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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B要!科学发展观是对以往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批评性的反思&是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中的

一个否定性环节' 它通过对发展实践和人的发展的批判&用$中国的声音%表达了中国人民对

发展的理解.发展是历史辩证法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一种总体性的辩证法&是对现代文明的

扬弃&从而科学回答了科学发展观在中国何以可能&它如何影响和改变着人(世界以及人与世

界的关系&它以何种方式深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认识和发展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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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从已有的科学发展观研究文献来看!大多数

或是局限于政治文件框架内的政治解读!或是对

社会生活现象进行经验直观的描述" 它们有着一

个共同的方法论上的缺陷)把科学发展观当做一

项似乎已定型了的历史进程进行封闭式解读" 这

本身就违背了发展理念!其重要原因在于它缺少

更深层次的哲学反思与批判)科学发展观在中国

何以可能( 它如何影响和改变着人#世界以及人

与世界的关系( 它以何种方式深化人们对马克思

主义历史辩证法的认识和发展( 等等" 对这些问

题的深入思考和回答!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国化的需要!更是时代的需要"

一

学术界对$发展%概念的理解更多是基于社

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角度进行思考!而大众对

其理解则是基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假设)世上万

事万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因而社

会也会向前发展" 这是说!人们对$发展%概念有

着多重理解!造成了$发展%概念含糊不清!其根

源在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流变性#复杂性和多样性"

古代没有$发展%一词!人们只讲运动#变化

等概念"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运动#变化大致与发

展同义"

/#0如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运

动变化的过程就是从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过程" 而

$发展%一词进入哲学家的视野则是在近代" 初

期!哲学家们认为自然的进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就

是发展" 他们对$发展%概念的认识是粗陋的!用

生物进化论的线性思维方式去阐释社会发展!无

视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深刻性" 这种认

识无疑是与当时的历史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真正对$发展%一词进行哲学上的分析!并将

之当做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的是黑格尔" 因为黑

U%

!

*收稿日期+!"#!I#"I#J

*作者简介+李中祥!#EHU#"&男&湖北监利人)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

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格尔所处的时代工业革命带来生产方式的急剧变

革!它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比以往社会物质财富

的总和还要多!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着显著的变化

和进步!发展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 作为时代精

神的哲学!必然对$发展%这个时代主题给予回

答" 这个任务就落在了西方思想集大成者黑格尔

身上"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

和精神实质!它是时代的精神#作为自己正在思维

的精神"%

/!0J%因而!哲学总是时代精神的回应!而

$人作为时代的产儿!更不是站在他的时代之外!

他只在他自己的特殊形式下表现这时代的实

质"%

/!0J%IJH正是基于这种哲学自觉!黑格尔准确地

抓住了$发展%这个时代主题!从哲学上进行了总

结和反思" 在黑格尔看来!$发展%一词为人所熟

知!但熟知并不等于真知!因而必须从哲学的高度

澄清#消除那些自以为是的东西!给$发展%一词

作出真正的深刻的规定" 黑格尔吸收了亚里士多

德的思想!将$潜在% *或$自在%+和$实在% *或

$自为%+看做是事物发展中的两个不同阶段)潜

在*自在+阶段规定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和可能性!

即$它的潜在性支配着全部过程%"

/!0!H但潜在*自

在+有着自身的$冲动%!总是想超越潜在*自在+"

这就是矛盾,,,事物$只是自在的而不应只是自

在的%"

/!0!H这是说!事物在潜在*自在+阶段虽然

还不是实在*自为+的事物!但它却潜在地包含着

自为事物的性质" 一旦条件具备!潜在*自在+的

事物就会带着$冲力%发展出来!变为存在*自为+

的事物!潜在*自在+阶段的抽象观念也就变为存

在*自为+阶段的具体事物" 潜在*自在+与存在

*自为+不仅相互区别!而且也相互联系)存在*自

为+是实现了的潜在*自在+!并与潜在*自在+一

起规定着事物的性质" 在黑格尔看来!事物由潜

在*自在+进展到存在*自为+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事物的内容得到了肯定即是同一

