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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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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维度之一。科学发展观以 发展  为第一要义,以

以人为本  为核心, 以 全面协调可持续  为基本要求, 以 统筹兼顾 为根本方法, 这些不仅

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同时也体现着科学

发展观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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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根本性的旨向,它体现

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中所遇到的

各种问题的关注、探索和解答。在马克思主义看

来,人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实现人的彻底解

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追求

的人类社会发展最理想社会形态; 为人民谋福祉、

为人类求解放,是共产党人的不懈事业。在马克思

主义创始人一系列著作中,都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对

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执著追求。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最新产物,其内容蕴涵有浓

厚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在 十七大  报

告中, 胡锦涛同志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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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认为, 这个概括无论理论层面的解读,

还是实践层面的应用都体现着深厚而强烈的马克

思主义人文关怀意蕴。

一、以人为本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文

关怀的基础性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基础性, 是

从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来说的。

人文关怀可以说是西方思想的传统, 早在文艺复兴

时期, 思想家就呼吁复归人性、解放人性。自此以

后, 人  的问题就成为西方众多思想家研究的主

题。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扬了这一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这一传统的批判性和超越性

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立足点不是传统人

本主义思想中 抽象的人  , 而是处于一定历史阶

段、一定社会关系中的 现实的人  。纵观马克思

的思想,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马克思终其毕生精

力所做的研究其实就是关于 现实的人  的生存与

发展问题。无论是其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还是其

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其根本目的都是为实

现人的解放与发展寻求出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

怀的实质和精髓,就是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

历史活动的主体的 现实的人  的生存与发展需

要,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 尤其是社会治理理念

和措施,都必须有利于 现实的人  作为 人  所具

有的 人的本质力量  的充分占有、发挥和实现。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 十七大 报告中指出科

学发展观的核心是 以人为本  , 可以说, 以 以人

为本 来概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既体现着我国社

会发展的现时代精神的精华,又体现着我们党在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时期的社会发展理念的创

新。 以人为本 这个核心在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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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和指导我国社会的科学发展中, 始终具有主导

地位和基础性的决定作用。正如党的 十七大  报

告中指出: 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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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发挥人民首创精

神,保障人民各项权利,走共同富裕道路, 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 [ 2 ]
显然, 以人为本  这个科学

发展观的核心, 不仅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回

答了 为什么 发展、发展 为了谁  的问题,而且主

张人是发展的根本动力, 回答了 怎样  发展、发展

依靠谁 的问题。这样, 以人为本 的科学发展观

作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时期党的执政理

念,就把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现实的人作为社会主

义中国发展的根本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它作为马克

思主义人文关怀思想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

物,正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基础性。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  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人文关怀的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整体性, 是指马克思主

义人文关怀不是一种单一的对人的关怀, 而是一种

立足于 现实的人  、对与人息息相关的自然、社会

的整体性关怀。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之所以具有

这种整体性,其哲学基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从

实践理解的 人、自然、社会  这三者的具体的、历

史的统一性。

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视阈中,自然并不是外在

于人的活动的自在自然,而是纳入人的实践视阈的

为人所认识和改造的那一部分自然, 即对人来说的

现实的自然。在马克思看来, 被抽象地、孤立地

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

无。 [ 3]
只有 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

过程中形成的自然,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 通

过工业 ! ! ! 尽管以异化的形式 ! ! ! 的自然界是真

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 [ 4]
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

