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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发展的协调性很大程度表现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是要放慢经济发

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 ,而是要防止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不惜牺牲其他社会价值发展的偏

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清楚一些问题 :第一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统筹经

济社会发展问题 ;第二 ;新的发展环境决定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针是统筹兼顾 ;第三 ,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怎样进一步推进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从而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 ,推动经

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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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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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报告还进一步

要求全党“必须坚持统筹兼顾。要正确认识和妥

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 ”,统

筹“经济社会发展 ”[ 1 ] P. 16。可以看出 ,统筹经济社

会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是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发展的协调性很大程度表现

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并不

是要放慢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 ,而是要防

止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不惜牺牲其他社会价值

发展的偏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清楚

一些问题 ,从而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 ,推动经济

和社会共同发展进步。

一、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统筹

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早在 1957年 1月 27日 ,毛泽东同志在省市自

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统筹兼

顾 ,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 2 ]同年 2

月他在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 》中进一步指出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 ,是指

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

问题 ,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 ,千万不

要忘记这一点。”[ 2 ] P. 227 - 228

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同志指出 :“现代化建

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 ,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 ,不

能单打一。”[ 3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 ,它的优

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 ,集中力量 ,保证重

点。”[ 4 ]为了更好地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邓小平同

志还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 ”的战略方针 ,包括 :一

手抓改革开放 ,一手抓打击犯罪 ;一手抓经济建设 ,

一手抓民主法制 ;一手抓改革开放 ,一手抓惩治腐

败 ;一手抓物质文明 ,一抓精神文明。邓小平同志

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但要有高度

的物质文明 ,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

文明 ,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 (这是完全必要

的 ) ,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

纪律 ,革命的立场和原则 ,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 ,等

等。”[ 3 ] P. 367邓小平同志还进一步强调 :“在社会主

义国家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 ,

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 ,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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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

长一段时间 ,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 ,所以现在我

们在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 ,还要建设

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

产主义的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守纪律。”[ 4 ] ( P. 28)

1998年 12月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二

十周年时强调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崭

新的社会形态 ,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

全面进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 ,两个

文明都搞好 ,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经济

的发展 ,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没有物质基

础 ;没有社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物质文明

建设就没有动力 ,经济发展目标就难以实现。任何

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

一时发展。我们党明确提出一系列‘两手抓 ’的方

针 ,就是为了既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又实现社会全

面进步 ,完整地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 5 ]

二、新的发展环境决定统筹经济社会发

展的根本方针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全面推进

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 ,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

进步 ,这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最终目的。那么要实

现这个最终目的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必须坚持统

筹兼顾这个根本原则 ,充分激发社会各个方面的创

造活力。

或许有人会问 ,党的三代集体一直都很重视统

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为什么这个问题目前还显得

那么突出呢 ? 我们要指出的是 ,时代在变迁 ,每一

代领导集体只能解决他们那个时代有条件解决的

发展问题 ,我们不能要求以前的领导集体提出解决

他们以后几十年出现的问题。另外 ,旧的矛盾解决

了 ,新的矛盾又会产生 ,而且有些矛盾也许在不同

历史时期突现的程度还不是一样的 ,比如说当前社

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就显现得相当突出 ,这是

相对的 ,因为改革开放前 ,我们的经济发展也不怎

么好 ,所以人们也没觉得社会发展远远滞后了 ,而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我们的经济发展突飞猛

进 ,这样 ,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就越发明显的摆在

我们面前了。值得一提的是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

我们肯定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但必须在

社会发展问题上投入更多的注意力 ,在大力推进经

济发展的同时 ,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

(一 )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发展面临的新环境

1. 社会发展具有紧迫性。社会发展包括科技、

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也包括

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社会秩序、社会管

理、社会和谐等 ,还包括社会结构、社会领域体制和

机制完善等。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

也是社会的根本保证 ;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

的 ,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

条件。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各项社会事业虽然取得

明显进步 ,但总体上看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存在

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的问题。当前 ,随着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

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面需求

的日益增长 ,加快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显得十分紧

迫。如果社会事业发展滞后 ,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得

不到新的提高 ,经济也难以实现持续较快发展。

2. 社会转型期需要面临大量社会问题。自鸦

片战争以后 ,中国就开始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

工业社会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转型过程进入

了加速期。我国的社会转型表现出许多独有的特

点 ,如转型过程漫长 ,转型过程复杂 ,转型中矛盾尖

锐 ,转型所处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 ,等等。[ 6 ]我国

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工业化、城镇

化进程加快 ,改革开放继续推进 ,经济体制、社会结

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种

以社会转型形式出现的空前社会变革 ,一方面给我

国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 ,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鲜明特征 ,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增添了新的内容 ;另一方面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

