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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3

龙维智 ,康定芬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 400067)

[摘要 ]科学发展观针对我国发展过程中一些领域和方面出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着力于

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平衡、

不协调问题的新思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出发 ,着眼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要求我们科学地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 ,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其深远的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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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一脉相承而又与时

俱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发展的理

论 ,一方面指导实践的发展 ,一方面又要发展的实

践来丰富和发展理沦。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

发展 ,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2003年 10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 》指出 :“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

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

展。”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首次提出科

学发展观。随后强调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 ,要坚定不移地以科

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坚持以人为本、转

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

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中共十七大通过的党章 ,在总纲中规定 :“科

学发展观 ,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

俱进的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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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组成部分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

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

一定义是对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概括 ,其中每一点都

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 ,内在逻辑严密、理论框架

清晰 ,是党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理所当然地应

该以它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一、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

生产力。160年前的《共产党宣言 》指出 ,无产阶级

夺取政权以后 ,要大力发展生产力 ,尽可能快地增

加生产力的总量。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

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 ,更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

要任务。但是 ,我们在较长时期实行“以阶级斗争

为纲 ”的政治路线 ,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的发挥 ,国家发展缓慢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更慢。

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实行改革开放国策。但是 ,改

革步履维艰 ,每前进一步 ,都要受到“姓社 ”“姓资 ”

抽象争论的干扰。面对长期“左 ”的思维模式 ,邓

小平适时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三个

有利于 ”标准 ,并于 1992年强调 :“发展才是硬道

理 ! 中国的一切问题都靠发展来解决 ”。社会主义

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

从根本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使不相信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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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逐步相信社会主义 ,使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进一步

坚信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 ,但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付出了资源

浪费、环境污染等代价 ,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环

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

展中国家 ,资源相对短缺、生产环境脆弱、环境容量

不足 ,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如果不

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不改变先污染后治

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 ,生产生活环境会越来越

恶化 ,不仅直接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

现 ,而且会严重影响我们长远发展的战略。为了改

变这种状况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

学发展观 ,党的十七大号召全党同志 ,要全面把握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增强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着力转变不适应不

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 ,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

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

到科学发展上来 ,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

会各个方面。

二、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本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实现的

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回顾党的历史 ,先后提出过 5

条总路线 (或基本路线 ) ,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

线、过渡时期总路线、50年代末期的社会主义建设

总路线、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和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历史已经证明 ,前两个

总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指导中

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胜利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

线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

线背离了中国国情 ,使党和国家遭受了重大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

到经济建设 ,随后形成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反复强调 :基

本路线要管 100年 ,动摇不得 ,离开了经济建设这

个中心 ,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现在要横下心

来 ,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搞好经济建设 ,决不受

任何干扰。这不仅是吸取了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度

偏离经济建设的深刻教训 ,更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本

质和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因为只有发展生产

力 ,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 ,也只有发展生产力 ,才

能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不断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逐步改善和提高人民

的生活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 ,使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我国的

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我国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 ,主要矛盾没有变。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 ,面对人民的殷切期盼 ,如何体现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 ,

把人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主体 ,把为最

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 ,这个命题与马

克思主义原义完全一致。《共产党宣言 》指出 :“代

替那些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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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建立在个人全面发

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

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②马恩设想的社会形

态和社会关系的共产主义 ,只能是全面发展的个人

所建立起来的“联合体 ”。列宁也强调社会成员

“共同劳动的产品将由劳动者自己来享用 ,超出他

们生活需要的剩余产品 ,将用来满足工人自己的各

种需要 ,用来充分发展他们的各种才能 ,用来平等

享受科学和艺术的一切成果。”③毛泽东从我国刚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际出发 ,强调要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 ,“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

纪律又有自由 ,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生动活泼 ,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从思想政治方面

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 ,从

根本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尊重人民主体

地位的思想 ,强调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策略

和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

益。当今中国 ,还不具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

条件 ,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但我们所做的一切 ,

都是为实现理想社会创造条件。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这个实际出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增加社会

物质财富总量 ,保障和改善民生 ,体现了发展为人

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正如胡

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所指出的 :“中华文

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 ,尊重人的尊严的价值。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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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前 ,中国人就提出 ,‘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 ’、

‘天地之间 ,莫贵于人 ’,强调利民、裕民、养民、惠

民。今天 ,我们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要坚持发展为

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关注

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 ,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

能和幸福指数 ,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①

三、经济发展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
马克思主义认为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 ,要

大力发展生产力 ,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正是这

样做的。国民经济恢复后立即实施经济建设的五

年计划 ,紧接着搞“大跃进 ”、“人民公社 ”,都是想

尽快发展生产力。但是指导思想和方法不对。在

指导思想上搞左 ,在方法上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

脱离中国实际。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吸取过去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

主义本质理论 ,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就是要坚持“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生产力。他反复告诫

