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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的统筹兼顾思想主张处理事情应分清轻重缓急 ,围绕解决主要矛盾抓全

局;对待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其主要特征是:在价值取向上讲究

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的辩证统一 ,在方法论上讲究创造条件促使矛盾转化 。在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统筹兼顾思想 ,必须用“以人为本”统帅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把矛盾思维与系统思维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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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形成了丰富的统筹兼顾思想。这一战略思想贯穿着

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 ,是毛泽东高超领导艺术的生动体现 ,也是毛泽东发

展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这一战略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源头之一 ,从中吸取营养 ,对贯彻落实好

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毛泽东统筹兼顾思想的基本内涵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进行的 ,完成每一个时期的任务 ,都有许多工

作要做 ,都牵涉到许多矛盾。如何使解决次要矛盾为解决主要矛盾服务 ,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尽可

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根本问题 ,必须从战略策略高度加以回答。统筹

兼顾就是他毛泽东出的回答。毛泽东的统筹兼顾思想 ,涉及处理事和对待人两方面的内容。

从处理事的角度看 ,毛泽东的统筹兼顾思想可以概括为:无论是干革命还是搞建设 ,在任何时期 ,对

任何单位 ,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人 ,都必须对工作全面谋划 ,分清主次和轻重缓急 ,围绕解决主要矛盾抓

全局 ,要有“弹钢琴”的方法。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曾明确地指出“领导人员依照每一个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

和环境条件 ,统筹全局 ,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 ,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 ,务

必得到一定的结果 ,这是一种领导艺术。”[ 1](第 572页)毛泽东在这里讲的统筹全局就是统筹兼顾 。他还

指出 ,实践这种艺术的关键是:“在任何一个地区内 ,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 ,在一定时期内只能有一

个中心工作 ,辅以别的第二位 、第三位的工作 ,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 ,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

斗争环境 ,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
[ 1]
(第 571 页)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确定“工作重心”和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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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指的就是抓主要矛盾 ,确定“工作秩序”和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指的就是抓全局 。只有把

两者结合好了 ,才算是做到了统筹兼顾 。

毛泽东曾形象地把围绕解决主要矛盾抓全局的工作方法 ,比喻为“弹钢琴” 。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

法》中指出:“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 ,不能有的动 ,有的不动。但是 ,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 ,那也不

能成调子 。要产生好的音乐 ,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 ,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 ,又要围绕

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它方面工作 。 ……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 。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

要点一下 ,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 。”[ 1](第 670 页)毛泽东还指出 ,在围绕中心抓全局的时 ,要搞好贯彻

统筹兼顾 ,必须坚持“不要四面出击”的原则。四面出击 ,平均使用力量 ,是干不好工作的 。因为只有“在

一个方面有所让步 ,有所缓和” ,才能“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
[ 1]
(第 697 页)

从对待人的角度看 ,毛泽东的统筹兼顾思想要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在分清敌我的基础上 ,不断壮大

自己的力量 ,争取中间势力 ,分化瓦解敌人。毛泽东解决这类问题的基本思路是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尽

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简要地说 ,就是以我为主 ,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这一战略策略思想

的指引下 ,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中 ,统一战线都有效发挥了集中人民智慧和力量 ,最大限度孤立敌人的

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毛泽东指出 ,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是处理好

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抗日战争中 ,为了集中力量解决民族矛盾 ,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把统一战线扩

大到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毛泽东又领导我们党把统一战线

确定为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 、爱国和主张祖国统一的人们 。

毛泽东一贯主张 ,由于参加了统一战线的人存在着不同的利益 ,统筹兼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承认他

们利益的合理性 ,使其各得其所。只有这样 ,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抗日战

争时期 ,我党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之所以要实行“三三制”的领导体制 ,共产党员 、左派人士 、其他赞成

抗日的社会贤达各占三分之一 ,就是要充分照顾各方面的利益 。在全国革命胜利后 ,毛泽东又及时指

出 ,现在我们掌权了 ,搞统筹兼顾 ,就是要为全体中国人谋利益。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一文中就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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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各种适当的安排 。决不

可嫌人多 ,嫌人落后 ,嫌事情麻烦难办 ,推出门外了事。”
[ 1]
(第 783页)依照这一思路 ,毛泽东还一贯主张 ,

在国际上 ,为了顺利开展反帝反霸斗争 ,不管是什么人 ,只要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有一点用处 ,就

应当团结 ,就应当照顾他们的利益 ,同他们协商如何建立统一战线。

由于参加统一战线的人存在着认识上和立场上的差异 ,毛泽东还主张 ,在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 ,

必须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 。要区分不同的对象 、不同情况 ,全面筹划联合和斗争。毛泽东曾在《论