的!形式得到了否定即是不同一的!从而使事物获

得了自身发展的规定性" 即是说!内容的普遍性

是绝对的#不变的!变化的只有形式" 形式的变化

使事物获得了对象性的存在!即由自在变成了自

由" 简言之!发展既是潜在*自在+与存在*自为+

对立统一的过程!也是内容与形式对立统一的过

程" 可以说!事物的发展就是对立面的统一,,,

构成了黑格尔辩证发展观中最有价值的思想" 需

要指出的是!黑格尔的发展观中还有一个极为重

要的内容)发展的最高的#绝对的目的就是回到自

身!重新占有事物的本质!获得自由" 至于人的发

展!黑格尔认为!在直观或感觉里!人发现自身是

被决定的而没有自由!但人却不会停留在直观或

感觉里!必定要进入人的意识!使人成为人的对象

性的存在!这时人便自由了" 所以!发展的主体与

客体相统一!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对此!黑格尔

指出)$目的当它最初还只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看

来就是一个缺点!因为自由和意志对我们说来就

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0

,,,黑格尔的关于人

的自由发展论对于我们后面的讨论显得非常重

要" 不过!从黑格尔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人的自由

发展本质是以人作为客观精神的一个环节为前

提的"

黑格尔上述极为丰富而深刻的辩证发展观为

马克思所批判继承" 黑格尔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由

抽象的潜在到具体的实存!尤其是他着重指出具

体的实存就是事物内在矛盾的本身!并且这个矛

盾还是事物发展的$推动力%" 靠内在矛盾的推

动力!事物扬弃自身!再回复自身而得到统一" 马

克思高度肯定了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

原则的否定性% 辩证法!

/U0#"#认为黑格尔的辩证

发展观包含有辩证法的革命精神" 但马克思同时

也批判了黑格尔发展观的唯心论立场)事物由抽

象到具体的过程且二者得到统一的发展!最终将

具体化为客观的理念或绝对精神*它构成了黑格

尔发展理论的世界观的核心概念+" 因此!马克

思批评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神圣化#神秘化!塑成了

另一个上帝的形象!即理性化的上帝,,,一种

$无人身的理性%" 马克思为此将对$天国%的批

判降到对地上$尘世%的批判" 不过!马克思并没

有像费尔巴哈那样!因为黑格尔辩证法形式的神

秘性就推出其思想内容的贫乏!从而全部否定黑

格尔的辩证法" 恰恰相反!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

辩证法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只不过他强调要将黑

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使之真正具有批判的#革

命的性质" 与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去解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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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发展相反!马克思从以现实的感性世界为基

础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关注人的社会存在!理解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谋求世界的改变" 马克思

清算了旧哲学对自己思想的影响!从历史前

提,,,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出发!考察了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科

学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创立了历史

实践辩证法)$辩证法在对现存的事物的肯定理

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

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

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

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

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J0##!以此表明了马克

思不同于以往哲学的理论旨趣"

在马克思看来!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只能从

人的社会性存在出发才能得到说明!而其中最为

关键的是人的社会性存在境遇" 关于这一点!马

克思在对黑格尔的宗教观#国家观的批评中就已

认识到了!认为$异化%就是人的存在境遇,,,人

类通过劳动创造了自己和社会!但人自身劳动创

造的一切成了统治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否定

了劳动本身的创造目的!将劳动看做一种追求欲

望的工具" 换言之!现有的劳动把人束缚在一个

受限的活动领域之中!使人在对象化中丧失了主

体性原则!无法达到自身的自由" 要把人从这种

带着沉重镣铐的生存境遇中解放出来!马克思认

为唯一的方案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

产主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能变成现实" 可见!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共产主义

看作是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吸收了黑格尔的

$发展的最高目的是回复自身!获得自由%的合理

思想" 因此!马克思有时特意用黑格尔所特有的

表达方式将共产主义描述为)$通过人并且为了

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因此!它是向自身#

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

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

成的''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

盾的真正解决''%

/U0K#至此!我们可以清晰看到

马克思发展观的思想脉络)人以自身的实践活动

即劳动作用于感性世界!生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

料!形成了社会和人的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人类只能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下产生与之相适应的

