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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观是对发展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 ,它体现出人们对发展的基本价值判断 。

发展观的演变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经济发展观阶段;社会发展观阶段;可持续发展观阶段;

人类发展观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独立自主建设社会

主义的道路 ,其发展观也经历了一个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到重视社会发展 ,继而到关注人与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 ,再到提倡以人为本的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演变过程。2003年中共十六

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五个统筹”的新要求 ,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对我国国情作深入研

究的基础上 ,对发展内涵 、发展要义 、发展本质的深化和创新 ,蕴含着全面发展 、协调发展 、均衡

发展 、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发展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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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持以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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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了“五个统筹”的新发展方

针 ,即统筹城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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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 ,这是总结改革开放 20年来的经验 ,适应新形势 、新任务提出来的 ,是针对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 ,是我们改革目标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认为 ,十六届三

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 、发展要义 、发展本质的深化和

创新 ,是新的科学发展观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发展观。

一 、发展观演变的四个阶段

发展观是对社会发展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 ,它体现着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判断。发展观的

演变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经济发展观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新独立的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着经济重建和发展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按照西

方社会发展的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各种发展道路 ,其代表人物是刘易斯 、罗斯托;几种典型的思潮包

括二元结构论 、经济发展阶段论。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结构论 ,讨论了以资本

积累为必要条件 ,以二元结构转化为基本内容的发展模式。刘易斯认为 ,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以储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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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增加为引擎 ,以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

的转变过程。费景汉和拉尼斯以刘易斯的理论为基础对二元经济的发展道路及其动力问题做了进一步

探索 。罗斯托在《经济成长阶段论》一书中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 ,以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资本积累的

论点为前提 ,以经济“起飞”为核心概念 ,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 , 1971年又补充了第六阶段。此

外 ,库兹涅茨 、钱纳里等著名经济学家 ,分别从统计和计量经济学角度证明了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 ,为经

济发展阶段论提供了证据 。

战后西方经济学家没有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 ,认为“发展=经济增长” 。在这种发

展观的指导下 ,人们关心的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 ,并以此作为衡量一国发展水平高低

的惟一标准。然而 ,这种发展战略及其实践模式 ,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自身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

展的严峻挑战。无论是巴西的“经济增长彗星” 、伊朗的“一个经济神话的破灭” ,还是巴基斯坦的“不幸

结局” ,都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普遍的福祉 ,相反却带来了诸如人口膨

胀 、过度城市化 、社会政治动荡 、分配不均 、社会腐败 、生态危机等一系列新问题。学术界称这种现象为

“有增长无发展” , “无发展的增长” ,甚至“恶的增长” 。

(二)社会发展观阶段

20世纪 60年代中期以后 ,早期发展理论的立论依据和研究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 ,许多观点也

受到了“修正”乃至否定 ,当代西方发展理论进入到新的演变阶段。一方面发展理论家们开始把考察的

视线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转向广大落后国家的发展实践 ,出现了以“依附论”和“世界体系

论”为代表的新的发展学派;另一方面人们逐渐摆脱了“发展=经济增长”的狭隘观念 ,对发展涵义的探

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依附论认为 ,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是建立在对边缘国家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基础上的 ,并造成了

后者对前者的依赖和从属 。因此 ,非西方国家已不可能在同样的初始条件下重演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

路 ,而必须脱离西方控制 ,实现自主发展 。世界体系理论则从全球视野 ,将整个世界视作一个经济 、政

治 、文化诸因素相统一的大体系。探讨现存世界格局形成和演化的原因 、条件 ,分析各国在世界体系中

的地位及相互关系 ,并对今后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作出预测 。

与早期发展理论相比 ,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从经济与社会结构出发分析不发达国家贫困的原因 ,

表达了对第三世界发展主体地位的深切关怀。然而 ,在“中心 ———半边缘 ———边缘”的世界体系中仍然

只有一个主体 、一个中心 ,第三世界很难摆脱受控制 、受奴役的地位 ,这种发展观是不完善的。

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文献中 ,对发展涵义的解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并把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明确