政策》一文中指出: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 , “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 ,即对其尚能抗日

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 ,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 。在抗日方面 ,顽固派又有两面性 ,

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 ,对其动摇的方面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

其反共的方面也有两面性 ,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 ,即在他们尚不愿意在根本上破坏国共合作的方

面 ,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们党和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 ,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

的政策。将这种两面派分子 ,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 。” [ 2](第 413 页)上述策略中的一系列区别对待 ,深

刻的表达了毛泽东通过统筹联合与斗争 ,加强统一战线建设的思想。

二 、毛泽东统筹兼顾思想的价值论和方法论特征

毛泽东所主张的统筹兼顾讲究的是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的辩证统一。

从终极价值的角度看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 ,一切依靠人民群众 ,是毛泽东所主张的统筹兼顾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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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毛泽东认为 ,要搞好统筹兼顾 ,就必须围绕维护好 、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来

确定每一时期 、每一地区 、每一单位的工作任务和重点 ,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去实现它们。离开这一惟

一正确的立场 ,单单追求方法和技巧 ,不是共产党人所说的统筹兼顾 。

从工具价值的角度看 ,毛泽东之所以把统筹兼顾当作一种战略策略思想 ,就是因为他坚信在错综复

杂的环境中 ,只有搞好统筹兼顾 ,才能把握工作的主动权。为了具体说明在革命和建设中掌握主动权的

重要性 ,毛泽东曾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 ,对自觉的能动性与主动性(即主动权)的区别和联系作过详尽

的剖析。他指出 , “自觉的能动性 ,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 ,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 ,因为只有人

才有思想 ,才会用思想指导行动;而主动性则是相对于被动性而言的 ,“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

态的 。”
[ 2]
(第 239 页)在革命和建设中 ,获得主动权离不开一定的客观条件 ,但是 ,仅有这一点还不够 ,还

需要加上主观的努力 。正确思想指导下的正确行动 ,可以化劣势为优势 ,化被动为主动 ,反之 ,就会化优

势为劣势 ,化主动为被动 。所以 ,只有那些得到正确发挥的自觉的能动性 ,才具有主动性。毛泽东还认

为 ,主动性总是和计划性 、灵活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计划性是主动性 、灵活性得以发挥的前提条件。

灵活性就是执行计划不呆板 ,会随机应变。

在社会历史活动中获得主动权是相当不容易的。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

的 ,是具有意识的 、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 、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

图 ,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 3]
(第 247 页);“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

的合力 ,就是历史”[ 3](第 248 页);“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完全不是预期

的结果 ,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 ,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意义” ;[ 3](第 248 页)

要想使愿望得到预期的结果 ,就必须使愿望与合力的方向一致起来 ,符合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

律。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证统一的观点 ,毛泽东一贯主张 ,要在革

命和建设中应付复杂的局面 ,把握住主动权 ,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 ,认真研究事物的现状与历史 ,

弄清部分与整体 、结果与动机 、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 ,真正做到心中有数 。特别要分析清楚:要干的事

牵涉到哪些方面 ,包括哪些环节 ,其中最主要的是什么;干好这件事 ,要依靠谁 ,团结谁 ,反对谁 。也就是

说 ,要从人和事的统一上统筹兼顾 。只有这样 ,才能引导事物按自己的意向发展 ,才是具有主动权 。

从方法论上看 ,毛泽东所主张的统筹兼顾建立在抓全局 、抓主要矛盾和抓矛盾转化的辩证统一上。

毛泽东认为 ,在统筹兼顾中之所以要抓主要矛盾 ,就是因为 ,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 ,

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 ,起领导的 、决定的作用 ,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
[ 2]
(第 162 页)因此 ,

革命和建设的性质是由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决定。比如 ,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解决人民大众与帝 、

官 、封的矛盾 ,抗日战争就是要解决中日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

矛盾 ,等等 。主要矛盾变了 ,工作性质和指导工作的路线 、方针 、政策也要随之改变。这在革命和建设的

转折关头表现得尤为明显 。毛泽东还认为 ,抓全局与抓主要矛盾是辩证统一的 ,因为主要矛盾是针对全

局中的其他矛盾而言的 ,全局是围绕主要矛盾形成和展开的 。统筹兼顾就是围绕解决主要矛盾 ,照顾全

局中的方方面面 ,而不是顾此失彼 。比如 ,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 ,毛泽东就一直强调 ,中国革

命的道路只能是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 ,同时又明确告诫全党:“着重武装斗争 ,不是说可以放弃

其它形式的斗争;相反 ,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 ,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 。着重

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 ,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它广大农村的工作;相反 ,没有