上层建筑" 它们规定着人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由

此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

去寻找"%

/J0$!从而在本质上与黑格尔从绝对精神

出发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区别开来" 当然!马克思

找到了解剖刀,,,资本" 资本一方面$破坏一切

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

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

神力量的限制"%

/%0但另一方面!资本的野蛮性也

呈现出来了)$它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菲斯塔

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

牢"%

/H0HU$资本积累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

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H0HUU这就是资本

发展的逻辑必然性" 资本对人的本质的占有!造

成了社会的不平等与分化!使社会分裂为两大对

抗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阶级对立与冲突

是社会革命的直接动力!而这个革命动力的主体

就是$一个由于自己受到普遍苦难而且具有普遍

性质的领域%的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从其他一

切领域里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一切领域%!从而

$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

/K0总

之!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是为人的社会或人化的自

然!社会的发展应是为人的发展"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黑格尔的辩证

发展观还是马克思的辩证发展观!都把历史看作

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都把人的自由作为发展

的最高目的" 尽管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但

它们都是对工业革命或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论

反映" 这表明发展与现代化紧密相连是有着传统

的" 因而!我们对发展观的历史考察!必须注意要

联系现代化这个历史语境"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土崩瓦

解!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诞生了一大批独立

国家" 如何振兴民族经济!消除贫困与不平等!走

上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进步的真正独立自主

的发展道路!这不仅仅是摆在新近独立国家面前

的一个现实而又迫切的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关

注的问题" 为此!各种现代化发展理论竞相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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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眼花缭乱" 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二)一是以经

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自然主义发展观!二是以人

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发展观" 自然主义发展观认为

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的增长就是发展!其理论可以

追溯到凯恩斯有限干预论" 通过政府的有限干

预!促进经济的增长!满足社会的有效需求!防止

经济衰退" 有限干预论在发展实践中得到了充分

的运用!如-经济增长理论.的作者阿瑟2刘易斯

出于对经济增长的无比崇拜和追求!为第三世界

国家的决策者们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方案" 他认

为!所有的非经济因素与经济逻辑的需求是一致

的" 以 NOP的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指

标,,,只要经济增长了!其他问题诸如教育#文

化#贫富#冲突等也就自然迎刃而解了" 实践运用

中!只见$物%不见$人%!完全漠视人的价值需要#

利益诉求!人完全成为客体$自然%的一部分" 这

是一种机械的发展观" 其实践的后果已为历史所

证明)主体完全被客体化#原子化#碎片化!人在人

的社会里被悬搁!没有了人的位置,,,单一的经

济增长并没有促进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也没有带给人幸福" 相反!贫富差距#教育#

不平等#生态恶化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加深!严重制

约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人本主义发展观却从一

个极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它抨击自然主义发展

观只见$物%不见$人%!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人

的利益需求#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价值等才

是衡量发展的标准" 它不再对发展自身的标准提

出怀疑和批判!从而掩盖了发展的不公和潜在的

危机" $发展%一词由一个纯粹的经济概念演变

成为了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概念" 其理论实践的

后果!就是把一切客体主体化!主体绝对化!完全

否定经济增长的历史作用!片面强调人的利益需

求#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与人的价值!将其抽象化!

导致了发展的虚无主义的倾向!更为重要的后果!

就是不平等#贫困#教育等鸿沟不仅没有缩小!反

而拉大了" 因为这一理论的话语权为利益既得者

所主导" 大多数弱势群体为谋求愈来愈为既得利

益者所掌握的发展手段或工具!如就业#政治参与

等!不得不牺牲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在的生活"

这两种现代化发展理论具有深刻的片面性!都是

西方中心主义论调" 它们以西方的文化理念和政

治意向为导向制订出的一系列方案!都是建立在

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片面观察之上的!带有明显的

西方理性主义思辨色彩"

如前所论!中国的发展也是与现代化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四个现代化%

目标到改革开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无一例外

打上了现代化的烙印" 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

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上述片面

发展观的影响" 我们在借鉴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

的过程中!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同时也感染了

西方现代化的$发展病%)片面追求 NOP!把经济

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

忽视人的发展#生态的保护!造成了发展过程中资

源枯竭#生态恶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

盾突出!等等" 这些问题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以下

几个方面)社会阶层固化#贫困的代际遗传#大量

突发事件和群体事件#大学生就业难#社会断裂与

鸿沟的扩大" 毫不夸张地说!这其中的每一个问

题若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必将对中国的发展产生

致命的影响" 因而!对中国以往的发展思路进行

必要地批判性反思!提供更为科学的发展理论!以

便更好地筹划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

#)对发展实践的批评反思" 人与现实世界统

一的根基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 正是人类的社

会实践活动!一方面使自身对象化!反映#肯定现

实世界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使现实世界对象化!

