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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访美体现

历史、现实、未来三大担当

化冲突为合作， 以合作管控分歧， 成为

中美关系的辩 证 法。 中 美 关 系 发 展 到 今 天，

具有三大担当， 呼吁中美领导人娴熟运用辩

证法， 引导、 规范中美关系发展。 这三大担

当是： 历史担当———避免陷入守成大国-崛起

大国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 以及其他形形色

色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现实担当———推动国

际与地区热点问题解决， 维护现行国际体系

的 有 效 运 作； 未 来 担 当———开 创 更 具 包 容 、

合理而可持续的世界秩序。 习近平主席对美

国的国事访问， 就是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节骨

眼上， 创新运用辩证法， 体现上述三大担当。

──摘自 《光明网》 王义桅 《中美关系

的辩证法： 有一百个理由冲突， 更有一千个

理由合作》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从当代

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而来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从当代中国发展

的 “现实逻辑” 中产生出来的， 是从对当代

中国发展的 “现实逻辑” 中产生的 “中国问

题” 尤其是时代性课题的解答中产生出来的。

这里的逻辑是： 现实逻辑—中国问题 （时代

性 课 题） —习 近 平 治 国 理 政 思 想。 可 以 说，

习 近 平 治 国 理 政 思 想 是 书 写 当 代 中 国 发 展

“现实逻辑” 的典型范例。 具体来说， 习近平

总书记具有问题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 他心

目中的问题， 从根本根源性来讲， 就是从当

代中国发展的 “现实逻辑” 中生长出来的时

代性课题。 他运用战略思维来思考和谋划治

国理政的战略目标 （这是目标维度）， 这就是

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也运用总体性辩证法来思

考和谋划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 （这是手段维

度）， 这集中体现为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摘自 《学习时报》 韩庆祥 《现实逻

辑—中国问题—治国理政》

让“增长主义”
回归经济发展正途

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们不能完全否定经

济增长， 但也要认识到， 长期奉行 “增长主

义” 必然带来如下结果： 一是资源被过多消

耗。 二是环境被大范围严重破坏。 三是人口

增长被太长时间抑制， 老龄化提前到来。 四

是劳动力被过度使用， 劳动者的休闲时间被

过多占用， 幸福指数下降。 五是货币被过多

超发， 通胀经常出现。 六是投资被过度依赖，

消费被抑制。 七是工业化、 城镇化被超前推

进， 形成了 “赶超症”。 因此， 要让 “增长主

义 ” 回 归 经 济 发 展 的 正 途 ， 必 须 “三 管 齐

下”： 第一， 转变观念。 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

的关系， 将社会公平正义、 民众权利保障置

于更重要的位置。 第二， 改革制度。 特别是

有 针对 性 地 改 革 政 府 制 度、 干 部 考 核 制 度、

价格制度、 土地制度、 财政和金融制度。 第

三， 转变发展方式。 将经济发展由粗放转为

集约， 由主要依靠出口、 投资、 消费 “三驾

马车” 来拉动经济增长， 转为主要依靠制度

变 革、 结 构 优 化、 要 素 升 级 “三 大 发 动 机”

来拉动经济增长。

———摘自 《中国经济时报》 李佐军 《让

“增长主义” 回归经济发展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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