城市工作和其它农村工作 ,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 ,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 ,是夺取作为

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 ,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 ,就不能达此目的 。”[ 2](第 326-327 页)

正像高度重视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一样 ,高度重视促使矛盾的转化 ,也是毛泽东对发展唯物辩证法的

突出贡献 。从学理上说 ,在统筹兼顾中抓全局 、抓主要矛盾 ,最终要落实到抓矛盾转化上。毛泽东所说

的矛盾转化包括三层含义:(1)矛盾转化是矛盾同一性基本内涵之一。他指出:“一切矛盾着的东西 ,互

相联系着 ,不但在一定关系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这就是矛盾的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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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全部意义。”
[ 1]
(第 171页)(2)没有矛盾的转化 ,就没有事物的发展 ,人们在矛盾面前就没有用武之

地 ,就丧失了主动性 。因此 ,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 ,促成事物的转化 ,

达到革命的目的 。” [ 1](第 172 页)(3)矛盾转化需要一定条件 。他指出:“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

结果 ,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在这里 ,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 ,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

化。”
[ 1]
(第 794 页)因此 ,搞统筹兼顾 ,就是要从对待人和处理事相结合的角度 ,为矛盾的转化创造条件。

可以把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概括为:首先 ,把事物的现状与革命和建设要达到的目标相比较 ,找到现状与

目标之间的差距 ,针对差距创造条件。革命和建设中的积极因素就是有利于克服这些差距的因素 ,反之

就是消极因素。所谓调动积极因素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都是从促使矛盾转化的意义上说的。其

次 ,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不为就是不做事。这又有两层含义。一是不做某些事情事实上就是在为做

另一些事情创造条件 。二是干某事的条件还不成熟 ,必须等条件成熟了 ,再来干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

命和建设中一贯坚持的“不要四面出击 ,树敌过多” 、“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歼灭敌人” ,都是他的有“有所

不为才能有所为”思想的鲜明体现 。最后 ,要防止事物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 。事物向不利于自己的

方向转化也是有条件的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在革命和建设中要注意争取中间势力 ,分化瓦解敌人 ,就是

要防止那些不利于革命和建设的因素积聚起来。

三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统筹兼顾思想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当今中国的基本任务。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是指导我国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的基本方针 。根

据温家宝总理的概括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 、协调 、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

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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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推进改革和发展 。” [ 4](第 1 版)可以说 ,在科学发展观中 ,发展

是主题 ,以人为本是核心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目标 ,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是道路 , “五个

统筹”是战略措施。科学发展观是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 2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的成就对增强

综合国力 、提高人民生活 、维护国家安全 、提升国际地位所起的基础作用的同时 ,针对多年来快速发展中

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提出的 。这些问题和矛盾包括“城乡差距 、地区差距 、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就业和

社会保障压力增加 ,教育 、卫生 、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 ,人口增长 、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 、自然资源的

矛盾加剧 ,经济增长方式落后 ,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 [ 4](第 1 版)都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着眼点 ,就是用新思路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提供的新思路是:“把坚持

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的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 ,并强调按照`五个统筹' 推进改革和发展。”
[ 4]

(第 1 版)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了。

我们提出要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继承发展毛泽东的统筹兼顾思想 ,主要理由是 ,这一思想是科

学发展观的理论源头之一 。早在建国初期 ,我们党就提出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问题。毛泽东的

《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 ,就是对这种努力的最初总结 。在这些论著

中 ,毛泽东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系统阐发了如何统筹重工业 、农业和轻工业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

业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兼顾国家 、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利益 、中央和地方利益 ,处理好汉族和少

数民族的关系 、党和非党的关系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是非关系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以调动一切积极

因素 ,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当前 ,我们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 ,一定

要很好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统筹兼顾思想 。为此 ,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 ,用“以人为本”统帅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好统筹兼顾的理论依据之一。

为人民群众而发展 ,依靠人民群众来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价值取向 ,也是以人为本中最核心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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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两者在价值取向上的

一致性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 ,既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坚持以人为本的战略措施

之一 ,又要以人为本统帅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胡锦涛总书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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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第 1 版)

我们之所以主张坚持以人为本必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重要战略措施 ,理由是:我国现在还

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发展和财富积累尚不充分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尚不完善 ,满足人们的

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不可能完全做到。这种需求与能力之间的差距 ,必然大量地以人民

内部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 。在当今中国 ,人民内

部利益要求复杂多样 ,利益矛盾日益增加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 ,坚信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是落

实科学发展观 、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实践以人为本的必由之路 ,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之所以主张用以人为本统帅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理由是:科学发展观所讲的以人为本 ,立

意更加深远 ,视野更加开阔。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 ,突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

