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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４０ 年前

，
十一届 三中全会确立 了

“

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
”

的发展方略
，
这是依据 当

时我 国 国情作 出 的正确决定 ， 在推进生产 力提高方面发挥 了 重要作用 。 今天 ， 适应时代发

展的要求和国 际 国 内环境的改变
， 第 十九次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提 出

“

以人民为 中心
”

的发

展方略。 这
一发展方略既是新时代我 国主要矛盾转化的 内在要求 ， 顺应 了新时代 中 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 ，
也是对

“

以 经济建设为 中心
”

发展方略的继承 、 发展与超越 ， 是在

生产力发展取得一定进步后满足人民新增长需求的创新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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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
＂

以 经济建设为 中 心
”

到
“

以 人民 为 中

心
＂

的必然逻辑
“

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
”

自提出之 日 起 ，我们党

就始终坚定的坚持贯彻 ， 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我们党基于当时

社会的现实情况提出 的主要任务。 在这
一

思想的

指导下 ，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大提髙 ，
国内生产

总值跃居全球第二 ，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
国 内

人口 的温饱问题成功解决。

十一届三 中全会上 ，我们党毅然抛弃
“

以 阶级

斗争为纲
”

的
“

左
”

的错误方针 ，提出党和国家的工

作中心应该是经济建设 。 党的十三大报告正确分

析了当时我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 ，
在这个阶段 ，我 国国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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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解决这

一

矛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理论 ，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一决定是从

建国初期 ， 我国社会生产不发达的现实出发作出

的正确决定 。 １ ９５６ 年 ，我国虽然基本完成社会主义

改造 ，但是由 于坚持
“

左
”

的错误指导 ，
全国社会生

产得不到提髙 ，在社会生产落后的现实国情下 ，发

展生产力成为首要任务 ，

“

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
”

成

为顺应当时我国国情的重要决定。

从 １９６６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 １ ９７ ６ 年文化大

革命结束 ， 十年期间我国 国 内动荡 ，
生产力发展

阻碍重重 ，科技创新工作受到重创 ，
工业农业经

济发展十分缓慢。 髙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

立
， 使得我 国生产力无法正常发展 ， 人民 的积极

性得不到提升 ，
国民经济发展处于崩溃边缘 ，

人

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 ，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也没有显现出来 。 在当时的背景下 ，想办法发展

生产力才是主要任务 ，
国民经济的恢复 、人民物

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紧迫问题 ， 所以
“

以 经济建

设为 中心
”

是适应当 时我 国 国情的正确决定 。

１ ９７８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的发展要求被提出来 ， 第十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则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在十三大

报告 中 ，赵紫 阳 强调 ： 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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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促使国 民经济持续又稳定 的增长 。 他指出 ：社

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 从当

时我 国所处的社会阶段来看 ，
要摆脱贫穷和落

后 ，就必须发展社会生产力 。 发展提高社会生产

力 ，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 出发点和检验

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

十三大报告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符合我国 国情的 。 从

十一届 三中全会到十八大 ， 我们党始终没有离开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这
一任务 ，改革开放四 十年

来 ， 随着我国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科技创新

能力不断提升 ，我国 生产力建设取得极大成效 ，人

民物质生活明显改善 ，改革成果效果显著。 在十九

大报告中 ，
习 近平明确指 出 ，我 国已进人社会主义

建设的新时代 ，

“

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 日 益增长 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 。

”
？

这
一

主要矛盾的转变是顺应新时代我国 国情

的正确判断 ，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

的与时俱进。 ２０ １ ７ 年我国已经进人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 人民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要求

已 大体上得到满足
，
相 比之下 ，在 民主 、

法治 、正

义 、安全以及生存环境等方面出现新的要求。 这种

情况下 ， 我 国 国 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更加 显现出来 ， 这个突出问题成为我们党要解决

的主要矛盾 。 毛泽东在 《矛盾论 》中 曾指 出
“

在复杂

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 ，有许多的矛盾存在 ，其 中必

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 ， 由 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

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
（
Ｚ
牡会发展 中

存在多种矛盾 ，但是
“

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 ，

起着领导的 、决定的作用 ，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

的地位 。 因此 ，
研究任何过程 ， 如果是存在着两个

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 ， 就要用全力找出 它的

主要矛盾。 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 ，

一切问题就迎刃

而解了 。

”？
这与马克思关于矛盾分析的原理是相

一致的 ，
面对多个矛盾 ，

要抓主要矛盾 ，
主要矛盾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面对我 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

