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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发展观的现代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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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方法论、价值观、本体论三个哲学层面, 探讨科学发展观的现代性维度, 以期提

供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形而上视角, 为全面理解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并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科

学发展观的普遍性指导作用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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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

新世纪新阶段的特殊历史时期所提出的战略指针。

由于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伴随着 �现代性  

本体属性的不断提升和 �现代化 实践拓展的有机
统一, 因而作为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战略整合中

心,科学发展观必然有其现代性品格。现代性是指

现代化的事物和现象所具有的区别于 �传统性  的
内在属性和特性,是现代化的结晶、本质和灵魂, 同

时也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理性尺度。因此,有必要

从现代性的方法论、价值论和本体论视角看待科学

发展观,以期达到准确理解和普遍应用的目标。

一、从方法论的现代性看待科学发展观

(一 )理性化本性

从发生学角度来考察,现代性是以西欧中世纪

以宗教蒙昧主义 �退场  以及科学、人道的 �出场  

为开端, 人类开始摆脱宗教的支配地位, 揭开笼罩

在世界上的神秘面纱,运用理性来重新审视周围的

世界。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科学家的一

系列科学发现, 导致世界的世俗化, 自然科学革命

和工业革命进而引发工业化、市场经济、全球化等

现代因素。启蒙运动的基本诉求使人们从迷信和

偏见中解放出来, 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 走向光

明。黑格尔将理性提升到 �绝对理性  的高度, 实

现自然、社会、思维的同一。理性统治地位的确立

导致世界的 �合理化  , 韦伯称之为现代性的本质。

�我们时代的命运以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以

世界的祛魅化为特征。 [ 1]
一般的说, 理性是人所

特有的思考、理解、解释事物、改变现状的能力与方

法。用理性的方法看待周围的世界, 就要查找不

足,求新求变,以期提高效益,增进福利。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内涵,就要求执行者具有

理性的态度,分析问题并找到解决途径, 任何回避

问题、敷衍搪塞的态度都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

的。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否定之

否定的过程,消解矛盾是否定的结果,也是发展的

起点。消解发展中的弊端、解构阻碍事物发展的旧

框架, 乃是实现事物再生与重构的一种特殊方法。

注重不断消解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就成为科学发

展观所强调的发展起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

基本要求就是要有问题意识, 注重研究和解决问

题、务求实效,既要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

出问题,又要解决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社会

议论较多、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衡量学习

实践活动是否真正收到实效, 最终要看这一

条。 [ 2 ]
从思想、作风、纪律上为贯彻落实党的重大

决策和部署提供有力保证。在此基础上,坚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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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际相结合,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把科学发展

观的要求贯穿于各方面的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不断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二 )复杂性观点

现代科学复活了古希腊的原子论,将世界理解

为一个还原论式层次结构,近代哲学家笛卡儿等人

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分割式认识方法,即把一个复

杂的对象分割为各个简单的部分加以认识和把握。

还原论造成了 �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  的片面性,

对人类目前的生态困境负有很大责任。为此, 科学

的发展思路要从自然的祛魅走向自然的返魅, 从简

单走向复杂,扬弃传统科学所遵循的简单性原则和

还原性原则,代之以复杂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研

究客观世界的分形、混沌、非线性系统,以复杂性眼

光看待世界及其规律。匈牙利哲学家拉兹洛提出:

�就是把这种复杂性情况当作结合在一起的一整

块来考虑∀∀观察一定数目的不相同的、相互作用

的事物,看它们在多种多样的影响作用之下作为一

个整体的行为 的方法。[ 3]

从复杂性观点来看待发展问题, 就要注意发展

的综合性和全面性,而不能简单地将发展等同于经

济规模扩大和总量增加。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速

度,忽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就会出

现增长失调、从而最终制约发展的局面, 最终也可

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要

考虑复杂的情况, 地区之间、部门之间更存在着巨

大的发展差异和不同情况,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矛

盾特殊性原理,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根

据实际条件和发展需要有重点、有步骤地采取措

施,不能强求一律, 搞齐步走、一刀切。同时, 复杂

性观点还要求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 反对单打一的

片面性。具体来看,就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

外开放, 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 统筹个人利益和集

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

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发展的合力。

(三 )系统性观点

现代系统论思想认为任何事物都是 �系统的

集合体  , 系统的各个组成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的。事物的发展必须考虑到事物系统内部

