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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人为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的基本价值诉求。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是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巨大

建设成就的取得，为保障人民群众利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撑；２）人民民
主不断扩大是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有力地确

保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３）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是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精神
动力：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很好地

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４）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是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
社会基础：通过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断加强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水

平大幅度提升，为践行以为人本理念提供了良好社会基础；５）生态文明建设全
面推进是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生态要求：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为治理环境采取了大量措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和政策

体系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践行以人为本理念

提供了良好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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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为本思想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

提出来的。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

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中共十

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中

共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

２０２０年的奋斗目标，再到中共十八大提出确保

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既体现了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探索的不

断深入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

化，也体现了我党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日益重视

和对以人为本思想认识的不断丰富与提升。综

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具体要求，从经济

持续发展到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从文化软实力

显著增强到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再到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党

和国家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福祉放在首

位，把确保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拟从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

方面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以人为本价值

诉求。

　　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人为

本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必

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即必须具备一

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这就是该社会的生

产力。社会生产力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

终决定力量，是全部社会历史的物质基础。生

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

有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财富

的极大丰富，为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

质文化需要提供可靠的物质保证。社会主义的

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要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我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的。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

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

发展生产力。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国家工

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到邓小平提出

“发展才是硬道理”，党和政府围绕经济建设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

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转变。

我国近４０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举世

瞩目，经济增长长期保持在１０％左右。但以往

片面追求速度的经济增长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

问题：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仍然存

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我们

所达到的小康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均衡的

小康，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城乡、区域、行

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还较大；环境保护意识落后，

生态环境恶化等。因此，中共十七大指出：“促

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

面取得进展。”［１］中共十八大阐述了在２０２０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

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２０１０年翻一番。”［２］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

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

公平、更可持续发展”［３］。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０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

十一次会议时强调：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

持续增长动力，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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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跃升。［４］

在上述一系列中央精神的指引下，我国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取得明显成效。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我国ＧＤＰ年均增长７．３％，２０１５年达６８５５０５．８

亿元；２０１６年增长６７％［５］，由高速增长转为稳

中有增，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２０１５年，中共十

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新理念。在新理念的指导下，我国

经济结构加快优化，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第三产

业占比持续提高，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４．６％提高至

２０１５年的 ５０２％，在 ＧＤＰ中的贡献率也由

１９７８年的２８４％提高至２０１５年的５３．７％，服

务业主导特征更加突出，服务业在ＧＤＰ中的比

重上升到５０．５％，首次占据半壁江山［６］。这些

成就的取得，为以人为本思想的贯彻和实现奠

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以人为

本的政治保证

　　社会主义与民主密不可分。早在十月革命

前的１９１６年列宁就提出了“没有民主，就不可

能有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１９７９年，邓小平

又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提升为“没有民主

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人民当家做

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

本，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政治利益，是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和努力方向。

人民民主贯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

程。２００２年中共十六大指出：“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７］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４日第

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

修正案，明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人民正确行使民主权

利提供了根本法律依据。中共十七大报告指

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

标。”［７］中共十八大指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

终高扬的光辉旗帜。２０１４年９月５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６０周年

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人民民主是社

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

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８］１６３这些表明，中国在发展民主政治上

有着自己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即始终致力于维

护人民利益，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

工作的首位。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

度，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保障。自

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和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

断发展完善，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完善

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和完善

的过程，就是人民民主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

以人为本思想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不

断深化的过程。《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公开、

公平、公正的方式选举自己的代表，按照民主

集中制的原则，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人民代表及由其组成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

权力来自于人民，他们对人民负责，并且由人

民来监督。《宪法》为人民当家做主提供了法

律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在实践过程中不

断地改革完善。

在人大代表选举方面，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通

过了新的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继而又在１９８２

年、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４年进行了重要修改

和补充：一是将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范围扩大

到县一级，二是实行差额选举。以改革开放的

先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２０１６年县乡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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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为例，为确保人大代表选

举的民主性，在投票前举行了候选人和选民的

见面会，增进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为了让因事

或因行动不便未能到投票站投票的选民也能行

使自己的选举权，选区安排了 ９组工作人员带

着９个流动票箱，到全村２３个村民组的每家每

户，上门接收选民投票，保障选民的选举权不

落空。

从人大代表的身份来看，他们来自社会各

个阶层，代表不同群体和不同阶层的利益，具有

广泛的代表性。随着社会阶层的变化，需要适

时补充新的代表来表达新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诉

求。例如，２００８年两会就新增了农民工代表，

使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更加广泛。从人大代表的

参政议政能力来看，他们越来越能够代表民意

和反映民意。以２０１６年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

为例，大会召开前，代表们积极参加履职活动，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了解社情民意，提出

