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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本刊特约请本校四位专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新发展”为总命题，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党的十八大报告进行科学解读，撰写成系列文章。特此刊

发，以飨读者。

论科学发展观中所彰显的思维特征

韩同友
(盐城工学院纪委，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

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深化了对马克思主

义发展观的认识，充分反映了世界多极化多样化的新趋势以及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实

际和具体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关于发展问题的思维变革，彰显出创新性、务实性、系统性、人本性

以及和谐性等思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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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同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

导思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

展观，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认识，充分反

映了世界发展的新趋势以及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客观实际，实现了我们党关于发展问题的思

维变革，彰显出创新性、务实性、系统性、人本性以

及和谐性等思维特征。

一、创新性思维

创新性思维，就是思维主体根据事物发展的

内在规律，提出新思想、新理论，以解决新问题和

新矛盾的高级思维方法。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大以

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

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适

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汲

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

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

而提出来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

品质和开拓创新的思维勇气。

1．发展理念上的新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我国经历了从发展是硬道理，到执政兴国

的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思维变革过程。

传统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总比不发展好，发展快总

比发展慢好。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传统的发展观

所关注的是如何更快发展，创造更多财富。随着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怎样发展、

如何理性发展等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科学发展

观以确立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的首

要问题，着力解决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

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有关发展的根本问题。科

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将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作为首要前提，把保持协调发展当作基本原

则，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长远之计。这样，科学

发展观实现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

进，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发展理念上的重

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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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内涵上的新拓展。科学发展观继承了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

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内容。科学发展观

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各个环节，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以及生态文明等建设和发展的各个领域，贯通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科学发展观以理

论化系统化的方式对中国社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以及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包括发展的本质、内涵、

目标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系统

的回答，使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的发展目标、任务、

途径更加明确，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

了新的内涵。

3．发展本质上的新揭示。将科学发展观作为

党的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对

发展本质和核心的高度政治认同。科学发展观认

为，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价值核心和社会本质，

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

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

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心1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与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

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也有着根本的区

别。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和

全面发展的思想，继承中国古代和西方关于人本

思想中的合理内容，并将之升华为现代化建设的

本质与核心，实现了发展本质的新突破。

二、务实性思维

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

心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运用

和升华的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含着求真务实的

思维特质。

1．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点是发展。发展既是当

今世界的主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

题。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中后期，我国进行的是

巩固政权式的发展；从50年代末到“文化大革

命”结束，我国主要进行的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发

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走的是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

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执政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发

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坚持走的是

一条综合发展的道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科

学发展观，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的路子。作为发展主线中的一个新阶段，科学发

展观的第一要务仍然是发展。“科学发展观，是

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

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1

2．科学发展观的着力点是攻坚克难。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聚精会神搞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

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

和开放的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中也出现了一系列

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不够全面，不够协调，持

续发展能力较弱。再比如，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

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

破坏、社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等等。

面对新问题、新挑战，党中央认真总结经验，全面

把握形势，既吸收了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的实践经验，理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问题与局限，也反思了改革开放30年建设实践

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实事求是

的作风，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勇气，进一步明

晰发展的内容、方式、模式、路径等，通过科学发展

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

3．科学发展观的归宿点是实现共同富裕。共

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懈追求，是社会

主义的本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度时期，我

们坚持经济建设中一D论和部分地区(人)先富论。

但是，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央提出

科学发展观，主张把共同富裕和以人为本统一起

来，因为，科学发展的战略思想和共同富裕的伟大

目标是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之中的。

科学发展观的落脚点就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

要和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大力推进人的全面发

展。当前，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致力实

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大目标。

三、系统性思维

所谓系统性思维，是指把事物的发展与变化

看着是一个系统和整体的思维方式。它主张从系

统的整体与要素、结构与层次、系统与环境之问的

相互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对象，进而达到系统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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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最优化。科学发展观中具有鲜明的系统性

思维特征。

I．发展思维的整体性。唯物辩证法认为，任

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保持内在

要素关联的整体发展过程，而不是片面的、畸形

的、单一要素突进的发展。在这个整体中，各个子

系统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决定着社

会大系统的整体功能状况。科学发展观摒弃以往

发展的狭隘性、单一性和片面性，不仅把社会看作

是有机整体，而且把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联

系起来，把社会系统视为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

等子系统组成的整体。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

观。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全面的推进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实现经济的发

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口。科学发展就是既要经

济的发展，也要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生态等方

面的发展，发展要着眼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

神文明、社会和谐以及生态文明的全面建设，既要

有财富的增长，又要有民主、法制、人权保障、生活

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提升。

2．发展思维的动态性。动态性思维是以发展

的眼光看问题，具体到社会发展观上，就是以发展

的眼光来看“发展”，寻求社会发展进程的持久

性、连续性和可再生性。曾几何时，我们的发展在

一些人心目中成了追求GDP绝对增长的发展，造

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种以牺

牲自然环境和后代的利益来获取本代人的发展的

思路违反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规律和“本代人与

后代人平等”的伦理关系，势必遭受自然的报复。

科学发展观主张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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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这种可持续发展是在坚持发展的基础上，强调