显著提髙的现实情况 ， 经济建设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 ，
这与发展水

平低下的问题已经有了本质区别。 在这样的现实

下
，
必须在经济建设上有所超越 ，

必须在经济建设

的基础上 ，
强调以人民为中心 。 这是顺应我国主要

矛盾转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

二 、 从
“

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
”

到
“

以 人民为 中

心
”

的可然逻辑

（

一

）

“

以 经济建设为 中心
”

是
“

以人 民为 中 心
”

的基础

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发生 了变化 ，

但是并没有改变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

基本国情。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 ， 所以还是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
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十九大报告 中 ， 习近平提

出 ： 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人民为中 心这并不意味着

新时代我们将放弃经济建设
，
因为经济建设是实

现一切发展的基础 ，
如果放弃经济建设 ，那么 以人

民为 中心也将失去坚实的物质基础 ，
满足人民对

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必然成为一种空想。

“

以 经济建设为中 心
”

的发展与
“

以人民 为中

心
”

的发展不是对立的关系 ，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

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无法或缺的两个极其重要的

方面。 其中经济建设是解决人民问题的基础 ，人民

问题的解决又是经济建设的出 发点与落脚点 ，经

济建设思想的提出 是为了解决建国之初人民的温

饱问题
，
以人民为中心的提出 是为了解决人民新

出现的问题
，满足人民更高 的需求 ，离开人民这个

中心 ，仅仅强调经济建设 ，那经济建设就失去 了继

续进行的动力 。 无论何时 ，实现精神财富之前
，
都

要先实现物质财富 ，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广泛需要

的满足也必须依赖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

的一系列成果。

“

以人 民为中心
”

的提出体现了我

们党在经济建设发展取得一定成效后 ， 对人民主

体地位的高度重视。

（二 ）

“

以人民为 中 心
”

是对
“

以经济建设为 中

心
”

的超越

“

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
而归根到底作为

１

实践

主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 发展归根

结底是人的发展 。

”？在习 近平系列讲话中 ，

“

人 民
”

①习近平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

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新华社 ：
ｈ ｔｔ

ｐ ：

〃ｎｅｗ ｓ ． ｃｎｒ． ｃｎ／ｎ ａｔｉ ｖｅ／
ｇ
ｄ／２０ １ ７丨  ０２７／ｔ２０ 丨 ７ １ ０２７

＿

５２４００３０９８ ．ｓｈｔｍｌ

② 《毛泽东选集》 （
一卷本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１９６４年版 ，第 ２９５ 页 。

③ 《毛泽东选集》 （
一卷本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１ ９６４ 年版 ，第 ２９６

－

２９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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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现最多的字眼 ，
这足以体现习 总书记对于人

民的重视。

“

以人民为中心
”

是党工作的出发点与

归属 ，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

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

民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

以人民为中心
”

的明确提

出是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精确落实 ， 体现

了我们党对人民主体地位的高度重视。

发展的 目 的是为了人民 。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后 ，我们党通过一大批真抓实干的举措 ，
不断保障

人民的利益。 从教育 、 医疗 、社会保障的完善到人

民参政议政等各项政治权利的实施 ， 人民切身享

受到改革带给 自 己 的利益。 实现人民的幸福是党

的初心和使命 ，毛泽东早就已经提出群众路线 ，群

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
必须坚持发展为 了

群众
，
发展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

“

以

人民为中心
”

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价值依归 ，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 ，把人民发展当作经济发展的 目 的 ，为

人民谋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 经济建设的 目 的是人

民的发展 ，
不是仅为了实现经济建设而搞经济建

设 ， 在这个意义上 ，

“

以 人民为中心
”

是对
“

以 经济

建设为中心
”

的巨大超越 。

各项亊业的完成必须依靠人民。 党的各项事

业的成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 ， 党的发展壮大

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 。 从抗 日 战争的胜利到 中

华人民共和国 的建立再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等

等 ，所有革命性的胜利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新时

代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 ， 如果离开人

民
，那将根本无法实现 ，科技的发展 、 民族的创新 ，

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 。 今天 ，我们

已经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 ， 在这

样的关键期 ，
必须把人民当主体 ，依靠人民的积极

性 、主动性 、 创造性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 ，克服困

难 ，努力奋斗 ，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 。

人民根本利益的满足是衡量
一

切工作的标准

与尺度。 十九大报告指出 ：

“

自觉维护人民利益 ，
坚

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 、 脱离群众的行为。

”？

“

为人民谋利益 ，就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 ，并时时

刻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

”