了很多事关民生和社会管理重大问题的高质量

议案，大会共收到议案４６２件，其中，立法方面

的议案４４２件，有许多还同时提出了法律草案

文本及其说明。

基层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最直接、最生动

的体现，也是人民群众享有政治权利的重要内

容。２００６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扩大基层

民主，完善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办事公开制

度，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发挥社会自治功

能，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９］基层

民主制度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

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以及实行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最有效和最广泛的途

径。基层民主制度主要有农村的村民自治制

度、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与城市居民自治

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层民主得到很

大发展，成为人民群众享有民主权利和政治权

利的重要方面，为中国的基层民主奠定了坚实

的制度基础，较好地保障了基层人民群众享有

的民主和政治权利。

　　三、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以人

为本的精神动力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是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

召力。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

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

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

更加昂扬向上。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

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１０］我国文化

软实力的显著增强，将为以人为本注入重要的

精神动力。

中国有着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化，有着深

厚的文化根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首先要

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我们应把几千

年来积淀下来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人民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广开来，让陈列在博物馆

里的文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要让

更多的博物馆、图书馆对群众免费开放，让群众

走近历史、了解历史、热爱历史，以激发群众的

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同时要注重扩大中华

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到

中国来学习研究中国文化。另外，要进一步做

好在海外兴办孔子学院等中国文化学习研究机

构的工作，以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更好

地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要注重在现时代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的原

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达到以文化人、以文

育人的目的。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人们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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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归属感。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离不开国民的文明

程度和文明素质的提高，这是提高国家文化软

实力的根基。要夯实这一根基，就要从基本道

德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从每一个人抓起。我

们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

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１３亿人的每一分子都

成为传播中华美德、弘扬中华文化的主体。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还要注重塑造国家

形象，着力展示中国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

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

国形象。在自然灾害面前，中国人民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共度难关的精神，曾经给

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２００３年抗击

非典，到 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时抗震救灾，再到

２００８年战胜雪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国际社会展示了良好的形

象。特别是２００８年５月的抗震救灾，展示了改

革开放后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海外学者对此

给予了高度评价，普遍认为在这次救灾过程中，

从政府到普通百姓，以人为本已成为中国人的

行为准则。

　　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以

人为本的社会基础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

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 １５

日，习近平总书记率领刚刚当选的中央十八届

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我们的

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

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

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

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

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１１］。如何使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成为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

集体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也是我们党做好一

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

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教育的

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在义务教育、

民族教育、贫困学生资助体系、流动人口受教育

权的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大力探索，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在义务教育方面，不断完善义务

教育法规，２００８年秋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免除

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覆盖全国城乡 １．６亿名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民族教育方面，大力促

进民族教育的均衡发展。自２０００年起，在内地

开设新疆、西藏中学班，２０１０年起开设内地新

疆、西藏中职班，从２０１６年起，用５年时间为西

藏、新疆培养了１０００名左右干部。另外，在完

善贫困学生的资助体系方面，通过多年努力，探

索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学生资助体系：一是实

施“两免一补”政策，构建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二是进一步完善高校贫困大学生的资助体

系，设立了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

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等

不同形式的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此外，还支持

和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设立奖助学金，对

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助与奖

励。这些举措极大保证了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实

现，促进了教育公平。

就业是民生之本。自１９９９年高校扩招以

来，大学毕业生的数量逐年递增，从２００３年的

２１２万人增加到了２０１６年的７６５万人。随着大

学毕业生数量的增加，加上下岗失业人员的再

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就业问

题日益突出。为解决这一问题，充分扩大就业，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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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新举措。例如，加强就业援助，促进农

村贫困劳动力转移，深入推进创业孵化基地建

设，积极开展“双创活动周”、“中国创翼”青年

创业创新大赛等活动。另外，实施三年行动计

划，促进更多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加快人力资

源市场整合步伐，增强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和水

平，加大职业培训工作力度等。在这一系列政

策和举措的推动下，全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２０１３年以来，每年新增１０００多万个城镇就业

岗位。

收入是民生之源。民生与劳动者的收入紧

密相连。增加居民收入、做到分配公平，是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八大以来，党

和政府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增加居民财产性收

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趋势，努力促

进分配公平。２０１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增长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

９３％，农村贫困人口减少１６５０万人，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继续缩小。［１２］２０１４年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实际增长９．２％，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

