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夢，就是每一個中
國人通過自己在創業和就
業中的奮鬥，實現自己安
居樂業的需要，以及所追
求事業的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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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通過誠實合理納稅，希
望政府能提供、建立和建
設滿意的公共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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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清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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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通過14億左右中國人同舟共濟、艱苦奮鬥，憑 根植
於中國夢的中國精神，經過再30到40年的努力，到21世紀中葉時，
把中國建設成一個人民富裕、國家強盛、社會安定、生態環境優美
的社會主義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偉大復興。

首先要解決好青年就業問題

前途雖然光明，道路是曲折和艱難的，尤其是未來的10年，是一
關鍵的時期，外部形勢嚴峻，內部諸事險惡。
青年人的高失業，將是一個火藥桶。一方面對青年人創業、創辦

小微企業口頭重視，而行政、稅費、融資等體制和政策卻不重視；
另一方面，雖然人口急劇下滑，但可能由於養老金缺口，不能再提
前退休，還可能要延長退休年限，這又佔據了青年人的就業崗位，
所以青年人就業將是未來5到10年最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加上政府
許多部門對其收費、罰款及吃租，特別是象城管這樣給創業者增加
利潤設置障礙的機構，將會在未來的某一天為中國，像北非和中東

一樣，引爆這桶火藥。
安居樂業。居不安，則社會不寧。印度和拉美等，用貧民窟的方式

解決了居住問題；台灣用農民的地可以交易，使他們能積累資金，創
辦小企業，可以在城市中購買住宅。中國要走一條什麼樣的路呢？目
前轉移到城市中2.5億多農村人口，98%以上沒有自己在城市中的住
房。未來，還將有幾億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如果讓這樣幾億人去租
住城市中1億左右擁有多套房人的房屋，將會形成幾億底層階級將工
資的30%到50%交給1億有房產的食利階級。未來城市化後，面臨的是
兩極分化的階級社會。
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按照現在的思路，加上利益和體制的梗

阻，得到縮小的可能似乎很小。由於重視大企業，大量的小企業因
政府審批和干預太多，稅費太重倒閉，青年人失業率將高企，中等
收入人口增長困難，甚至減少，因失業貧困增加。
到了現在，誰都明白，不改革沒有出路，但是，一些大的利益格

局，很難改變，一是三公消費能改革嗎？企業稅費負擔太多的機構
和人員能減少嗎？二是農民能把土地作為財產，像台灣和韓國一
樣，能富裕起來嗎？地方政府能讓出這塊利益嗎？三是能把目前導
致高房價的土地行政寡頭招拍掛，七十年出讓金一次收來花掉的地
方財政制度改革掉嗎？四是逼迫房產透明、抑富濟貧的房產稅能開
徵嗎？
而到21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時，國家財政和金融體系風險將會極

高。中國人口規模下滑，結構急劇老齡化會從2021年起顯現，經濟增
長速度會下滑，會陷入比日本還嚴重的低迷陷阱，養老形成的債務缺
口越來越大，財政赤字高企；2030年以後，可能伴隨房價暴跌，資產
縮水，壞帳增多，銀行體系風險加大。那時，中國的債務問題，要比
美國現在嚴重得多。2100年時，中國人口5到9億，屆時世界人口將達
到100億，中國人口比例將從目前的19%多下降到5%到9%。印度人口
將達到20億，美國人口也將達到5到6億。如果中國不立即放開和鼓勵
人口生育，並且防範轉基因和污染等對生育的影響，則21世紀中葉，
經濟規模短暫居第一位後，二次衰落，下降到第四，或者第五位。
因此，在21世紀中，中華民族的復興和落入世界失敗民族和國家

行列，就在一步之遙中間。若內部出大事，則不戰自敗。

自去年11月至今，新一屆中央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提出並已先後多次闡述「中國夢」，以實現「中國夢」為核心的未來執政方略日漸清