要性 ,其着眼点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同时提出尊重一切人作为人的权利 。科学发展观所讲

的以人为本 ,主张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着力解决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更具有

现实针对性和号召力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

想 ,一是要准确把握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科学内涵 ,二是要进一步开阔解决人民内部矛

盾的思路 ,丰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把坚持以人为本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发展社会主义

的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有机结合起来 ,贯穿于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的方方

面面 。在现阶段 ,人民内部矛盾主要牵涉到的是利益分配 、利益平衡问题 ,解决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在大

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 ,充分运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加强相应的制度

建设 ,用以规范社会秩序 ,激发创造力 ,调节收入分配 ,使社会更加和谐。

第二 ,把矛盾思维和系统思维有机结合起来。

毛泽东思维方式的核心是矛盾思维 。矛盾思维把事物看成是矛盾的集合体 ,看成矛盾不断产生和

解决的过程 ,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立足于在不同层次上对事物进行矛盾分

析 ,主张通过促使矛盾转化来推动事物的发展 。系统思维是伴随着系统科学的产生 、发展 、向其他领域

迅速扩散而产生的一种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认为 ,世界是由许多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的系统组成

的 ,任何系统都是由诸多要素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 ,系统的功能是由系统中各要素相互

结合的方式即结构决定的 ,要素与要素的相互作用 ,也必须以系统为中介。因此 ,认识和改造世界 ,必须

自始至终关注整体 ,要在这个前提下对系统进行结构和功能分析 。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普遍发展是

矛盾思维和系统思维共同的逻辑前提。因此 ,掌握矛盾思维方式的人 ,很容易接受系统的观点和方法。

反之亦然 。矛盾思维和系统思维都属于辨证思维 ,它们相互结合是当今方法论思想发展的大趋势 。许

多问题既可以用矛盾思维也可以用系统思维来说明和解决。只不过运用矛盾思维更便于把握重点 ,运

用系统思维更便于把握全面。在大多数情况下 ,把两者结合起来 ,不仅是可行的 ,而且是必要的。

要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统筹兼顾思想 ,必须顺应时代潮流 ,把矛盾思

维和系统思维结合起来。为此 ,必须在以下方面有清醒认识:(1)要有世界眼光和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这是坚持统筹兼顾 、把矛盾思维与系统思维有机结合起来的大背景。当今世界国际交往密切 ,全球经济

一体化与政治多极化两种趋势并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要运用系统思维方式 ,把我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放到世界这个大系统中来运筹 ,要特别关注那些大国 、强国的国际战略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

响 ,趋利避害 ,审慎做出反应 ,把握我国发展的主动权。还要明确认识到 ,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全国范围

内的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 ,缺乏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就无法发

挥 ,统筹兼顾就无法有效进行 。(2)紧紧围绕“五个统筹”搞统筹兼顾 。“五个统筹”视野恢弘 ,包容很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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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是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落实“五个统筹” ,走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必须把矛盾思维与

系统思维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看到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需要解决的矛盾很多 ,在诸多矛盾

中 ,为什么挑出这五对矛盾 ,给予特别的注意 ,就是因为它们之中任何一对矛盾解决得不好 ,就足以影响

大局 。另一方面又要看到 ,“五个统筹”是一个有机整体 ,从根本上说是综合治理 ,其中 ,任何一对矛盾的

正确解决 ,都有赖于正确解决其他四对矛盾为其创造条件。要依据上述思路 ,抓重点 ,抓全局 ,使统筹兼

顾落到实处。还要看到 ,科学发展观最终要落实到各地区 、各部门 、各单位的具体工作上。具体工作也

有近期与长期 、重点与非重点 、目的与手段之分 ,也需要统筹兼顾 。至于某一项工作 ,到底是用矛盾思维

还是用系统思维去解决 ,要看具体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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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MAO Zedong' s Thought of Overall Planning and All-round Consideration

advocates arrang ing in o rder o f prio ri ties in handling the mat ter , to g rasp the ove rall situat ion around

centering on the principal cont radiction;while in t reating the person to t ransfer the w hole agg ressive

facto rs and to build up the most ex tensive united f ron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basic o rientat ion of

values , it pay s attent ion to unify the ultimate end value and the too l value dialectical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ethodo logy , the Thought lay s claim to look af ter overall situat ion and principal

cont radict and its conversion mainly of the dialectical uni fy.To inherit and develop MAO Ze-dong' s

Thought o f Overall Planning and All-round Conside ration in carrying through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 needs the w ork that w orks w ell the both side:one is that it commands to manage the

internal ant inomy to make people the center , the o ther is to put tog ether the o rganic knot of self-

contradict thinking and the sy stem think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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