者,马克思承认了自然界的存在对人的存在的先在

性,肯定了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和人类社

会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的存在与发展。但是, 这种

自然的先在性 并不意味着人只能一味地服从自
然。马克思指出,人与其他的自然产物有着本质的

区别, 动物的生命活动只是以本能的方式适应环

境的∀生存活动 # , 而人类的生命活动则是以实践

的方式改变世界的 ∀生活活动 #。 [ 5]
因此, 在马克

思的实践视阈中,自然的存在与发展也离不开人的

存在与发展。人在自己的活动中虽以自然为母本,

但 现实的自然  亦始终是打上了人类实践烙印的

自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社会历史阶段,人在

实践中对自然的作用 (投入 )与自然对人的作用、

影响, 从来都是双向的,两者不应该作抽象的、孤立

的、甚至是绝对对立的理解,人不应是征服、奴役自

然的 主人  ,自然也不应是被人征服和奴役的 奴

隶  ,这二者只能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协调发展。

同样, 自然的存在与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存在与

发展也是密不可分的, 马克思认为 整个所谓世界

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

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 [ 6]
也就是说, 自然史和

人类史不是绝对对立的, 而是在实践中内在统一

的。 社会并不在自然之外, 社会不过是人与自然

的本质上的统一。 [ 7]
既然自然和社会并不是彼此

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 那么, 我们就

不能追求某一方面的单级发展,而要在人类实践的

基础上追求二者的协调发展。

对于人与社会的统一性,马克思在其许多著作

中都有论述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

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  [ 8]
在马克思看来, 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 社会

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在人类社会发

展的历史进程中, 某一历史的社会形态, 并非是人

的实践的外在实体、也不是某种抽象的存在, 而是

人的历史实践活动过程性的产物或人的历史实践

活动过程性的表现和结果。在人的历史实践活动

过程中,一方面,人的存在与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

的存在与发展; 另一方面, 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又促

进着人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人的存在与发展和社

会的存在与发展, 双方都需要得到对方的认可、支

持与关爱。

胡锦涛总书记在概括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时指

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 全面协调可持续  。

这里说的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究竟是什么意思
呢? 胡锦涛总书记做了如下的解释: 要按照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

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 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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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

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 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

展。 [ 9]
从这段重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 要实

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我们抛弃传统的单

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 提倡在人与自然、社

会的协调发展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健康发展。这种

发展理念要求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在处理人与

自然、社会的关系时, 不能追求某一方面的单级发

展,更不能以牺牲他者为代价来获得自身的发展。

可以说, 科学发展观这种要求人与自然、社会协调

发展的发展理念,深刻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人文关

怀的整体性。

三、统筹兼顾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文

关怀的广博性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广博性, 是

指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对象的广博性。马克思

主义作为真正为实现 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

发展 的学说, 其人文关怀的对象不是指某一个

人、也不指某一阶级, 在阶级社会中是指占社会人

口绝大多数的、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广大人民

群众。这种广博性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 应以实现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最终

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终极目标。然而,由于我国尚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诸多主客

观原因, 在现实的中国社会,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

社会发展, 各个地区、各个阶层之间都存在着很大

的差异,发展很不平衡。当然, 这种差异性和不平

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是合理的,也是可以被允许

的。但是,如果这种差异性被无限制的扩大, 必然

会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乃至社会的动荡, 从而不利

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保障我国经济、社

会健康、持续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将科学发展观的

根本方法提炼和概括为 统筹兼顾 。他指出科学

发展观的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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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 加强战略

思维, 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

应对风险挑战, 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

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

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 10 ]
从

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 统筹兼顾  的目的,就是要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保障社会发展成果由

全体人民共享, 推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发展。在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遵循科学发展观 统筹兼

顾  的根本方法, 就能够建立我国社会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机制,努力协调我国社会

各方的利益需求、关注弱势群体,从根本上调动社

会各方的积极性,切实保证我国社会的全面、协调、

可持续的发展。显然, 科学发展观以 统筹兼顾  

为根本方法,既保证了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主体力量 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又体现

了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广博性。

四、以发展为第一要义  , 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人文关怀的现实性和终极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终极性是指马克思主

义人文关怀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社会。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 马