地区分开来 。1965年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汉斯·辛格在一篇论文中明确地指出:“不发达国家存在的问

题不仅仅是增长问题 ,还有发展问题。发展是增长加变化 ,而变化不单在经济上 ,而且还在社会和文化

上 ,不单在数量上 ,而且还在质量上 。” [ 1](第 5 页)1968年 ,瑞典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

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一书中指出 ,发展不只是 GN P 的增长 ,而且包括整个经济 、文化和社会发

展过程的上升运动。

20世纪 60年代后期和 70年代 ,出现了一股否定经济增长的潮流 ,认为发展应当是对贫困 、不平等

和失业等社会问题的改善 。代表人物是达德利·西尔斯 。他于 1969年在新德里举行的国际发展协会

第 11届世界大会上的演讲中明确地反对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在《发展的意义》一文中 ,西尔斯指

出:“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是:贫困发生了什么变化? 失业发生了什么变化 ?不平等发生了

什么变化 ?如果这三个方面都变得较不严重 ,无疑 ,这个国家就经历了发展 。如果这三个中心问题中一

个或两个恶化了 ,特别是三个问题都恶化了 ,那么 ,即使人均收入成倍增长 ,把这种结果称为是发展也是

不可思议的。”
[ 2]
(第 2 , 3 页)

整个 20世纪 70年代 ,在发展文献和国际机构的文件中 ,再也不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 ,而是把

增加就业 、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目标。在这一时期 ,国际劳工局提出的《世界就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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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世界银行制定的“增长的再分配”方案和 20世纪 70年代后期发起的“基本需要战略”就是这一时期

发展观和发展目标改变的具体表现 。但是 ,这一时期的发展思想过分地否定了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一些

学者看来 ,经济增长似乎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 ,而不是其必要条件。这些观点和政策方案显然过于偏

激 ,因而没有得到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 ,于是 ,很快被人们遗忘了。

(三)可持续发展观阶段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 ,是发展理论的重大突破和进展 ,它作为一种新型的发展观于 20世纪 70年代

被提出 、80年代形成 、90年代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生

产要素和科技投入 ,经济取得较大增长 ,迎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

家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现代化 ,经济总量也有相当程度的提高。但这些增长的背后是大量的不可再生

的自然资源被掠夺性地开采 、利用 ,出现了环境污染 、人口膨胀 、生态恶化 、能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 。

1962年 ,《寂静的春天》一书问世 ,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关于发展观念的争论 。10年后 , 《只有一个

地球》把人类对生存与环境的认识推向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 。1972 年 ,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

限》 ,明确提出“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 。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简称《人类环境宣言》),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环境时代” 。1981年 ,美国

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 R·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中首次对“可持续发展观”作了系统的

阐述 。1987年 ,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我们共

同的未来》 ,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并以此为主题对人类共同关心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

论述 。该报告经第 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后 ,成为世界各国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纲领性文件。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专题讨论了环境与发展问题。这次环发大会有两项主要议案 ,即《地球

宪章》和《21世纪议程》 ,前者又称为国家和人民关于环境与发展行为基本准则的宣言 ,后者是在全球 、

区域和各国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本次会议使人类对环境与发展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阶

段 ,即环境与发展密不可分 ,两者相辅相成。会后 ,可持续发展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 ,其实践活动也开始

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 ,就是要求当代社会的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同时又不对后代人满足

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和危害 ,从而达到经济 ———社会 ———生态三者的持续 、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旨

在追求“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和“人之人之间和谐” ,它不仅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 、经济 、社会 、

科技 、环境 、生态 、资源等方面的诸多因素 ,而且还要涉及到政治制度 、经济体制 、文化教育 、宗教信仰等

方面的诸多因素 。最近 10多年 ,世界各国已经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内涵和哲学的思辩中逐渐解脱出

来 ,从理论层面深入到可操作的具体实践之中 ,可持续发展成了指导全球和国家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和

基本战略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原则被迅速地编写和融入到各类具体发展规划之中和发展行动之中 ,成