晰。在今後十年追逐夢想的道路上，中國將發生怎樣的變化？中國夢與每個中國人有什麼關聯？哪些挑戰需要應對？為回答這些問題，本報特

別邀請內地7位權威智囊和學者筆談，從發展、國防、民生、外交、理念、生態、文化等多個層面多角度縱論「中國夢」，以饗讀者。

談發展
社會有序和諧 方能安居樂業

「中國夢」是所有中國人
民的夢。人民，有13億個大
寫的人，也是13億個小小的
分子。13億人有13億個自己
的夢。中國夢，不是這13億
個夢的簡單疊加，而是這13
億個夢的最大交集。
「中國夢」與「個人夢」
之間，可以用12個字的紐帶
串起：
分享成果——如果每一個

人都渴望 分享「中國夢」
的成果，那麼，這個夢才是
扣中了13億扇心扉的，才是
可觸摸、可相聞、可擁抱

的，才是有溫度、有力度、有銳度的。「中國夢」不見得就直接等於
你自己的那個夢，但「中國夢」的實現，可以把那個大大的交集向前
推動，你會覺得自己的夢，也多了一個有力的臂膀，在推 你、帶
你、擁 你、暖 你。

有分擔 有共擔

分擔壓力——如果每一個人都只想 去享受成果，而對這個國家遇
到的難題、承受的壓力不聞不問，不理會、不接茬、不搭把手，那
麼，這個國家的夢必然實現不了，那13億個個人的夢，也會因為那巨
大的交集無法前行，而一個一個又一個地四散、擱淺。所以，「中國
夢」的壓力需要大家一起來分擔：資源有限的壓力，發展不均衡的壓
力，調整利益時的壓力，遭遇壁壘時的壓力。
共擔責任——其實，沒有一個人的夢想是可以輕鬆實現的。你奮鬥

之所，可能恰是國之希冀；你建功之地，可能恰是國之命脈。國家因
為有了夢想，而湧出了太多要革新之處；國家因為要實現夢想，而勾
勒出太多要前行之路。這每一處，這每條路，都是留給你實現個人夢
想的巨大空間。如果你生活在一個坐享其成的國度，沒有那份共擔的
責任，你就是一個感受不到壓力的彈簧，全無施展夢想的空間。
分享成果，分擔壓力，共擔責任。國與家，國與你，就是這麼複

雜，就是這麼簡單。我們13億人和這個國家，夢在一起，起身之時，
選擇同行。

談理念
13億個夢要實現最大交集

今年 1
月29日，
習近平總
書記在參
觀「復興
之路」展
覽 時 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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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個 夢

想，是全體中國人民和炎黃子孫所認同的，中國
人一百多年所追求的就是這個夢想。

要發展須對外開放

民族復興，是國家夢、民族夢。這是一個宏大
的夢想，各行各業都要為實現這個夢想做出貢
獻，各行各業也都有各自服務於這個偉大目標的
夢想。
小平同志為我們所開創的改革開放，建設有中

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實現這一偉大的夢想指明
了道路。1978年三中全會後，中國改革開放所帶
來的大發展，已使我們向 這個目標前進了一大
步。當然，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要實現民
族復興這個偉大的夢想，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還面臨 各種艱難險阻。如何克服各種艱難
險阻？堅持鄧小平路線是關鍵。

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
部會議上作《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指
出：「現在要橫下心來，除了爆發大規模戰爭
外，就要始終如一地、貫徹始終地搞這件事（以
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切圍繞 這件事，不受任
何干擾。」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具體

到21世紀第二個十年，就意味 中國最大的利
益就是要保持發展的勢頭。
目前中國發展所取得的勢頭是來之不易的，

是我們經過一百多年的奮鬥才取得的。保持這
個勢頭至關重要，如果這個勢頭一旦喪失，恢
復起來談何容易啊！
保持發展的勢頭，就必須保持對外開放的勢

頭，對外合作的勢頭。中國是在世界上曾經領先
了一千多年的國家，我們在近代落後的根本原因
是封閉造成的。中國要發展必須開放，中國要前
進必須同外部世界保持合作。

調動積極因素 化解外交挑戰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中國外交所要
做的事情，就是營造一個和平、合作的國際環境。
和平對中國來講太重要了。如果沒有和平，中國的
發展勢頭很難繼續；不營造一個合作的國際環境也
不行，如果大家都防你，儘管不打仗，你對外合作
步履維艱，也會影響到我們的發展勢頭。
毋庸諱言，今天的中國外交面臨 各種難題和