各因素的相互协调、相互作用, 才能使 �整体功能

大于部分功能之和  , 否则就会导致畸形的发展。

在考察事物发展的动力时超越 �一分为二  的限

制,从 �一 与 �多  的方面,即从系统的整体去进行

综合考察, 重视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系统与环境之

间的多因素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从多方面去加以

考察, 促进各要素的协调共进。从系统性的视角看

待社会发展,就要注意社会有机系统中各子系统之

间有序联系、协调一致, 使社会系统在运动中保持

良性循环, 发挥其最优功能。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对系统性观点的运用和发

展。 �这就需要我们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来分析、

解决问题, 从多因素、多层次、多方面入手研究经济

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自然形态的大系统。 [ 4]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

面,社会都不可能健康地向前发展。发展是一项系

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要素,以及经济活

动、社会活动和自然界的复杂关系。因此要从科学

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各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

等方面来确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落实科

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充分运用我国的体制资源、

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技术资源以及国外

资源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和有利因素, 推动发展

进程。

二、从价值观的现代性看待科学发展观

(一 )价值合理性

人的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黑格尔第

一次明确把 �主体性  概括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

�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 。[ 5]
具

有自我意识的个人逐渐成为整个世界的本体,价值

则是主体性的人与客观世界关系的一个概念。休

谟首先明确区分了价值与事实,认为价值无所谓真

假,但他在伦理观上是功利主义者。美国的实用主

义者杜威则把价值等同于效果或效用。马克思主

义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主体的自觉创造活动的结

果,是人类进行价值选择的过程。马克思指出: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

已  。[ 6 ]
人类社会也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 发

展具有价值性, 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发展本身就

包含着价值选择,是一个与价值相关的范畴。

科学发展观具有价值论意蕴。科学发展观所

讲的发展同人的价值实现和社会的和谐进步直接

相关。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固然是立

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巩固和发展社会主

义制度的需要, 但也基于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深切

愿望, 通过社会发展逐步消灭城乡之间、脑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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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使物质财富极大丰

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科学发展观中的 �以

人为本  ,强调在社会价值体系中以人民为价值主

体,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 �以人为本  是贯穿科学发展观
始终的核心内容,科学发展观要求一切的发展实践

都要坚持 �以人为本  ,把人的价值、人的利益作为

发展的内在标尺, �以人为本  这一发展的核心内
容,应该具体体现为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

主体地位的提升和人的价值的弘扬。

(二 )物质利益价值

现代性的理性本质在现代人身上的体现就是

从 �人是机器  到 �经济人 的假设。将人看作机器

是主体的 �祛魅 以及人权复苏的前提, 而理性 �经

济人 假设则为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经济人为了自我的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参

与竞争,从而促进效率和经济活力。马克思指出: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

构造, 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

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因

此,人也按美的规律来构造。 [ 7 ]
人的主体尺度指

向人或主体的结构、本性、目的、利益、需要等内在

规定性。人类社会实践活动, 就是在对象、客体所

提供的可能性空间范围之内,不断实现主体自身目

的、满足主体自身需要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

�政治是经济最集中的表现  , 人们从事政治活动
本质上也是人们表达诉求和追求利益的过程。

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一脉

相承的,在社会利益本源上坚持人民是历史和价值

的创造者。广大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

化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

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推动者。因而落实科学发展观

就要满自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要细心体察群众

愿望和利益要求的变化,使各项方针政策全面、准

确地反映群众利益, 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千方百计帮

助困难群众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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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维

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科学

发展观科学地回答了 �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
的成果由谁享有  这一核心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归宿,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关

于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和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是发展的最高目标的价值理念。

(三 )精神价值

�经济人 假设作为关于人的 �非嵌入编码知

识  显然不能代表人的全部属性和内涵。人的属

性的本质方面在于社会属性。人的价值追求除了

物质利益, 还有丰富的精神价值需求,包括人文精

神、理想与道德、生理与心理、知识与能力等方面的

全面发展。美国现代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精神

价值追求概括为: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

的需要。在没有精神文化和制度约束的状况下, 社

会很可能陷入 �自然状态  而不可自拔。美国社会

学家英格尔斯提出了人的现代化概念,认为人的现

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根本条件。即便从法制社会

的契约交往来看, 也需要 �集体意识  来支撑。法

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则主张集体意识是社会分工

和交换的精神基础,这就需要建立起现代社会制度

结构与价值体系的联系,否则就会造成社会同一性

及政治秩序的合法化危机。

科学发展观不但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指

导方针,也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

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

向的集中体现, 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

众的强烈愿望。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 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

范,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和发展。思想道德是改革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

力支持,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

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

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 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 大力弘扬