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１２３２万人［１３］。为了增加

居民收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加

大政府公共服务投入，让公共财政惠及于民，

２０１２年中央财政民生支出安排达１３８４８亿元，

比上年增长近２０％，２０１４年财政用于民生的比

例更是达到了７０％；二是提高劳动报酬，适时调

整最低工资标准；三是扩大中等收入比例，调整

过高收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１９８０年的８００

元提高到２０１１年的３５００元。

社会保障是民生之依。社会保障体系包括

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

会互助、商业保险与慈善事业等。我国社会保

障事业发展快速，目前已初步建成了以社会保

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

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的项目齐全、

覆盖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在城镇，我国

基本建立起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

五项社会保险制度，已全面实施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在农村，我国正在全面推进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努力探索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加快新型合

作医疗改革试点的步伐，全面推行县级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拓展居民大病保险，建立重特大疾

病医疗救助制度、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提高低保、优抚、企业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等标准，推行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完善工资制度。社会保险

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筹资渠道逐步拓宽，基金支

撑能力显著增强，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人数迅

速增加。近年来，五项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年

均增幅达７％，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年均增

幅达２０％左右。

在民生问题上，困难群体往往有更多更强

烈的诉求，因此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扶。

经过近４０年的改革开放，数亿中国人虽甩掉了

贫困的帽子，但中国的扶贫任务仍然很艰巨。

数据显示，按照人均年收入２３００元的国家扶贫

标准，至２０１６年底我国农村还有５５７５万贫困

人口。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７新年贺词中指出：

“部分群众在就业、子女教育、就医、住房等方

面还面临一些困难，不断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党

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１４］中共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把扶贫开发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

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将我国

扶贫开发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扶贫

开发报告２０１６》指出：“‘十三五’扶贫开发的目

标是：到２０２０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

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

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

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１５］“十三五”规划

纲要还专门提出了扶贫攻坚八项重大工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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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了通过特色产业扶贫实现３０００万以上人脱

贫、通过劳务输出扶贫实现１０００万人脱贫、通

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１０００万人脱贫、其余实行

社保兜底保障的脱贫攻坚路径，以确保贫困人

口至“十三五”末全部脱贫。

　　五、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以

人为本的生态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社会人的发展是自

由全面的发展，人的自由发展主要是指摆脱了

环境与他人的支配而具有意志和行动自由，达

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

的全面发展主要是指人的能力与潜能、体力与

智力、身与心都得到充分发展，人的多方面需求

不断得到满足。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思想，既要协调人与人、

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也要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生态

文明建设，既有理论论述又有实践举措，为建设

美丽中国作出了不懈努力。中共十八大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

来的长远大计”，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

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２］。习近平总书记曾用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来概括生

态环境与人类文明间的关系。２０１３年４月他

在海南考察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

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１６］他还形象地用金山银山与绿水青

山来比喻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指出：“既要绿

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

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

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

展。”［８］２３０其根本主张是要在生态保护中发展经

济，在经济发展中保护生态。

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和政策

体系逐步建立，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生态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等各项工作全面推进，取得了明

显成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自

１９８９年制定以来已经过８次修订，此外，如《大

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清洁

生产促进法》《防沙治沙法》《环境影响评价法》

等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实

施，标志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促进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保障可持续发展的

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

实践提供了重要法制保障。

党和政府为治理环境也采取了大量措施。

国家环境保护部每年发布年度环境保护公告，

实时发布空气质量信息，及时发布重点区域空

气质量预报预警信息，为人民群众及时防范空

气重污染提供信息指导；发布水质监测信息、污

染源监测信息、污染减排信息；公布主要污染物

排放数量公报，公布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接

受社会及公众的监督；同时做好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重要精神贯彻落实的宣

传报道，建立并完善信息的发布、解读、回应渠

道与舆论引导机制，注重对环境保护重大方针

政策、重要法规规章的解读。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一是完善再生资源回

收体系，加快建设城市社区和乡村回收站点、分

拣中心、集散市场“三位一体”的回收网络，推

进再生资源规模化利用。二是倡导文明、节约、

绿色、低碳消费理念，推动形成与我国国情相适

应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三是鼓励消费

者购买使用节能节水产品、节能环保型汽车和

节能省地型住宅，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限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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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包装，抑制不合理消费。四是推行政府绿色

采购，逐步提高节能节水产品和再生利用产品

比重。五是稳步推进生态保护，使森林覆盖率

逐年增长，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流失治理等都

取得显著成效。六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通过

提高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显著减轻

气候变化对农业、水资源和公众健康等带来的

不利影响。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

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３］在这里，生态红线

首次被提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

意见》于２０１７年２月７日正式公布，明确了划

定生态红线的总体目标：２０１７年底前，京津冀

区域、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直辖市）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２０１８年底前，其他省（自治区、直辖

