐幸福"

第四#$包容性发展%表现为制度和体制相互

包容"

/##0中国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摸索和实

践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新时期鲜明的特点是

改革开放#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我国在保持社会

主义制度前提下引入了相当多的资本主义文化与

经济元素#改革取得了伟大成就#改革开放 $" 多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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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伟大成就说明社会主义也可以借鉴资本主义

的优秀成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体制可以

相互包容"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何拿资本主

义的优秀成分为我所用是值得社会主义国家思考

的问题(二十一世纪金融危机复苏阶段#社会主义

制度在国家宏观调控等方面展现了资本主义无法

比拟的!巨大的优越性#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社

会主义制度是$更公正!更公平!更先进!更科学

的制度%#值得借鉴和学习" $包容性发展%让我

们从另一个视野去思考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

体制的辨证关系#两者不仅仅是斗争在某些方面

能够相互包容!共生#共同为国家建设服务"

$包容性发展%启示我们对待传统文化与现

代文化要相互包容" 中国是一个拥有 M """ 年历

史的文明古国#一方面中华民族有深厚的文化积

淀#而另一方面残余在民族深处的 M """ 年封建

思想的包袱也是相当重的"

/#!0多元化的文化背景

下#传统和现代思想流派的斗争$与时俱进%#如

何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及达成平衡是智慧的呈

现#$包容性%的理念认识到理念冲突不是敌我冲

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两者在包容中互补#在互

补中共荣"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包容性发展%的包容是

有$度%的!是有底线的#超出了$度%就不能包容

了" 一些反党!反人民的言论和行径是坚决不能

包容的(一些凌驾于人民群众利益之上#不把人民

群众当回事#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的行为也是不能

包容的(一些地区不科学的!高污染的!高耗能的

发展方式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不能包容

的(一些国家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崇尚强权

政治#破坏世界和平稳定局势更是不能包容

的"

/#$0总之#这个$度%以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是

否顺应时代潮流和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为界限#

有所包容#有所排斥"

$包容性发展%是对人类进步包含的各种要素

的一个整体性思考" 是要让人民过上一种更幸福!

更有尊严的生活#让社会更公正!更和谐" 是要人

与自然相互包容!人与社会相互包容#实现$和谐世

界%#这就是$包容性发展%所要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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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岷峰$张惠*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辨析及实现

要点研究(*))长春市委党校学报$!"#"!H")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 卷" (_))北京*人民出版

社$#GGM)

(M)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 卷" (_))北京*人民出版

社$ #GKG)

(H)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 卷" (_))北京*人民出版

社$#GGM)

(K) 列宁全集!第 MM 卷"(_))北京*人民出版社$#GG")

(N)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 卷" (_))北京*人民出版

社$#GGM)

(G) 邱金柱)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增长对社会建设的必然

要求 (A;IFd))2??'*II+'5-5+-)'7+'/7)8+W)8-IT;I

#!GMM$K$)2?W/$(!"#"L#"L#%))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 卷" (_))北京*人民出版

社$#GGM)

(##) 孙锡良)胡锦涛总书记-包容性增长.的七层含意

(A;IFd))2??'*II8/,Z)825-.)8+WI:.?.I?2(7.:I#"##I

!K#NIKKI!#I"k#)2?W/$(!"#"L#"L#!))

(#!) 赵吕生)当今和谐社会理念之传统文化底蕴(*))重

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K")

(#$) 牛文浩)生态社会主义的快乐思想(*))重庆邮电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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