？长期坚持强调
“

以

经济建设为 中心
”

容易导致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

值的错误行为 ，单纯追求经济增长 ，忽视人民的主

体地位。

“

以人民为中心
”

的提出有利于实现从单

纯依据 ＧＤＰ 衡量经济发展的绩效观转变为 以人

民的满意度作为评价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 ，
以人

民满不满意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 ， 在不断调

整努力下尽量满足人民 出现的新需求 ， 促进人的

各方面全面发展 ， 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作为我们党的奋斗 目标 。

三 、 从
＂

以经济速设为 中心
”

到
＂

以人民为 中

心
”

的应然逻辑

从国家层面来看 ，
以人民为 中心有利于实现

国家富强 、 民族振兴 。 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

梦 ，是每一个中 国人的梦 。 只有人民的梦实现了 ，

中国梦才能实现。

“

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

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国家好
，
民族好 ，大家

才会好。

”
＊中 国梦的实现不能通过喊口 号来实现 ，

必须有具体的举措加以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就是倡导将每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中 国梦落

到实处 ， 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
， 只有国家中的每个

人向着共同的 目标一致努力 ， 将个人梦融入到民

族梦想之中 ， 中 国梦的实现才会具有强大力量 ， 国

家富强、 民族振兴才能早 日成为现实。 历史上中华

民族久经磨难 ，
取得了站起来 、富起来两个伟大成

就 ，新时代 ，必须朝着强起来继续努力 ，坚持中 国

自信 ，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 ，
弘扬中 国精神 、凝聚中

国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富强的 目标。

以人民为中心的提出有利于我国建立服务型

政府。 政府是人民的选择 ，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

工作人员是为人民服务的 ， 但是有人将政府的职

能错误理解 ，将政府人员当作官老爷 ，人民办事需

要求着政府 ，
工作人员为人民办事也只想尽办法

捞好处 。 这些都是对政府的错误认识。

“

以人民为

中心
”

的提出要求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以实

现人民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为政府的职责 。 为人民

①何毅亭主编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 ， 中共中央党校组织编写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２０ １７ 年

版 ，第 ６０ 页 。

② 习近平 ：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新华社 ： ｈｔ ｔ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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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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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何毅亭主编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 ， 中共中央党校组织编写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２０ １７ 年

版
，
第 ６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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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娇 ： 从
“

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
”

到
“

以人民为中心
”

的逻辑推演

服务好就是政府存在的意义 ，
不能以任何别的 目

的牺牲人民的公共利益 ， 将人民的利益置于次要

位置 。

从社会层面来看 ，
以人民为中心有利于我国

社会各项改革朝 向正确方 向 ， 利于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 人民代表大会制对于倾听民意 、发挥人

民权利具有积极意义 ，其实不仅在政治制度上 ，在

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 ，
都不能偏离人民这个基本

中心 。 以人民 为中心的基本要求与社会发展的内

在逻辑髙度一致 ，不论是社会主义立法 、小康社会

的实现 、深化改革的进行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的建

设
、 生态文明建设还是军队建设等等各方面都要

体现为人民着想 ，维护人民的利益。 以人民为中心

的提出再次强调 了社会发展改革的正确方向 是为

人民 ，任何为发展而发展的举措都是不正确的 ，
必

须转到为人民这
一

根本 、正确的方向上 。

在政治制度上 ，我 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

协商民主 、
选举民主 ，在治国理政中注重解决人民

的问题 ，
注重人民的首创梢神 ，尊重人民的主体地

位 ， 真正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作用。 小康社会的建

立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
不仅解决人民的

温饱问题
，
还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现实需求

，
美

丽 乡 村的建设 、新型城镇的建设 ， 在住房 、教育 、 医

疗等各个方面的努力 ，都是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人

民利益的真抓实千的 Ｔ．作 。 物质需求提髙之后 ，还

要满足人民 的精神追求 ，在文化强 国方面 ，坚持文

艺的发展立足于人民的需要 ，
坚持为人民服务 ， 文

艺创作要跟上时代潮流 ， 创作 出人民满意的文艺

产品 ，
不断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 改革的成果要

由人民共享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

我们党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 目的
，就是要促进公平正义 ，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