为判断国家 、区域发展是否协调 、有序 、健康的重要标准 。

(四)人类发展观阶段

20世纪 70年代后 ,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 ,增长不等于发展 ,发展是经济社会各方面综合协调发展

的系统工程。经济增长的涵义较窄 ,通常指纯粹意义上的生产增长。而发展的涵义较广 ,除了生产数量

上的增长 ,还包括经济结构和某些制度的变化;不仅包含经济的发展 ,还包含社会状况的改善和政治体

制的进步;不仅有量的增长 ,而且还有质的提高。这一阶级发展观的视角也从“物”转向了“人” ,转向了

人的需求的满足和人的发展。此外 ,这一时期的发展观能够较客观地评价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

认可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 ,更强调社会发展的全方位性 ,突出人的发展是发展的目的和核心。对这种发

展观视角的转变 ,笔者称之为人类发展观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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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类发展观的形成

1971年 ,发展学者丹尼斯·古雷特就较为全面地研究了发展的本质问题。他指出 ,发展包含有三

个核心内容 ,即生存 、自尊和自由。所有这三个核心价值构成了发展的本质。但是 ,要达到这些发展目

标 ,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 ,西方学术界对发展的综合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

讨。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指出:“应该把发展视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

维过程。除了收入和产量的提高外 ,发展显然还包括制度 、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以及人的态度 ,

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有人们习惯和信仰的变化。”
[ 3]
(第 50 页)1983年 ,法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佩鲁在

《新发展观》一书中提出了“整体的” 、“内生的” 、“综合的”新发展理论。这种新发展观综合了“人的发展

第一”和“基本需求战略”等观点 ,强调经济与政治 、人与自然的协调 ,将人与人 、人与环境 、人与组织作为

主题 ,提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 、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 ,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 ,促进生活质

量的提高和共同体成员的全面发展 。1987年 ,埃德加 ·欧文斯在《发展中世界的自由前景:伴随政治改

革的经济发展》中进一步提出:现在该是我们把政治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的时候了———不仅考

虑社会能够变得更有生产力的方式 ,而且考虑社会应该变得更有生产力的质量 ,即是说人的发展重于物

的发展。

人类发展观的流行和普遍被人们接受是在 20世纪 90年代 ,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990年

首次提出人类发展这一概念为标志 。《人类发展报告》中把人类发展界定为扩大人们进行选择的范围。

如阿马蒂亚·森所言 ,人类发展不能仅凭最终状态来判断 ,有选择的自由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1990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每年都建构人类发展指数(HDI),旨在用一种简

单的复合指数来度量在人类发展的基本领域中所取得的平均成就 ,并由此对各国进行排序。此后又编

制出三种补充指数:人类贫困指数(HPI),与性别有关的发展指数(GDI)和性别赋权尺度(G EM)。然

而 , “人类发展的概念比人类发展指数和这三种补充指数的范围大得多。现在不可能想出一种全面的衡

量尺度 ,哪怕是一套全面的指标 ,因为人类发展的许多重要方面 ,例如 ,参与社区生活 ,就不容易量化。

虽然简单的综合衡量尺度能十分有效地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注意 ,但是这些指数不能充分说明有关

人类发展的许多问题 。”
[ 4]
(第 9 页)此外 ,人类发展报告强调 , “人类发展不是一个与可持续发展相脱离的

概念” ,“可持续性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
[ 5]
(第 12页)

三 、中国的新发展观

人类发展观是一种内涵丰富的综合发展观。它摒弃了经济发展观单纯用国民生产总值衡量一国发

展水平的作法 ,也纠正了社会发展观阶段对经济增长过分贬低的观念 ,并且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

要求把发展看成是在历史 、文化 、传统 、政治 、经济 、价值观等多种因素作用下扩大人们的选择 ,同时保证

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过程 ,体现了人们对发展问题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 。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其发展观念也

经历了一个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到重视社会发展 ,继而到关注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再到提倡以人为

本的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演变过程 。不论是建国初期的“大干快上” ,追求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增加 ,