生态环境与发展的辨证关系，主张在发展的过程

中。一方面要合理的利用资源，另一方面要注意环

境保护、生态平衡，不能以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平

衡为代价，同时强调当代人必须留给后代人生存

和发展必需的资源与空间。

3．发展思维的开放性。邓小平同志曾指出：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3J64，“中国的发展离

不开世界”i3178。为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

们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始终被看作一个紧密统

一、不可分割的结合体。面对日益开放的世界，科

学发展观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把社会发展置于全球

化、开放化的视域下考察，强调在继续推进全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的基础上，积极实施

“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积

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工作，以实

现国内经济体制与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相互协调。

四、人本性思维

人本性思维，就是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

为前提，将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作为追求目

标的一种思维方式。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社会

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一1。未来

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一1科学发展观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人本性思维特征。

1．科学发展观主张一切的发展都必须以人为

出发点。科学发展观主张，一切发展都必须从社

会的实际出发，切实保证人民的实际利益，使群众

从发展中得益，从而调动群众参与发展的积极性。

以人为出发点来谋求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我们制

定政策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实际承受力为前提；推

进工作必须倾听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切；检验发展

成效必须看发展是否兼顾人民群众的各方面利

益。为此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

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进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

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

民。’’：2]

2．科学发展观强调一切发展都必须以人为主

体。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的“人”，是指中

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本”，是指中

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的实

质，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人

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

素。凡是违背人民群众意愿，只有少数人热衷，甚

至引起人们反感的发展，最终只能付出沉重的代

价。只有那些能够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

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的发展，才能得到广大人民

群众的热情参与和支持。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

推动力量，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只有尊重人民

群众的实践经验与首创精神，依托人民群众的主

体性，渊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切实推进我国

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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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发展观坚持一切发展都必须以人为目

的。一切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一切发展都必须

为了人民。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

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发展决策正确与否的根

本尺度。科学发展观坚持从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

群众的现实需求出发，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文

化、发展民主政治、发展和谐社会、发展生态文明，

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

事，竭尽全力为群众解难事，不断实现好，发展好

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权为

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五、和谐性思维

和谐思维，就是用对立面双方有机统一的观

点认识矛盾，用和谐共存与相互交和的办法来避

免冲突，并切实解决矛盾的思维方式。科学发展

观吸收了中国传统和谐思维的合理成分，并注人

时代内容，将之弘扬光大。

1．和谐性体现在协调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主

张，看问题应站在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的角度，因

为一事物的发展是与它事物的发展相互联系、相

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只有兼顾其他方面，协调

好各方面的关系，才能达到健康的发展。协调发

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协调发展坚持矛盾

双方的统一性，强调绝对的不平衡和相对平衡的

统一、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曲折发展以

及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母系统与子系统

的协调、系统和环境的协调，以促进整体的综合的

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协调发展集中体现了和谐思

维的要求，中国要和谐要进步，表现走协调发展之

路。“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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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

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协调发展是全面发展，就是要解决经济和社会发

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逐步改变城乡

二元结构，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共

同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共

同发展的区域发展的新格局。这是中国人梦寐以

求的和谐局面。

2．和谐性体现在“五位一体”的发展布局中。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

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

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构成。我们知道，科学

的发展决不是单指经济的增长，也不只限于经济

的发展，而是要在坚持经济建设中心地位的同时，

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

统一范畴，通盘规划，整体推进，以形成社会主义

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

文明同时并举的发展格局。为此，科学发展观强

调，在经济建设方面，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

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

平。在政治建设上，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

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

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

行政体制改革、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巩

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文化建设方

面，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

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

体实力和竞争力。在社会建设上，努力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

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在生

态文明建设上，优化国土空间开放格局、全面促进

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

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3．和谐性还体现在共建和谐世界的实践中。

当今的世界虽然存在着矛盾、冲突，但是和平与发

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盼

共赢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不可阻挡

的历史潮流。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在科学

发展观统领下，“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

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

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通过深

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

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世

界宣告：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

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

荣的和谐世界”。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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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Action Guide of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PENG Liang—tai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Yancheng Jiangsu 224051，China)

Abstract：it has profound meaning and rich connotation to improve scientific level of the partyg construction．In 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ld，national，party’s situation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it i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ituation。business develop．

ment，and people§expectation．To strengthen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the party’S construction，we must firmly grasp the”main

line”，adhering to the‘‘two principles”，striving to build“three—form party”，constantly enhancing the”four—self abilities”。

improving the“five aspects of constructions”．and actively promoting the”eight items of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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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军)

(上接第4页)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12(22)：3—25．

[2]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4—04—05(1)．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78．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9．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nking Revealed in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HAN Tong—you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Yane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Yaneheng Jiangsu 224051，China)

Abstract：The report of the 1 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puts forward that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is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the Party must adhere to for a long time．The party§theoretical guidance moves with

the times once again．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means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aiming at comprehensive，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t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Marxist concept of development，fully reflects the new trend of

multi—polar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the world，the objective reality and specification of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

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Also，it reflects the change of our Party to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reveals the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veness，pragmaticness，systematicness，humanness and harmony．

Keywords：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theoretical guidance；reveal；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李军)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