深化改革不能离开增进人民福祉这
一

基本要

求 ，改革如果不能造福人民 ， 那改革就得不到人民

的拥护 ，改革的意义就无法实现 ，改革进程也无法

再持续下去 。 在生态文明方面 ，
习总书记指 出

，
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宁要绿水青山 ，
不要金山 银

山
，
这是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 中 ，

注重

生态保护的最直接的表述 。 保护人民生存的环境

就是注重人民最根本的生存权利 ， 如果连呼吸清

新空气 ，饮健康水源都成为最奢侈的要求 ，
人民生

命生存最基本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 ， 那经济发展

就失去了意义。 由此可见 ，
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保护

人民根本利益的举措 ，
是与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

紧密相连的 。 国家安全 、领土完整也是保障人民生

命安全的最基本的要求 。

以人民为中心与社会建设 、 改革的各项举措

都是紧密相连 、密不可分的 ，
社会发展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基本要求 ， 同时以 实现人民发展 、维

护人 民利益为根本 目标 ， 在这一共同 目标的指引

下
，社会各项举措协调发展 ，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建构才能早 日 实现 。 只有 以人民为中心 ，改革才是

有意义的 ，改革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改革才能获

得深人进行的强大动力 ，改革才能可持续进行 ，最

终实现社会建设的 目的 。

从个人层面来看 ， 以人民为中心有利于激发

个人的创造力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发展与改

革依靠人民的力量 ， 以人民为 中心的提出 有利于

人们认识到 自 己在国家 中的主人翁地位 ， 自 己是

国家的主人 ，
应该为了 国家的发展倾尽 自 己 的能

力
，
同时可 以激发个人对于国家的责任感 、

使命

感 。 十九大报告 中习近平指出 ：饭碗一定要端在 自

己的手里 ，碗里面主要装中 国的粮食 。 这一提法会

激发人民群众依靠 自 己 的双手建设 自 己国家的强

烈愿望。 国家是 自 己 的 ， 必须依靠 自 己的双手建

立 ， 以 人民为 中心 ，

一

切发展 为了人民 ，能增强人

民的主人翁意识 ，艰苦奋斗
，
不断创新

，
为实现国

家富强 ，
民族振兴而努力 。

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也会促进人民维护

自 己 的合法权益 ，享有 自 己的合法权利 ，大胆的表

达 自 己的合理诉求 ，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了解

人民的需求需要倾听人民的心声 ，
畅通人民表达

自 己需求的渠道。 互联网的发展对于民意的传达

提供了新的方式 ，是了解人民心愿的又一阵地 。 以

人民为中心的提出使人民清楚认识到 国家对人民

的重视 ， 国家不是以牺牲一部分人民的利益去实

现另一部分人民的利益 ，
而是要以全体人民的利

益作为奋斗 目标 ，
全体人民是平等的 ，都可以表达

自 己 的诉求 ，维护 自 己 的合法权益 。 人民维权意识

的增强有利于促进我们政府不断完善各项方针政

策 ， 从制度 、法律等各个层面保障人民的权益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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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娇 ： 从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到
“

以人民为中心
”

的逻辑推演

而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 。

结 语

“

以人民为中心
”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顺应了我国 主要矛盾转

变的现实国情 ， 体现了我们党在经济发展中注重

人民 ， 防止只顾经济发展忽略人民利益的错误的

出现。

“

以人民为中心
”

不是根本否定
“

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
”

，
而是对经济建设的发展与升华 ，这是与

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髙度契合

的重要转变 ， 为下
一

步我国各项工作的开展指明

了方向 。

“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

， 民为水 ， 国为舟 ， 只

有切实维护好 、实现好人民的利益 ，将人民的满意

度作为衡童我国发展的重要指标 ， 以经济建设为

基础
，
又不停留 在经济建设上 ，

以人民为 中心 ， 为

人民谋幸福 ，改革成果与人民共享 ，才能早 日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不仅如此 ，

“

以人民为中心
”

对于国家富强 、 民族振兴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
，
激发人民创造力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 责任编辑 ：马光选 ）

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

Ｔａｋｉｎｇ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ｓｃｅｎｔｅｒ
”

ｔｏ
“

Ｔａｋｉｎｇｔｈ
ｅｐｅｏｐ ｌｅａｓｃｅｎｔｅｒ

”