克思主义学说都渗透着对现实社会最贫苦阶级即

无产阶级的深切关切,渗透着对人类的彻底解放和

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人文关怀。实现全人类的彻

底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的毕生

追求和崇高的人生理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

高旨趣所在。马克思着眼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的革

命性改造,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 指出

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现实的人及其

社会关系的多重异化。他怀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和

改变现实的诉求,努力探寻并找到了实现人和社会

的异化的扬弃、人对自己的实践本质的真正占有和

复归, 从而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道

路: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无

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建立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

种新的社会形式 ! ! ! 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新的社会

形式的高度发展阶段, 就是作为消灭了阶级、国家

和一切社会差别、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 ! ! 共产主义社会。马

克思从人类历史实践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指出,他所

追求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 关于爱的呓语  , 它
是可以通过现实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懈斗

争和未来社会主义的高度发展来实现的。这说明

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终极性,是通过马克思主义

人文关怀的现实性的不断进展来达成的; 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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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现实性,正体现和反映着马

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终极性。正如马克思在 ∃共

产党宣言%中指出: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

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 11]

胡锦涛在党的 十七大  报告中, 把科学发展

观的 第一要义 提炼和概括为 发展  。这里的所

谓 第一要义  是发展, 也就是指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理论指导的科学发展观, 在其内涵上的 第

一个重要含义 是发展, 它在表现党的执政实践上

则为 第一要务 是发展。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人文

关怀的现实性和终极性的统一, 即 通过社会主义

的高度发展来实现共产主义 的体现, 也是邓小平

强调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 发展是硬道

理  这一道理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理念
和发展实践中的反映和体现。无论是科学发展观

的 第一要义  ,还是在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中的

第一要务  , 都十分明确地向全世界人民传达出

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我们所党提倡和贯彻的科学

发展观,就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和

我国社会主义的未来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

渝要抓的第一大事,就是要通过积极推进中国社会

主义的发展来朝着共产主义最终目标前进! 正如

胡锦涛同志指出: 必须把坚持发展作为党执政兴

国的第一要务。发展, 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

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具有决定性意义。 [ 12]
显

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 中国共产

党人把 发展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 第一要义 和执

政兴国的 第一要务  , 可以说是在本质上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的终极目标 ! ! ! 共产主义。
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要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

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必由之路或根

本保证是要推进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这样才能为消灭

阶级对立、阶级差别、社会各方面的差别和最终消

灭阶级、国家创造出现实的条件, 为实现人类的彻

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

出现实的前提和基础。
[ 13]
所以, 科学发展观以 发

展  为 第一要义  ,坚持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各方面

建设的全面发展,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现

实性和终极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

[ 1] [ 2] [ 9] [ 10] [ 12]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 R ].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

出版社, 2007: 20. 15. 15 16. 16. 7.

[ 3] [ 4]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卷 ) [M ]. 北京: 人民

出版社, 1979: 178. 128. 131.

[ 5] 孙正聿. 哲学通论 [ M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123.

[ 7] 俞吾金 .重新理解马克思, 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

当代意义的反思 (第 1版 )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05: 121.

[ 8]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卷 ) [M ]. 北京: 人民出

版社, 1995: 56, 307.

[ 13] 周玉.论科学发展观的历史价值 [ J] .重庆交通大学学

报 (社科版 ), 2009( 3): 1.

(责任编辑: 朱德东 )

OnM arxistHumanistic Connotation of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 ent

DU X iao qing

( S chool of P olitics and Public Adm in istration, S ou thw est Un iversity, Chong qing 400715, Ch ina )

Abstract: H um anistic so lic itude is one of the basic dim ensions o f theM arx ism. Sc ientific concept o f deve lopm ent views devel

opm en t as the first prerequ isite, peop le o riented as the core, takes comprehensive, harm ony and susta inab le deve lopm ent 

as the basic requ irements, and uses mak ing overall plans and tak ing all fac to rs into considera tion as the fundam enta l approach,

all o f wh ich not only o ffer the theo re tica l and practica l guidance for soc ia l deve lopm en t in Ch ina s' new era o f bu ild ing socia 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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