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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科学决策研究会（Capital Association for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是由首都科研

机构及专家学者联合发起设立的从事科学决策的非营利社会团体。研究会本着“服

务决策、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宗旨，建立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以推动决

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其核心战略重点是聚集相关专业研究者，发挥新政策、新

科技、新舆论的首创精神和积极作用，通过广泛传播研究成果为领导者提出可供选

择的科学决策方案。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IUD-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Urban Development，Beijing）

成立于2001年，是中国政府批准设立的中国首家从事城市发展研究的跨学科国际化非

营利组织。IUD以城市价值链理论为指导，以发现城市价值，提升城市品质为宗旨，

围绕城市发展全过程，开展城市决策与预测研究，建立全球化学习网络，实施城市

战略设计和行动计划。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对21世纪中国城市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和

推动作用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

《领导决策信息》周刊（IDM）是一份为中高级领导决策提供信息的专业化期刊。

它以“为中高级领导决策提供最新、最重要、最有用的信息”为宗旨，以“权威

性、超前性、指导性，独家独特独到；准确性、科学性、实用性，可信可用可存”

的特色和风格深受党政界、知识界、企业界决策者的支持和认可，被誉为“中国决

策白皮书”。

国际城市论坛（ICF）是国际城市论坛基金会发起并组织的中国城市面向世界最具前

瞻性、权威性、开放性的非官方非营利性组织。它集高层对话、学术研究、成果发

布为一体，是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城市形成长期稳定的新型伙伴关系而建立的公共

平台。国际城市论坛定期举办年会、城市峰会和大讲堂公益活动，评选“中国城市

管理进步奖”，推广“国际访问学者计划”和“中国城市科考计划”，出版“中国

城市价值研究系列报告”，并通过网络化方式，推进地方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

业家与论坛彼此的联系，高度重视论坛的后续行动和长期服务，积极稳妥地向机制

化方向发展，独立或合作开展有助于实现论坛宗旨的各种活动。

中国政务信息网（www.ccgov.net.cn）是专为国内中高级领导提供决策信息服务的专

业网站，是《领导决策信息》周刊指定的官方网站，是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

首都科学决策研究会和领导决策信息杂志社的网络门户，是中国政务信息内容提供

商，是政府信息化的战略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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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
新时代中国最大的舆情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这一代人为之努力奋斗的

使命。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

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现

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全体中华

儿女要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需

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实干才能梦想成真。

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中国梦的时代含义

什么是“中国梦”

人类因为有梦想而伟大，世界因为有梦想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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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人一生的追求其实都是对梦想的追寻。梦

想给予人们以方向和目标，赋予人们动力和能量，促使人们不断向前进

步。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崛起都离不开梦想的召唤，梦想之于个人可能会

成为改变命运的动力，之于国家和社会则可能成为发展进步的源泉。梦

想凝聚社会能量，推动社会发展，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去奋斗。

党的十八大刚刚结束，2012 年 11 月 29 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

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在中央层面阐述

“中国梦”。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这一时代解读，既饱含着对近代以来中

国历史的深刻洞悉，又彰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宏伟愿景，为

中国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中国新领导人以梦想为主题的公开宣言，被外媒解读为“一个大国

对梦想的追逐”。新加坡《联合早报》有这样的解读：中国梦的动力有

三大来源，一是追求生活改善和物质进步；二是追求民主法治和文化繁

荣；三是追求富国强兵和领土完整。“习近平誓言追逐跻身强国之列的

‘中国梦’”，印度媒体以此为题，将“中国梦”解释为中国要变成全

球强国。“中国复兴时刻”，泰国《民族报》以此为题的文章说，还无

法辨识中国走怎样的新路，但可以肯定，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期待着伟

大事情的发生。

毫无疑问，中国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梦想，而是一种特定的、整

体性的思想意识和目标指向，是思想意识和目标指向的高度融合统一，

是中华民族正在万众一心、努力奋斗的共同理想。一个国家或民族的

梦想，一旦付诸行动，就会成为一种神圣的国家意志、民族意志，就

会成为不可抗拒的变革社会的伟大力量，并创造出让世界景仰和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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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间奇迹。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明，长期居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行

列。据有关学者测算，直到 18 世纪末期，中国的经济规模仍是世界上

最大的，相当于 20 世纪末期美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

近代以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侵略下，中华民族遭受了深重苦难、付

出了重大牺牲，辉煌不再，尊严难立，中华儿女也从此开始了百年“中

国梦”的辛苦求索、艰难追寻。中国梦经历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遭受空前屈辱和磨难的洗礼，经历了无数仁人

志士的奋起和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抗争，经历了千万次中国向何处去

的上下求索和反复追问。历史学家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说：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整个二十世纪一直是中国无数仁人志

士顽强追求的目标，一直是时代潮流中的突出主题。中国的革命也好，

建设也好，改革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可以说是贯

穿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

在当代中国，中国梦具体的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党的十八大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把这一总目标具体分解为两个百

年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国梦时对此进行了重申。第一个是到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是到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百年的

奋斗目标，具体勾勒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成为实现中国

梦的里程碑式的标志。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辛鸣认为，从很大

程度上说，“中国梦”是以开拓创新为支撑的梦想。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建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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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在 13 亿多人口的国度中实现共同富裕，在为西方主导的世界格

局中实现大国的和平发展等，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全新事

物、全新探索、全新实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梦”也是人类社会

前所未有的一个崭新的梦。中国梦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近代以来中

华民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自觉意识，表明了我们党对近代以来中国

革命、建设道路所蕴含的价值方向的坚守，进一步强化了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一直恪守的发展道路和奋斗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到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把

握，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尊重，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郑

重申明。

中国梦的中国特色

中国梦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基于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价

值追求、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梦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历史积淀和现实依据。

从文化背景来看，中华文化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追逐梦想的精神，这

种追逐梦想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刚健有为的强大精神动力。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看，中华民族是最富

有整体性追梦精神的强大民族，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大禹治水……数

千年来，潜伏在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梦想，始终是凝聚和激励中华民族

绵延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成就了中华民族享誉寰宇的秦汉大业、唐

宋富足、元明清帝国。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追逐梦想的民族精神在当代中

国的具体体现，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资源。

从历史积淀来看，中国梦不是重塑汉代雄风、大唐伟业，也不是再

造康乾盛世，而是完成中华民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现代性的具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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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解“中国梦”



时代大舆情

007

图表说明：选自新华图片特别策划图解“中国梦”2013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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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是实现现代化，追求目标是不断提高和跃升人民群众的现代文明

素质和程度。摆脱贫穷落后是现代转型的起点，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

裕和国家的繁荣富强是现代转型的首要目标。中国的现代转型与西方的

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体征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梦，不是复兴封建帝国

的旧梦，也不是食洋不化的他国梦，而是基于中华民族从传统向现代转

型实践的现代梦。

从现实依据看，中国梦基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成功实践。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过 90 多年艰苦奋斗，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综合国力的提升，为实现中国梦

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经过 30 余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不到 250 美元，提高到 2011

年的 5432 美元，中国经济总量上升到第二位。这进一步激发了中华民

族赶超世界强国的热情和不畏他国围堵、遏制而努力进取的斗志。中华

民族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加坚定。这是中国

梦能够实现的根本动力所在。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

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一句话，“中国梦”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

属于世界的。

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接续了毛泽东、邓小平强调的中华民族要为

人类做较大贡献的思想，对人类有所贡献是中国梦的要义和基本内涵。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华民族基本的文化心理，也是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基于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和谐共生、相互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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