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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屋、四口、兩車」被作為美國夢成功的標誌，
而香港所謂「車仔、屋仔、老公/老婆、仔女」

的「四仔主義」亦不謀而合。對於中國夢的內涵，中南
海文膽施芝鴻將之表述為「中華民族的救國救民之夢和
強國富民之夢」，而中國歷來家國統一，「『國』是大的
『家』，眾多的『家』便構成『國』」，這也是習近平所說
「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
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

實現民主公正法治昌盛

在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看來，中國夢，就是每一個中
國人通過自己的奮鬥，實現安居樂業及事業成功；就是
數億嚮往城市的人，到城市裡工作、居住和生活，成為
新市民，並且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就是每一個中國人享
受到滿意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公共設施；就是每一

個中國人工作和生活在生態優美、整潔衛生、空氣清
新，並安全的環境之中；就是每一個中國人都心情舒
暢，工作和生活在自由、民主、平等、公平、公正、正
義和有秩序的和諧社會之中⋯⋯
中央黨校教授辛鳴則指出，「民主充分、法治昌盛、

權利神聖、國富民強，乃至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等」，皆
為中國夢的應有之義。

建黨百年建國百年「兩步走」

按照習近平所提，從現在開始，實現中國夢還有兩步要
走。第一步是到2021年建黨一百周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第二步是到2049年建國一百周年時，建成富強民主
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指出，現在中國人

均GDP正處在中等收入國家水平，按照年均7%的GDP增

速估算，到2020年現價計算的GDP總量將達到90萬億元人
民幣，人均GDP則超過1萬美元，那時將是中國從中等收
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的拐點，也是新的起點。
而從2020年到2050年的30年裡，專家認為，中國經濟發
展的速度會放緩，平均增速降到5%左右，到2050年GDP
能達到350萬億人民幣，人均GDP約26萬人民幣，到那
時，「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
有所居」，將是民眾生活的現實。

要創造一個公平正義的制度環境

在實現中國夢的進程中，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認為，
農業現代化、新型工業化、城鎮化和第三產業的發展，
是必須跨越的四個障礙。目前中國農業勞動力比重高達
37%，城鎮化率只有51.3%，第三產業比重僅46%，而當
代高收入國家農業勞動力比重只有10%，城鎮化率超過
70%，第三產業比重更超75%，中國與發達國家仍有很
大差距。
專家認為，目前中國首要應轉變生產方式，調整產業結

構，更關鍵是進一步激發人的活力，給每一個人公平的
機會和公正的待遇。「要讓中國夢成為每個中國人的
夢，而不是一部分人或少數人的夢，就要創造一個公平
正義的制度環境。」王一鳴認為，「如果靠權力、靠關
係就能達到目標，社會活力將會迅速下降。」劉偉也指
出，首先要保證機會上的公平公正，其次政策上對收入
分配差距過大進行調整。

對追求個人價值的莊嚴承諾
作為中國新一屆領導人執

政方略的核心，中國夢勾畫

出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相輔

相成的藍圖，是中國執政者

首次將個人價值與國家利益

並列置於同等重要地位，還

鮮明的把「平等公平正義」

的普世價值與情懷作為中國

夢追求的目標，這體現了新

時代下中國新領導人創新的執政理念與國家發展

路徑。

西媒：最強民族動員令

西方輿論普遍認為，與激勵了無數美國人的帶

有個人主義色彩的美國夢相比，中國夢更具東方

集體主義色彩，是對中國13億多民眾的承諾和

「最強有力的民族動員令」。中國人素來懷有「家

國天下」的情懷，近幾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夢實際

等同於強國富民夢。而習近平在闡述中國夢時強

調，「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

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這意味

，新時代的中國夢主要是個人的夢。習近平還

說，要「隨時隨刻傾聽人民呼聲、回應人民期

待，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

會公平正義」，這實際是國家對個人追求夢想和個

人價值實現的回歸和莊嚴承諾。

專家：理論傳承有創新

近幾十年，中共每一屆領導人在任期內都提出

新的執政思想。黨史研究專家認為，縱觀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鄧小平理論是基礎性部

分，江澤民時代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是開創

性部分，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則進一步

深化了理論體系。而中共新一屆領導人習近平所

提出的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目標的中國

夢，不僅與「三個代表」思想、「科學發展觀」

一脈相承，在理論上亦有所創新。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改革開放為核心的鄧小平

理論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成為中共執政的

核心指導思想。到世紀交替的2000年前後，國內外

政治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共黨內存在思想

僵化、信念動搖、組織渙散、腐敗等問題，亟待

統一黨內思想，形成共識。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江澤民於2000年2月廣東考察期間首次提及「三個