嚴峻的挑戰，搞外交的人要在中央的領導下，貫
徹鄧小平路線，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善於
調動各種積極因素，化解面臨的難題和挑戰。有
了一個和平、合作的國際環境，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

談外交
對外和平合作 確保崛起勢頭

「中國夢」的議題
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
關注的焦點。實際
上，在「中國夢」的
展開的過程中，文化
的作用不可小覷，而
且在越來越凸顯 自
身的重要價值。
我們需要關注文

化在追求中國夢的
進 程 中 的 重 要 意
義：首先，提升民眾

的幸福感，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務，從而提高人民對於社會
的認同是一項重要的使命，它會為社會的各種心理焦慮和
轉型期的問題提供新的解決方案。讓文化的力量貫穿在我
們的生活之中，讓我們的文化有深厚的根基的。同時，也
要創造富於生機，充滿活力，為人們所喜聞樂見的大眾文
化，這種大眾文化會對於整個社會起到積極的作用，也需
要公眾和社會對此有清楚的認知。有一個多層次，多樣化

的文化的創造，人們對於自己社會的認同就會更加充分，
社會的共識就會更好地展開。這其實會為「中國夢」提供
堅實的精神基礎和價值共識。

讓世界了解中國文化

其次，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也面臨 新的轉型，如何突破瓶
頸，獲得新的發展動力，也面臨文化方面的新的突破的要求。
同時互聯網時代也出現了諸多新的產業和社會變化的趨勢，出
現了文化和科技整合的走向，無論是移動互聯網的發展，還是
今天的互聯網自媒體或社交媒介的發展都給了社會新的機會和
挑戰。這就要求在文化創意產業方面的新的進展，既與科技相
結合，也將新的想像力和創作力融入。
第三，文化走出去，讓世界了解中國的文化和價值高度，了解

中國文化的獨特意義，也需要文化方面的新的發展。通過跨文化
的交流和溝通，通過「和而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的對話，通過
經典文化和大眾文化的持續的傳播來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了
解中華民族的文化，讓中國發展和崛起的過程能夠得到更有力的
文化支撐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夢」既是中國人自己的夢想，

也需要全球的了解和認知。這會為中國的發

展提供更加充分的文化上的支撐。

要注重大眾文化發展

社會需要有更多文化方面的新的視野，新的角度的思考和將
這些思考經過科學論證轉化為公共政策。一是要進一步理清文
化的體制機制，為文化發展創作更多的制度保障。二是要給文
化方面的人才創造更多的機會，為他們的脫穎而出提供更多的
條件，尤其要加強對於具有「跨文化」傳播能力和獨特創造力
的文化人才的支持。三是在注重經典文化的傳播的同時，也要
注重大眾文化的發展，為大眾文化的健康發展提供堅實的支
持。四是深入了解全球性傳播的規律，為「跨文化」傳播提供
更為有力的支持。這些都是從文化的角度為「中國夢」的創造
提供堅實的條件。
我們會看到，在未來十年的中國發展中文化的意義和價值的

進一步的凸顯。從今天起步，文化的發展和
繁榮會為打造「中國夢」提供不竭的精神和
思想的資源，也為人們展現「中國夢」的燦
爛和輝煌。

文化

中 國
夢，就是
強國夢。
強國就必
須強軍。
軍不強最
多是一個
富國，而
永遠成不
了一個強
國。古今
中外，概
莫能外。
強軍是

歷史的警
示。大清帝國，白銀儲備世界第一，GDP佔世界三
分之一，但由於軍力不強，準確地說，是大而不
強，或者說是腐而不強，甲午一戰，割地賠款，喪
權辱國，釣魚島就是那段國恥的歷史印記。科威特
不可謂不富，人均GDP排名世界前十名，但由於沒
有一個強大的國防，一夜之間就被伊拉克滅掉了。
由此可見，在國際角鬥場上比拚的不僅是重量，更
重要的是力量。
強軍是時代的呼喚。信息化時代需要一支信息化

