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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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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的重大理论创新。十六大以来 ,经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 ,党的十七大

对于科学发展观及其理论体系又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科学认识 ,从而对科学发展观也有了更

加准确的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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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科学发展观 ,是对党的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

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集中体现 ,是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

系统的科学理论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

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 1 ]。这是党的第十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对科学发展观准确的历史定位。

一、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

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与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系统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发展的学说 ,是关于发展

问题的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 ,是关于研究和实现

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价值观。列宁称之为“最完备

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 ”[ 2 ]。恩格斯

晚年还曾明确提出 ,唯物史观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

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3 ]。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学

说的主题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主题 ,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和坚

持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

道路 ,其出发点、着眼点 ,其目的和归宿 ,都是中国的

发展。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 ,通过发展谋

求人民解放和幸福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

立场和品质 ,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之根

本之“脉 ”。科学发展观深刻贯穿着这一“根本之

脉”,它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领

导集体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

造 ,是一脉相承的。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 ,就对中国社会发展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毛

泽东正确地把握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和世界历史

发展的大趋势 ,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做出了合理

的选择 ,即“走俄国人的路”,实现社会主义。在社会

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 ,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十大关系”等。在社会

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 ,提出了“以苏为鉴”,“将我国

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

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等一系列

重要思想 ,进一步明确了“统筹兼顾、统筹安排”的基

本方针 ,初步探索出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的思想。初步形成了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反映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路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

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 , 把发展问题提高到时代根本主题的战略高度 ,

坚定“发展才是硬道理 ”的科学理念 ,提出了“三个

有利于”的发展标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新境界。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以江泽民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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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实践 ,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

一要务”,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

和基本方针 ,在深入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创立了“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 ,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

党、怎样建设党”,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的新境界 ,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

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正是在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现代化发

展的基本思想 ,尤其是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基础上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

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主

要支撑点是坚持发展、加快发展、实现又快又好发

展。在发展这一“根本之脉”上 ,科学发展观凝聚着

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的心血与智慧 ,凝聚着全党全

国人民的艰辛探索与不懈追求。正如胡锦涛总书记

明确指出 :“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 ,不能离

开发展这个主题 ,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

义”[ 4 ]。

二、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指导方针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
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一个理论是否科学 ,要看它在其所处的具体历

史阶段 ,是否从根本上解决它所面对的历史课题。

科学发展观的鲜明主题就是“发展什么、为什么发展

和怎样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现阶段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根本问题 ,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重

大课题 ,不仅更新了发展的观念 ,提升了发展的境

界 ,而且进一步完善了发展的思路与战略 ,进一步完

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也深化了对马

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学说的认识。

1.进一步揭示了发展的本质和核心。马克思、

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 ,认为人既是社会

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 ;社会发展

的核心是人的发展 ,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

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 ,离开了人

的活动 ,就不可能有社会发展的历史。马克思和恩

格斯还论证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

标。他们在《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 :“代替那存在着

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

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

由发展的条件。”胡锦涛同志也指出 :“坚持以人为

本 ,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从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

济、政治、文化权益 ,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2.进一步规范了发展的基本要求。马克思指

出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

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

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有机体 ”。只有当

它们相互配合、协调发展 , 才能最终推动社会的进

步。片面、单一的发展不仅会阻碍经济和社会全面

进步 ,还会给人类自身带来灾难。科学发展观明确

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必须遵循的准则和必须保持的状态。全面发展 ,

着重强调发展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

要素综合发展的过程 ;协调发展 ,着重强调人与环

境、人与自然、人与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之间必须

协调和谐 ;可持续发展 ,着重强调发展不仅要满足当

代人的利益需求 ,而且要为后代人的发展创造广阔

空间和有利条件。这三个方面的发展理念与模式 ,

既各有侧重 ,又相互联系。

3.进一步明晰了发展的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

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们党在形成科学发展观

的同时 ,明确提出“五个统筹”的发展方针 ,即统筹城

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

人和自然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既是

针对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所确立的基本方针 ,又

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实质的集中概括 ,是科学发展观

的进一步延伸与展开。坚持以人为本 ,将经济社会

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具体化

为实践过程 ,就是统筹兼顾 :统筹全局、兼顾各方。

只有统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因

素 ,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利益需求 ,才能有效推

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

神文明和社会和谐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4.进一步规划了发展的战略。科学发展观提出

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

全党、全国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科学

发展观强调要抓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使经济

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

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不断促进

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奋斗目标 ,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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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一步把握了发展的时代条件。即充分利用

“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 ,坚持对外和平发展

与对内和谐发展。2005年 ,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

立 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和谐世界 ”的理念。

与和谐社会相辅相成。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推

动和谐世界 ,这两大战略思想 ,对于我们更深刻地认

识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当前 ,中国奉

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睦邻友好政策 ,符合和平、

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我们要紧紧抓住国际环境

总体稳定的大好时机 ,把对内发展与对外发展有机

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两种资源的相互补充 ,不断完善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进一步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

与合作。因此 ,将对外和平发展与对内和谐发展有

机结合起来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义。

三、科学发展观是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

丰富、发展和检验的科学理论
“实践永无止境 ,创新永无止境”[ 5 ]。我们对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规律的认识 ,也要

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对于这些基本规律认

识的重大理论成果。胡锦涛强调 :对于三大规律的

认识 ,“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必须贯穿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 6 ] 因此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就像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接力赛 ,随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脚

步而动 ,永无止境。正如江泽民所言 :“实践没有止

境 ,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 ,后人也

必然要突破我们 ,这是社会前进的基本规律。”[ 7 ]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我党的历史经

验来看 ,新的思想观点从提出到被人民群众的接受

再到完善 ,往往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党把十七大报

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

署写入党章 ,有利于全党更好地学习恪守党章 ,更好

地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顺应党心、民

心 ,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我国经济社会文化

发展的总体潮流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完善和发展。同时 ,党的十七大修改的新党章并

没有把科学发展观以及十六大以来取得的理论作为

党的行动指南和指导思想 ,而是认为 ,科学发展观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是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

就说明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提出的时

间不久 ,有些战略思想重大理论还需要经过实践、认

识、再实践、在认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从而不断完

善。同时 ,实践这些战略思想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

任务 ,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

不管怎样 ,十六大以来取得的理论创新和实践

创新的巨大成就 ,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只要我

们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的实际

相结合这个理论创新的制高点 ,我们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才

能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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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 lysis of the H istor ic D ef in ition of the Politica l Report of the 17 th
CCCPC for the Sc ien tif ic D evelopm en t O 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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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 dm inistra tion, Southwest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utlook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Central

Comm ittee led by General Secretary Hu J intao in exp loring socialism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Since the

16 th CCCPC, after the great p ractice of socialism cause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17 th

CCCPC has deeper and more p 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utlook and its theoretical sys2
tem so that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utlook has more accurate historic 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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