代表」，而後在2001年7月1日中共成立八十周年大

會上進行了全面闡述。

「三個代表」思想是指中共要「始終代表中國

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

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是中共黨建思想的開創性發展。

「科學發展觀」則是2003年7月由時任中共中央

總書記胡錦濤首次闡述，當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

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粗放的發展模式難以為

繼，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面臨轉型。「科學發展觀」

實際是為中國指明了發展的道路，後來被概括為

「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全面發展觀」、「協調發

展觀」和「可持續發展觀」，其第一要務是發展，

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

展，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三個代表」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分別在十

六大和十七大時寫入黨章，成為中共重要的指導

思想。

中國夢成執政核心理念

分析認為，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顯然將成為其

執政期間的關鍵詞及核心理念，與此前發展理念

相比，中國夢第一次強調了公民個人的發展和價

值實現，是以人為本的發展觀的拓展和創新。當

前中國正處於發展的重要關口，經濟和社會轉型

時不我待，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跨越，民眾

對公平正義民主的訴求尤為強烈，執政者中國夢

的理念亦回應了民眾的

企盼和訴求。

第一次：2012年11月29日，北京中國
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
展覽時，首次宣示，並莊嚴
承諾。

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不久的習近平在2012年11

月29日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第一次向世界

宣示「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

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

他還對中國夢的美好藍圖作出承諾，「到中國

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一

定能實現，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

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一定能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

第二次：2013年3月7日，在十二屆全
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發
表「就任宣言」時，作系統
闡述。

第二次系統闡述中國夢，則是在習近平發表新

一屆國家主席的「就任宣言」時，9次提及「中

國夢」。

習近平前所未有的強調個人夢想的實現。「中

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共同

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

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

會」。習近平說，有夢想，有機會，有奮鬥，一切

美好的東西都能夠創造出來。

第三次：2013年3月17日，在接受金
磚國家媒體聯合採訪時指
出，和平路徑實現中國夢。

習近平亦努力向國際社會「推銷」中國夢。習

近平說，「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人口第一大

國，中國夢將給世界帶來機遇」，「中國夢，將經

由一條和平的路徑實現」。

第四次：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
國際關係學院演講中提出，
中國夢同時造福世界。

作為國家主席在首次外訪期間，習近平在俄羅

斯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發表演講時說，「中國要

實現的中國夢，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造福各

國人民」。

第五次：2013年3月26日，訪問非洲
時在坦桑尼亞演講強調，共
同締造繁榮世界夢。

習近平3月26日在坦桑尼亞演講時將中國夢與

非洲夢、世界夢對接，中國人民有實現民族復興

的中國夢，非洲人民有實現聯合自強、發展振興

的非洲夢，「中非人民同國際社會一道，推動實

現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世界夢」。

習近平5次闡述回顧

中夢國 美夢國

海巖

夢想引領未來。歷史
上，曾經出現過「俄國
夢」、「英國夢」、「美
國夢」、「日本夢」
等，而作為一個國家或

民族的夢想，鮮明提出並
在全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只

有美國夢。「美國夢」成為國
家的意識形態和普世價值，成為

凝聚民族的精神內核，也是國家凝
聚力、活力的來源。
300多年前，當一部分英格蘭移

民乘坐 「五月花號」木帆船橫穿
大西洋來到美洲新大陸時，他們是
想尋找一塊清教徒能居住的「淨土」
並在此建立新的國家。1931年亞當
斯完成的《美國的史詩》首次提出
「美國夢」：「讓我們所有階層的
公民過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
生活的美國夢」，當時美國正處在
世界經濟危機和大蕭條的關鍵時
刻，「美國夢」感染、激勵了很多
人。
被稱為20世紀美國最偉大的兩個

總統羅斯福和里根都被視為「美國
夢」的代表。到了21世紀，比爾蓋
茨、喬布斯等成了當代「美國夢」
的新偶像。美國總統奧巴馬於去年
11月6日發表演講時表示，每個人
都有 追求個人幸福權利的這一信
念，也就是所謂的「美國夢」。
專家認為，中國應借鑒「美國夢」

中對每個人的夢想和追求的尊重，
用「中國夢」凝聚和激勵全體中國
人民，從而匯集力量去實現國家和

民族的夢想，而不能簡單地用「中國夢」替
代每個人的個人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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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首次向全中國民眾發出「為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的宣言至今，他已先後五次在國內外不同場合闡述「中國夢」

戰略，完整反映出習近平與新屆中共領導集體的戰略目標和治國理念，受到海內外高度關注，被

視為「習李時代」中共治國理政的新指導思想。本報特別策劃「中國夢」專家筆談，用三個版篇

幅和圖文並茂形式，深入分析解讀。專家認為，要實現中國夢，發展是核心，民生是基礎，生態

須改善，改革是動力，政府要轉型；檢驗中國夢實現的唯一標準，是要看每個中國人能否享有

「人生出彩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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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檢驗標準是看每個人能否享有「出彩人生」

■海巖

■習近平等在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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