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其中深层次的矛盾逐步显现 ,

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日益增多。[ 7 ]

(二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针是统筹

兼顾

1957年 2月 ,毛泽东同志指出 :“我们各方面

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 ,成绩很大 ,但是 ,在

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 ,困难问题还是很多

的。又发展又困难 ,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

当解决 ,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

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 ,灾荒问题 ,就业问

题 ,教育问题 ,知识分子问题 ,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

战线问题 ,少数民族问题 ,以及其他各项问题 ,都要

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 ,就当时当

地的实际可能条件 ,同各方面的人协商 ,作出适当

的安排。”[ 2 ] ( P. 228)在《论十大关系 》中 ,毛泽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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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 :“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

积极的因素 ,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 ,全部调动起

来 ,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 社 会 主 义

国家。”[ 2 ] ( P. 44)

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坚持以完善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

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发展壮大国有经济 ,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

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增强我国的经济

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 ,具有关键性作用 ,集

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实现共同

富裕具有重要作用。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 ,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促进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 ,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中 ,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

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 ,相互促进 ,共同

发展 ,只是我们必须做好统筹兼顾工作。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 ,

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坚持改革开放

的总方针。只有通过改革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 ,我们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都是同改革开

放分不开的。我们已经确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要求 ,要深入贯彻到

实际生活中去 ,使之具体化、制度化 ,也都需要通过

改革来实现。在已经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为实

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打下坚实基础的过程中 ,我们面

临大量新问题 ,都需要用改革的精神来解决。我们

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巨大的系统工程 ,包括经济、

政治、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 ,需

要相互协调、配套进行。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必须坚持统筹兼顾这个根

本方针 ,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 ”报告中

指出的那样 :“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

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 ,营造鼓励人

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 ,放手让

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

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以造福

于人民。”[ 8 ]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进一步推进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一 )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

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转

变增长方式 ,提高发展质量 ,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

展、安全发展 ,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适应社会发展

要求 ,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

制改革和创新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提高改革决

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建立健全充满活

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 ,

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规范

化 ,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

度统一起来 ,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以改革促进和谐、

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 ,确保人民安居乐

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改革、发展、稳

定 ,好比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棋盘上的三着紧密关联

的战略性棋子 ,每一着棋都下好了 ,相互促进 ,就会

全局皆活 ;如果有一着下不好 ,其他两着也会陷入困

境 ,就可能全局受挫。所以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

的关系 ,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领导艺术。
(二 )推进社会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建设服务型政府 ,强化社会管理的公共服务职

能。为人民服务是各级政府的神圣职责和全体公

务员的基本准则。按照转变职能、权责一致、强化

服务、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要求 ,深化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 ,优化机构设置 ,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职能。

推进社区建设 ,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网络。全

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 ,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健

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 ,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

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健

全社会组织 ,增强服务社会功能。坚持培育发展和

管理监督并重 ,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

的政策 ,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

范行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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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 ,有效应对各种风险。

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

的应急管理体制 ,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

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 ,有效应对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 ,提高危机

管理和抗风险能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增强

人民群众安全感。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干群

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 ,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广

泛开展平安创建活动 ,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落

实到基层 ,确保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三 )充分激发社会各个方面的创造活力

增强全社会创造活力 ,形成万众一心共创伟业

的生动局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的方针 ,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使全

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新

活动蓬勃开展。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

点 ,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都要从人民群

众的创造性实践中汲取智慧、经受检验 ,都要依靠

人民群众付诸实践、取得实效。

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充分调动

各方面积极性。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 ,发挥统一战线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独特优势 ,

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政治

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 ,发挥协调关系、

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作用 ,加强各党

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团结和谐。

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

针 ,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 ,不断

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事业。

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团结 ,为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坚持“一国两制 ”、“港人治

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严格按照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办事 ,在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旗帜下 ,

团结港澳各界人士 ,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

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

张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

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

改变、反对“台独 ”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共同维护台

湾和平稳定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全面贯彻党的侨

务政策 ,做好海外侨胞的归侨侨眷工作 ,凝聚侨心、

汇集侨智、发挥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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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Party’s overa ll econom ic and soc ia l developm en t

L IB in
( Philosophy Section, Centra l Party School, B 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Overall econom 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utlook and is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all - rounded construction of well - off all - round society. The coordination of development, to some extent, is

embodied in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Overall econom 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not to slow down eco2
nom ic growth speed of developed areas but to p revent the only pursuit of econom ic growth speed to sacrifice other social value de2
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is, we must theoretically understand some issues, for examp le, thre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paid at2
tention to overall development, new development situation indicates that overall development is to make p lan as a whole, how do

we us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utlook to p 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hus,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develop ing so2
cial cause to p romote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Key word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utlook; overall development; econom 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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