全党 ,必须抓住时机 ,加快发展 ,发展太慢不是社会

主义 ,低速度就等于停步 ,甚至等于后退。有条件

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 ,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我们国内条件具备 ,国际环境有利 ,再加上发挥社

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在今后的

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

效益比较好的阶段 ,是必要的 ,也是能够办到的。”②

国民经济发展在又快又好思想指导下 ,顺利实

现了“三步走 ”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 ,国民生产

总值翻两番的目标提前 5年实现 ,人民生活水平极

大提高 ,基本上实现了小康。关键是第三步 ,争取

在本世纪中叶 ,也就是新中国诞生 100周年的时候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实现工业化 ,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

的历史阶段。我们是沿着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

传统道路前进还是另辟新径。西方国家出于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重建家园的需要 , 一味追求以国民

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为重要目标 ,以工业化

为主要内容 ,使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 ,经济规模空

前扩大。但是 ,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污染物

的大量排放 ,导致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在上世纪后半叶 ,经历了一系列全球生

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之后 ,人类开始反

思 ,努力寻求新的发展模式。1987年世界环境与

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 》专题报告中提出

了可持续发展模式。1989年第 15届联合国环境

署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可持续的发展的声明 》指

出 ,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

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 ,而且绝不包含侵犯

国家主权的含义。这一概念得到了全球范围的接

受和认可。1992年 6月 ,中国政府作出了履行《21

世纪议程 》的庄严承诺。从此 ,世界经济发展的趋

势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高 ,从注重速度和数量转

变为注重质量和效益。

当今时代 ,科技竞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

点。党的十七大指出 ,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未来经济发

展目标的关键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

路 ,一方面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 ,加速建立

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 ,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促进

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同时要坚持扩大国

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 ,促进经济发展实现

3个转变 ,即 :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

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

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由

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

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这三个“转变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

新思路新举措。从理论上看 ,过去较长时期都强调

经济增长方式由以数量和速度为中心的粗放型增

长方式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集约型增长方式

转变 ,又快又好地发展国民经济。十七大用“经济

发展方式 ”取代“经济增长方式 ”、用“又好又快 ”取

代“又快又好 ”、用“三个转变 ”取代一个转变。我

们认为“发展方式 ”更着重于经济发展的统筹兼顾

和全面协调可持续 ,“增长方式 ”侧重于数量 (也包

括质量 )的增长。“又好又快 ”只是把好和快的顺

序换了位 ,但其含义很深 ,前者是快中求好 ,在数量

中求质量 ;后者是好中求快 ,质量和效益优先。从

实践上看 ,三个转变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

情 ,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 ,借鉴国外经济发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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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结合时代特点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调整需

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投入结构的方向。随着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相应措施的落实 ,必将促进国民经济又

好又快地发展。

四、从“三位一体 ”到“四位一体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发展、全面进

步、全面现代化的社会。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现代化

建设战略部署和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路线 ,都是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 ”为奋斗目标 ,体现了我们由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的两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格局。党

的十五大围绕这个目标 ,制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 ,体现了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 ”的现代化总体

格局。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 ,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

布局 ,由“三位一体 ”拓展为包括社会文明的“四位

一体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必须提高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 ,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在生产发展和社会

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保证人民当家

做主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

主监督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

权 ,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为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齐心协力 ,团结奋斗。在精神文

化方面 ,随着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民越

来越期盼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人是文化的

创造者、享有者和传承者 ,任何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

都需要有一种普遍的社会认同和凝聚能力 ,以维护

社会的协调与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通过

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想信仰和行为规范 ,产生民

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全过程 ,转化为人民

的自觉追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归根到

底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不断

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 ,未来理想社会是

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人的精神生活高度发展的

社会 ,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 ,是人与人

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我们党提出

的社会文明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与

中国实际相结合 ,逐步将其变成我国社会发展的现

实目标和具体措施。党的十七大指出 ,社会建设与

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

础上 ,更加注重社会建设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

进社会体制改革 ,扩大公共服务 ,完善社会管理 ,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推动建设和

谐社会。”

上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

四个方面既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又有各自的领域和

作用。经济建设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其他三个

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其他三个文明建设提供政治保障 ,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为其他三个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力

量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其他三个文明建设提供有

利的社会条件。总之 ,四个文明相互联系、相互依

存、相互促进 ,统一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体现

了以人为本这个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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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ien tif ic developm en t outlook is the brand - new theoretica l
ach ievem en ts of M arx ism Ch inan iz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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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unbalanced development p roblem s in some fields and aspects in China development p rocess, in order to
realize good and fast econom 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w solu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the im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2
eas, between reg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Based on overall p lan of socialist cause with Chi2
nese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constuct a richer, more democratic, civilized and harmonious socialist country, we are required to
scientifically and overall p romote econom 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further comp lete socialist developmental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of p rofound significance to develop 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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