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到２０２０年底前，全面完

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勘界定标，基本建立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到２０３０年，生态保护红线

布局进一步优化，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有效实施，

国家生态安全得到全面保障，并要求科学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落实地方各

级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刚

性约束，形成一整套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和激励

措施。这些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性制度的

安排，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绿色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自２０１３年６月江苏省率先公布

生态红线区域规划以来，天津、四川、山东、湖

南、湖北、海南等省市纷纷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制定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为完成生态保护

目标、建设美丽中国、造福亿万人民进行积极的

尝试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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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１１－１０）［２０１５－１１－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

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ｆｚｇｇｇｚ／ｔｚｇｇ／ｇｇｋｘ／２０１５１１／ｔ２０１５１１１７＿

７５８７９４．ｈｔｍｌ．

［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０－１８）［２０１７－０３－

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

［６］　李克强．２０１６年政府工作报告［ＥＢ／ＯＬ］．（２０１６－

０３－０５）［２０１７－０３－１０］．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ｆｏｒｔｕｎｅ／２０１６－０３／０５／ｃ＿１２８７７５７０４．ｈｔｍｌ．

［７］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ＥＢ／ＯＬ］．（２００２－

１１－０８）［２０１２－１０－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ｃｎ／ｇｕｏｑｉｎｇ／２０１２－１０／１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６８２１１

８０．ｈｔｍｌ．

［８］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读本（２０１６年版）［Ｍ］．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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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ＡｐｈｒａＢｅｈｎ．Ｏｒｏｏｎｏｋｏ［Ｍ］．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

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３．　

［９］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Ｍ］．吴寿彭，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１４：１６－２２．

［１０］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ｈｉｓｒｏｒｉｃ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ｒｏｏｎｏｋｏ，ｏｒｔｈｅｒｏｙａｌ

ｓｌａｖｅ，ｂｙＡｐｈｒａＢｅｈｎ［Ｍ］．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ｄｆｏｒｄ，

２０００：４．

［１１］亚当·斯密．国富论［Ｍ］．唐日松，译．北京：华

夏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２］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Ｍ］．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４５．

［１３］ＶＩＳＣＯＮＳＩＥ．Ａｄｅｇｅｎｒａｔｅｒａｃ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ｂａｒｂａｒｉｓｍ

ｉｎＡｐｈｒａＢｅｈｎ’ｓＯｒｏｏｎｏｋｏａｎｄＴｈｅＷｉｄｏｗＲａｎｔ

ｅｒ［Ｊ］．ＥＬＨ，２００２（０３）：６７３．

［１４］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ｏｒｋｓｏｆ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Ｍ］．３ｔｈｅｄ．ＤａｖｉｄＢｅｖｉｎｇｔｏｎ．Ｇｌｅｎ

ｖｉｅｗ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Ｓｃｏｔｔ，Ｆｏｒｅｓｍａ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８０：１２７２．

［１５］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上［Ｃ］．陆建

德，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０：６４．

（上接第１５页）
［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

选编：下［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
６５７．

［１０］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Ｍ］．北京：外文
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６０．

［１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
选编：上［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
７０．

［１２］李克强．２０１４年政府工作报告［ＥＢ／ＯＬ］．（２０１４－
０３－０５）［２０１７－０２－２６］．ｈｔｔｐ：／／ｌｉａｎｇｈｕｉ．ｐｅｏ
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４ｎｐｃ／ｎ／２０１４／０３０５／ｃ３７６６４６－２４５
３５０２６．ｈｔｍｌ．　

［１３］李克强．２０１５年政府工作报告［ＥＢ／ＯＬ］．（２０１６－
０３－０５）［２０１７－０２－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５／０３０５／ｃ３４７４０７－２６６４３５９８．ｈｔｍｌ．

［１４］习近平．二○一七年新年贺词［ＥＢ／ＯＬ］．（２０１６－
１２－３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
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ｎ／２０１６／１２－３１／８１１０８０８．ｈｔｍｌ．

［１５］李培林，魏后凯，黄承伟．中国扶贫开发报告
（２０１６）［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２－２９）［２０１７－
０４－２１］．ｈｔｔｐ：／／ｅｘ．ｃｓｓｎ．ｃｎ／ｚｋ／ｚｋ＿ｚｋｂｇ／２０１６１２／
ｔ２０１６１２２９＿３３６３７７８．ｈｔｍｌ．

［１６］搜狐．习近平在海南考察［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４－
１０）［２０１３－０４－１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ｏｈｕ．
ｃｏｍ２０１３０４１０／ｎ３７２２７４１６３．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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