否定#改变现实世界!使人与现实世界的内在矛盾

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动态的统一!在发展中

不断地得到解决" 因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肯定

与否定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最

伟大的实践活动" 中国发展的历程表明改革开放

是中国人民不断地实践!又不断地批判而超越自

身的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追赶西方现代化

水平!缩小同他们的差距!我们把量的提高放在首

位" 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人的发展问题和社会

问题!把人完全客体化!即把人排除在人之外!消

解于物质生产之中!人是发展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割裂了人与现实世界的统一!把人类的实践活动

降低为一种机械活动"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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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致肯定它极大解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

了人参与改革开放实践活动的积极性" 这样的理

解是有问题的)把人的实践能动性简单地理解为

人的主观能动性!$历史的真正主体,,,现实生

活中的人!却退缩到一种片面的3主观能动性1之

中了%!

/E0弱化了主体的实践能动性" 自然主义

发展观将从事实践的人贬低为感性的自我!将人

的现实生活下降为感性自我的自然表达!把人的

实践活动纳入了自然主义的解释框架" 这种经济

决定论是一种机械的#线性的思维!即将经济看作

是离开社会历史具体条件的永恒的#抽象的决定

力量!导致了一种盲目发展的冲动!出现了强占#

强拆#带血的 NOP!这是$大跃进%的现代版" 所

以恩格斯批评经济决定论是$一种空洞的抽象%!

$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

/#"0当然!它也就缺

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辩证法" 中国的发展

实践表明!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是对$不合理%现

实的否定#超越!建构起更加合理的现实!获得自

身的规定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思#批判#否

定自身所获得的规定性!重新获得更深层次上的

自身规定性,,,实践的二重性或实践自身的矛盾

性!推动着人与世界的矛盾关系不断地展开"

!)对人的发展的批判反思" 人的全面自由发

展是发展的终极目标!但在功利主义发展观的视

域里被遗忘" 由政府主导的易 NOP考核一切的

发展观把人进一步物化!客观上促使社会形成了

物质财富多寡是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的观

念"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的主体地位得到重

视!但人并没有从物质财富的支配性地位中解放

出来!反而促使了这一观念的固化" 当下!个人认

为自己是自由的!不依赖于他者!因而漠视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把物质财富的追求作为实现自己所

谓个人自由的唯一动机和需求" 然而!现实的个

人并没有因物质的丰裕感到幸福!相反!却是人存

在的焦虑" 这是因为片面的发展观把人与人#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异化为绝对的商品交换

关系!使人自身变成了孤立的#抽象的#片面发展

的个体!失去了人与现实世界相统一的存在根基!

人的发展呈现出碎片化#非人性化!人与人#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呈现为一种主奴关系或控

制与反控制的关系!而不是在对立统一中和谐共

生!走向全面自由的发展"

综上所述!片面发展观或片面强调经济增长

的意义!而弱化政治#文化#社会等发展的价值!过

分注重人的生存环境而不是人的发展环境的改

善&或抽象宣扬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强调发展由

精英阶层主导设计而不是由大众参与并惠及大众

的发展" 所以就有了$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等荒谬的逻

辑" 这些片面的发展观只崇尚物质的发展而不屑

于精神文化的发展!只注重发展的事实而遗忘发

展的价值!只强调发展的现在而忽视发展的未来!

只看重发展的结果而忽略发展的过程''总之!

以单一的#同质化的片面发展取代多样的差异化

的全面发展"

三

由上观之!片面发展观割裂了主体与客体即

人与现实世界的辩证统一!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

元对立的思维" 历史发展已经证明!这种发展观

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因而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发展

观承担起引导未来的重任" 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

智慧!不断地激发自身的实践能动性!借鉴西方现

代化发展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当下及未来的

全新发展观!即科学发展观"

可见!$科学发展观%概念的出现!是发展本

身过程中的一个否定性环节" 从实践论角度讲!

$科学发展观%概念的规定!既是实践主体对实践

客体的规律性认识的结晶!又是实践主体对实践

客体的目的性要求的体现!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

性的统一" 正是在这统一中!物的尺度与人的尺

度相融合成为人给自己构成的客观世界的图

景"

/##0这说明!科学发展是通过实践的外部现实

性活动这个中介!使发展得以$外化% $对象化%!