的軍隊，存在代差的軍隊，在起跑線上就輸人一
籌。同樣是作戰師，就作戰效能而言，信息化師是
機械化師的3到5倍。中國軍隊尚處於機械化、半機械
化階段，在武器裝備方面與世界發達國家軍隊相比
存有10年到20年的差距，必須要有緊迫感，奮起直
追，趕上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步伐。否則，落後就意
味 挨打。
強軍是形勢所迫。環視四周，我們周邊並不是太

平無事，島礁被侵佔，資源被掠奪，戰略空間被擠
壓。雖然，中國一再聲明我們力主以和平方式解決
國際爭端，但有些國家把我們的和平誠意誤認為是
軟弱可欺，把我們倡導的和平崛起錯判為掛上了免
戰牌，一再挑釁我們的和平底線，如果沒有鞏固的
國防和強大的軍隊，和平就是虛無縹緲的烏托邦、
水中月、鏡中花，不僅失地收不回來，而且還會喪
失更多的利益。
強軍是軍隊的使命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規定，軍隊的職責是「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
祖國，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參加國家建設事業，
努力為人民服務」，軍不強就難以履行使命。強軍之
基是要立足於能打仗，打勝仗，具備了核心戰鬥
力，弘揚了子弟兵的光榮傳統，其他問題都可以迎
刃而解。
用戰鬥力標準衡量軍隊各項工作，那些投機鑽

營、跑官買官者就失去了提拔的機會；軍費朝「打
勝仗」聚焦，好鋼就可以用到刀刃上，杜絕了某些
腐敗分子假公濟私、中飽私囊的機會。軍隊是特殊
的武裝集團，不同於其他社會群體，「武」字是它
的核心，而「武」字又是由「止」和「戈」字組成
的，止戈為武。因此，軍人必須「尚武」但「崇
和」。戰爭對於不同的群體有 不同的解讀。
對軍人來講，一定要「敢戰」、「善戰」，關鍵是

「勝戰」；對於民眾來說，一要「慎戰」、二要「援
戰」，關鍵時刻「參戰」；對於外族來說，我們一不
好戰，二不懼戰。戰爭對於國家來說，是最後選
項；但對我們軍人來說，是唯一的選項。只有敢戰
方能言和，只有有備才能無患，這就是戰爭與和平
問題的辯證法。
中國夢中蘊涵 強軍夢，中國夢為強軍夢提供了

物質基礎，強軍夢為中國夢提供了安全保障。

談國防
強國必先強軍 既「尚武」又「崇和」

習近平
總書記提
出的「中
國夢」，
將成為調
動億萬民
眾全面建
設小康積
極性的動
力 和 引
擎。正如
他所講，
「人民對
美好生活
的嚮往就

是我們的奮鬥目標」，這實際就是「中國夢」的
真正內涵。
「中國夢」，涵蓋了社會發展的諸多方面，但歸

根結底是要落腳在人民生活幸福的平台上。為
此，對「中國夢」的推進，首先要重視改善民
生，要把發展好、維護好、實現好最廣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多
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解決好人民最關
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在學有所教、
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方面
努力讓人民過上好生活。

在發展中尋求公平

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 經濟建設的發展和經
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
往登上了一個新台階。但是，由於幅員遼闊，人
口眾多，發展的不平衡性，所帶出的民生難題問

題仍然是多方面存在的。其中比較突出的，主要
是發展的公平度問題。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
業差距、收入差距的向嚴重化高企，實際與發展
的公平度解決不當有直接關係。例如，過去很多
名牌大學，80%以上的學生來自農村，而今有的
名牌學校農民子女連10%都不到了，與此同時，
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農民的孩子仍佔80%，
兩者對比何等鮮明！怎麼辦？就是要在發展上找
公平，只有大力推進相關制度的改革，才能解決
此類問題的存在和再發生。

關注服務「普通人」

正如中央的判斷，解決我們面臨的所有問題，
一是要發展，二是要改革。發展和改革，都應圍
繞民生問題的大量存在，有針對性的調整發展新
方向，推出新措施。例如老區、民族地區、邊遠
地區和人口密集的糧食產區的發展，同樣需要深
入實際，區分開輕重緩急，使發展政策和改革措
施更加注重從實際出發和有切實的針對性。
要實現「中國夢」，當今重要的是要使我們的