ＬｉｕＸｕｅ
ｊ
ｉａｏ

（ＴｈｅＩｎｓｔ ｉ
ｔｕｔｅｏｆＳｔａ 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Ｄｅ

ｐ
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 ｉｌ

ｏｓｏｐｈｙ ， 
ＨＵＳＴ

，
Ｈｕｂｅ ｉＷｕ ｈａｎ

，
４３００７４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４０ｙｅａｒｓａｇｏ ，
ＴｈｅＴｈｉ

ｒｄＰｌｅｎａｒｙＳ
ｅｓｓ

ｉ
ｏｎｏｆｔｈｅ１ １ ｔｈＣｅｎ ｔｒａｌＣｏｍｍ ｉｔ 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 ｓ 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ｅ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ｓ 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

ｔａｋ ｉ
ｎ
ｇ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ａｓｔ ｈｅｃｅｎｔｅｒ

＂

．Ｔｈｉ
ｓｉ

ｓａｒ
ｉｇｈ ｔ

ｄｅｃ ｉｓ ｉ
ｏｎｗｈ ｉ

ｃｈ ｉｓｂａｓ ｅｄｏｎｔｈｅｓ
ｉ
ｔｕ ａｔ ｉｏｎｏｆｏｕｒｃｏｕｎ ｔｒ

ｙａｔｔｈａｔ ｔ
ｉ
ｍｅ

．Ｔｈｉ
ｓｄｅｃ ｉ

ｓ
ｉ
ｏｎｐｌ

ａｙｅｄａｎｉ
ｍ
ｐ
ｏｒｔａｎ ｔ

ｒｏｌｅｉｎｐ ｒｏｍｏｔ ｉｎｇｐｒｏｄｕ ｃｔ ｉｖ ｉｔｙ ．Ｔｏｄａｙ ，
ｔｏｍｅｅ ｔｔｈｅｎｅｅｄ ｓｏｆｔ ｉｍｅ ｓ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 ｅｎ 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

ｄｏｍｅｓｔ
ｉ
ｃ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 ，
１ ９ｔｉ

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Ｎａ ｔ
ｉ
ｏｎａｌＰｅｏｐｌｅ

＇

ｓＣｏｎｇ
ｒｅｓｓｐｕ 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
＂

ｔａｋ ｉｎｇｐｅｏｐ ｌｅａｓ ｔｈｅｃｅｎ ｔｅｒ
＂

．Ｏｎｏｎｅｈａｎｄ，
ｔｈｉｓ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 ｓｔｈｅｉｎｈ ｅｒｅｎ ｔ

ｒｅ
ｑ
ｕ

ｉ
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ｐ

ｒ
ｉ
ｎｃ

ｉｐａｌｃｏｎ ｔｒａｄｉ
ｃ ｔ ｉｏｎｔｒａｎ ｓｆｏ ｒｍａｔ

ｉ
ｏｎ ｉ

ｎｎｅｗｅｒａ
，

ｏｎｔｈｅｏ ｔｈｅｒｈ ａｎｄ ，

 ｔｈｉ
ｓ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 ｔ

ａｄａｐ
ｔ ｔｏｔｈ ｅｒｅａｌ

ｉ
ｔ
ｙｏｆｓｏｃ

ｉ
ａｌｉ ｓｍｗｉ ｔｈＣ ｈ 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 ｉｃｓ ．

“

Ｔａｋ ｉｎｇｐｅｏｐ ｌｅａｓ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

”


ｉ 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 ｅｎｔｏｆ

“

ｔａｋ ｉ
ｎ
ｇ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 ｉ
ｏｎａｓ ｔｈ ｅｃｅｎ

ｔ
ｅｒ

”

．Ｉ ｔ ｉ
ｓｍａｄｅａｃｅ ｒｔａ

ｉ
ｎｐ ｒｏｇｒｅｓｓｉ

ｎ

ｐ 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ｖ

ｉ 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 ｅｎ ｔｔｏｍｅｅ ｔｐｅｏｐｌｅ
＇

ｓｎｅｗｄｅｍａｎｄａｆｔｅ ｒ ｉ
ｎ 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Ｔａｋ ｉ
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ａｓ ｔ

ｈｅｃｅｎ ｔｅ ｒ ；
Ｔａｋ

ｉ
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 ｔ ｉ ｏｎａｓ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 ； Ｄｅｖｅ ｌｏ ｐｍｅｎｔ

？

９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