转变为现实的客体!人在与现实世界的对立统一

中不断获得历史性生成!不断地走向自由" 因而!

只有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坚持以

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规定才具有现实性!才

能获得具体内容,,,离开这一点!它就只能是一

种概念的游戏" 那么!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意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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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体现在思维的逻辑推演中获得抽象的概念知

识!而是体现在人类的实践活动的批判#超越中获

得愈来愈丰富#愈来愈深刻的现实内容!使人与现

实世界的关系不断生成#发展" 所以我们说!科学

发展观克服了以往发展观中实践唯物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分离!重新实现了三者的

统一!叙述着中国发展的历史辩证法"

科学发展观是历史辩证法主体与客体辩证统

一的发展观" 以往发展观只见$物%不见$人%或

只见$人%不见$物%" 科学发展观则强调既要见

$物%也要见$人%!$人%与$物%要辩证统一" 科

学发展观并没有完全否定自然主义发展观!而是

吸取了其中合理因素!不再是把经济增长当作发

展的唯一指标!而是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发展

的基石" 邓小平同志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

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0但生产力最终是要提高

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创设条件!否则终究要出大问题" 前苏联就是前

车之鉴" 毛泽东曾批评过德波林$不知主客体相

互渗透是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的%!

/#$0认为这是导

致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走弯路的重

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为此告诫全党要以苏为鉴!

走自己的路" 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

$三个有利于%!将之作为衡量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成败与否的标准" 这是历史辩证法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最集中的理论表达!实现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主体与客体#本体论

与价值论的统一!科学地解决了我们长期以来未

弄清楚的$怎样发展!为谁发展%的重大问题"

科学发展观是总体性的发展观" 单一性的自

然主义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

象!遭到西方新兴发展观的猛烈抨击" 西方兴起

的新发展观认为经济进步只是发展的一部分!

$应该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

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

/#U0基于这种$综合发

展观%的共识!法国学者弗朗索瓦2佩鲁在 #EK$

年推出的-新发展观.一书中提出了$整体的%$综

合的%$内生的%发展观" 这种新发展观$与之相

应的是人类价值观念方面的相继变革"%

/#J0!因

而!佩鲁在强调他的新发展观的整体性的同时!更

偏重于整体结构中的道德#文化的价值!并将它们

看作是发展的基础!甚至是发展合理与否的决定

性因素"

/#J0#J尽管他看到了$人%!突出了$人%!但

他把道德#文化的价值抽象化了!最终未免流俗!

还是陷入了西方思辨的传统" 科学发展观也强调

发展的整体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

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 这种总体性的发展观

更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实践性" 它始终坚持$经

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

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0这种辩证的叙事!包含

了历史发展的无限丰富性!不仅是对单一性自然

主义发展观的扬弃!而且也克服了新发展观的历

史局限性"

科学发展观是突显全球化语境中 $中国特

色%的发展观" 中国的发展以改革开放的形式参

与了全球化进程"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战略决

策)一则是基于共同的发展目标展开的交流与对

话!二则是应对全球化的基本出路" 这就构成了

中国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和处理社会发展问

题的一个基点" 所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必

须将其置于全球化背景下" 换言之!就是如何在

全球化背景下利用它又好又快地促进中国现代化

发展" 它反映了一个落后民族迫切发展的强烈愿

望" 但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给落

后的国家带来了先进的经验!促进了落后国家经

济的相对繁荣!为落后国家的民族振兴提供了一

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同时给落后国家输入了恶

化的生态环境#过分悬殊的贫富差距以及西方的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牢牢控制全球化的主导权!企

图以全球化的普遍性取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发

展的特殊性!达到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进程的

战略目的" 科学发展观是对这种$以征服和占有

为取向的现代文明的扬弃!是对人类和谐发展道

路的自觉探索"%

/#H0在林林总总的发展理论中!科

学发展观以$中国的声音%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

批评反思!是对人类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关注

和探索" 它充分吸取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民本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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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马克思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积极探求

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性!从而超越了把人与

社会物化引发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

冲突的现代文明发展观/#K0

" 可以说!科学发展观

是对未来新型文明形态的实践追求!是对人全面

自由发展本质的回复!是对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

贡献,,,而不仅仅是对中国发展具有特殊意义的

$他者%言说/#E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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