�八荣八耻  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使人民基本文化

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三、从本体论的现代性看待科学发展观

(一 )生态自然观

古代和中世纪自然观大都主张自然是有魔力

的或有生命的, 体现了自然附魅的观点。十七世纪

欧洲科技革命后形成了以几何关系看待自然的机

械论自然观,自然被还原成一个呆滞的存在, 充满

了因果必然性。由于人们对于人在自然界中的位

置、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人类实践活动的两重

性等方面的认识存在片面性。对于人在自然界中

的位置,只看到人是自然界的主人, 能征服自然、改

造自然的一面, 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对自然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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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已达到空前的地步。随着当代混沌学、系统论、

自组织理论等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自然界

中存在大量不可还原、不可分离等复杂性和有机性

特征, 现代生态学则把自然界看作具有极其丰富联

系的开放系统。

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也把自然界看作具有

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强调人类改造自然必须以尊

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前提;并设想在共产主义条

件下, 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和解前景。科学发展观明

确提出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要形成

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

式、消费模式,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

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环境友好

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

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

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自然

界的依赖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 )有机体社会观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科学发展观

的重要理论基础。十九世纪的社会学家孔德、斯宾

塞等人采用机械类比的方法,将社会与生物体机械

类比, 提出社会肌体的组织和结构之间的平衡协调

问题, 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马克思汲取了以往社

会学理论中把社会看作协调有序的有机体的成果,

在自然与社会系统、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等各个层

面上将社会视作有机整体。马克思指出: �社会不

是由个人构成的,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

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  , 其中包括经济关系、政治

关系、思想关系、血缘关系、伦理关系等。各种因素

按照特定的方式组合起来,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具有

内在统一性的整体, 社会有机体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 �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 [ 8]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达 �临界点  的关键时

期,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 为避免 �拉

美化 怪圈的重演,必须重视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亟

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消除社会排斥等不和谐

现象, 不断促进社会融合, 实现社会发展成果共享,

为社会进一步发展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谐的

社会环境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有机社会观为指导, 遵

循社会自身发展规律,使社会系统在其自身发展中

实现内部诸要素或子系统的协同一致,组成合理的

体系结构。这就要求科学地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

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促进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 实现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 �科学发展和社会

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

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

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

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 [ 9]

(三 )和谐世界观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从制度转型的角度提出:

�现代性的根本后果就是全球化  , 即现代性的各

项制度包括资本制度、工业化、军备、社会监督向全

球的扩张。仅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扩张的

层面上看, 出现所谓 �趋同论 不足为奇,是这一客

观过程在某些西方的自负学者思想上的表现。同

时,全球化挑战了自十七世纪中叶后确立的民族国

家主权至上、平等、独立等观念,在一定文化意义上

又反过来刺激和强化了民族主义心态。美国政治

学家亨廷顿从民族文化的稳固性等特征出发,认为

随着世界距离的缩短,加剧了文明之间的差异和敌

意,文明的冲突将成为世界矛盾和冲突的真正根

源。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既要与世界接轨, 同

时要保持中国特色,这是科学发展观必须面对的一

个外部环境问题。
[ 10]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

从本体论角度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 �世界历史  理论渊源于黑格尔的

客观唯心主义思辨哲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绝

对理念视为世界历史的基础和本质,绝对理念对偶

然性的扬弃决定了各个国家、民族不论其历史和现

状如何,都必然走上世界历史的道路。马克思批判

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的神秘主义、唯心主义观点, 将

世界历史的研究放在现实的基础上,指出由于工业

革命后的普遍竞争消除了各国闭关自守的状态, 使

各国的生产消费和精神文化均具有世界性, �首次
开创了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是各民族国家相互依

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从而获得整体发展的历

史。就普遍性来看,世界历史发展要超越资本主义

的残酷掠夺阶段,最后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就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当今的全球化是世界

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是世界历史展开到新的深度

和广度的产物。面对全球化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

冲突,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开放的思维方式来把握经

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把经济社会发展置于宏大的

全球视野中去思考, 探索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

略。在处理全球问题上,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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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 �协和万邦  、�海纳百川  、�强不
执弱 等精华,在交往中 �博采各种文明之长, 以合

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 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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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M odernity Basis of the ScientificD evelopm entV iew

CHEN X ia

(N an jing Ch em ical Eng in eering P oly technic Colleg e, N an jing 210048, Ch ina )

Abstract: In o rder to overall understand and learn and practice sc ientific deve lopm ent v iew and to prov ide re fe rence fo r un ive r�

sal guidance o f sc ientific deve lopm ent v iew in practical work, th is paper d iscusses modern ity d im ensions o f the sc ientific develop�

m ent v iew from three philosoph ical layers including m ethodo logy, va lue outlook and ontology for presenting them etaphysical un�

derstand ing perspective.

Key words: modern ity; scien tific deve lopm en t v iew; un iversa lity; on to logy; natura l eco log ica l v 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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