發展和改革更加向人本傾斜，要立足解決大多
數人的問題，要面向人口的大多數。既不能允
許房地產「就是要為富人蓋房子」，也不能允許
醫院、學校就是要為少數有權、有錢的人去服
務。我們的收入分配改革、房地產改革、醫療
改革、教育改革、養老改革，乃至三公經費改
革等，都應該立足於為全國大多數人服務，要
關注「普通人」、服務「普通人」。普通人既是
社會前進的支撐力量，也往往是不公平、不正
義的承受者。只有把「普通人」的問題解決
了，全國人民的積極性才能得到最大激發，我
們的事業才能無往而不利。

談民生
多謀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憂

提升民眾幸福感 提供價值共識

中央黨校教授
周天勇

央視特約評論員、國家發改委
研究員

楊　禹

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
常務副會長、外交部外交政
策諮詢委員會委員

吳建民
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
長兼秘書長

羅　援
國務院參事、國家教育諮詢
委員會委員

任玉嶺

中國夢，是每個中國人的夢
—本報特邀7位權威智囊 從多個層面解碼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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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報告提
出，給自然留下更
多修復空間，給農
業留下更多良田，
給子孫後代留下天
藍、地綠、水淨的
美好家園。這些美
麗中國的具象，就
是我們的中國夢。
國民迫切需要

清新的空氣、清
潔的水、安全的
食品、舒適的人
居環境等公共生

態產品和有效的生態服務，但是，當前中國
的生態環境問題依然十分嚴重，上述願景
尚未得以實現。特別是2013年1月份的霧
霾重度污染，應當列入世界級的環境事
件。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北京空氣達標

只有四天，天津只有五天，石家莊只有一天，整個京津冀20
多座城市中大約7,500平方公里的建成區，所覆蓋的空氣柱中
約含PM2.5氣溶膠3.6萬噸。
如此嚴重的環境事件似屬偶然，卻是多年

來生態赤字、環境欠帳的長期累積結果。以
北京為例，PM2.5的形成主要由燃煤及工業排
放、汽車尾氣、工地揚塵、外地輸送和二次
轉化等原因所致。因此，PM2.5的治理既是迫
切的也是長期的重大任務，它不僅嚴重危害
民眾健康，也對綠色發展乃至國家聲譽帶來
巨大損傷。為此，應當把此次嚴重的霧霾事
件，同城市發展、經濟轉型、環境治理和生
態建設統一考慮，作為一項重大國家任務，
納入總體規劃之中。

必須區域整體治理

到2010年，中國的煤炭消費已佔全球總量的48.3%。美國
目前年消費煤炭11億噸，而此次中國華北嚴重霧霾污染地
區，面積僅相當於美國的1/9，但其年煤炭消耗量高達10億
噸，接近於美國全國的煤炭消耗總量。此外，汽車尾氣也
是導致大氣污染的一個重要因素。數據顯示，2005年到
2011年，中國汽車生產量從570萬輛增加到1,827萬輛，年
平均增加200萬輛。全國民用汽車擁有量在2005年是3,160
萬輛，到2011年9,356萬輛已接近1億輛。
國民一方面迫切需要良好的公共生態產品和有效的生態服

務，同時，也迫切需要解決很多由於過度開發和污染引起的
環境安全問題。比如，我們的生產方式脫胎於傳統工業化的
路子，以往很多主要是靠拚資源、拚消耗、拚環境容量和生
態赤字得來的，這導致了很多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為此建
議國家認真作出有科學內涵和具體操作的頂層設計，分別從
經濟轉型、環境治理、生態建設等方面入手，作出切實可行
的總體規劃和行動路線圖。同時必須以區域整體治理為對
象，以期獲得真正的效果，盡快實現美麗中國的夢想。

生態
天藍．地綠．水淨 才是美好家園

國務院參事、中國科學院可持
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首席
科學家

牛文元

談

著名文化學者、北京大學中文
系教授

張頤武

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