还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有水快流” ,追求GDP 的提高 ,都反映出了当时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 、人民物

质生活条件亟待改善的社会背景下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的 25年 ,一方面中

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的协调进

步 ,以及环境与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惊人 。

近年来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颇受人关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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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称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步 ,但也面临着诸多问

题 ,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8个方面:由国有企业改革引起的失业率上升;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增加;腐败现象

的蔓延;公共财政能力的减弱;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住房改革;歧视妇女现象的重新抬头;自然生态环

境继续恶化[ 6](第 50 页)。美国兰德公司(RAND)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2003)中主要从 8 个方

面考察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瓶颈因素 ,这 8个方面是:失业 、贫困和社会不稳定;腐败的经

济影响;艾滋病和其他传染性疾病;水资源紧缺和污染;能源消耗和价格;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国有企

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可能缩减;台湾问题和其他政治冲突[ 7]
(第 11 页)。世界银行《中国国家经济报告:推

动公平经济增长》(2003)认为 ,今后中国将面临收入差距扩大的严峻挑战。如果目前城乡家庭收入差距

和各省城乡家庭收入增长速度不平衡的趋势持续下去 ,收入差距将会急剧扩大 ,基尼系数将会从 1999

年的 0.437上升到 2020年的 0.474[ 7](第 14页)。概言之 ,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以下 5方面的

挑战:(1)城乡差距扩大。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城乡居民之间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矛盾 ,城乡差

距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2)地区发展差距扩大。中国

是世界上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这不仅表现为人均收入或人均 GDP 差异大 ,而且还表现为其

他经济 、社会指标差异甚大;(3)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 。首先是经济发展与健康指标发展速度不

一致;其次是硬件投资和软件投资不匹配;再次是经济财富迅速增加与社会成本急剧扩大 ,社会不安全

感愈来愈突出;(4)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我国资源总量大 ,但人均占有量少 ,资源供给形势严峻;水

土流失严重 ,荒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 ,林木蓄积量急剧下降 ,草地退化 、沙化 、碱化现象严峻 ,大气污染

严重 ,水体污染加剧水资源短缺;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的国民财富损失巨大;(5)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协

调。中国上世纪 90年代中期进入大规模结构调整阶段 ,突出表现为“下岗洪水” 、“失业洪水”和“转型贫

困”人口迅速增长[ 7]
(第 17-43 页)。可以说 ,以人为本的 ,全面 、协调 、可持续的发展观正是在这样一个国

情与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 。

我们认为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的新要求 ,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毛泽

东 、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 ,充分肯定新时期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重大发

展成就的基础上 ,从新的实际出发 ,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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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发展内涵 、发展要义 、发展本质的深化

和创新 ,蕴含着全面发展 、协调发展 、均衡发展 、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是具有中国

特色的人类发展观。它包含五项原则:第一是人本 ,第二是全面 ,第三是均衡 ,第四是协调;第五是持续。

“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就是把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和中心 ,在社会发展中以满足人

的需要 、提升人的素质 、实现人的发展为终极目标 。“全面”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

经济 、政治 、文化全面发展的结果 ,经济是基础 ,政治是保证 ,文化是先导 ,三者紧密关联 ,互相渗透 ,相辅

相成 ,统一于社会的发展之中 。“均衡”是科学发展观的关键 。均衡发展要求实行新的区域发展模式 ,要

求资源配置合理化 、经济布局科学化 、收入分配公平化 ,实现各地区共同发展 、共同富裕 ,确保各地区同

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协调”是科学发展观的中轴。协调发展是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以及社会系统内

部所包含的不同领域相互适应 、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的状态 ,是经济 、政治 、文化相互协作 、相互推动和国

际间 、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 、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结构合理 、功能完备 、速度相宜和效益兼顾的社

会发展形态 。“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支点 。由于受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束缚 ,高投入 、高消

耗 、低产出 、低质量 、低效益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 ,必须通过体制改革 、科技进步

和加强管理 ,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逐步实现经济增

长方式的转变 ,促进经济持续 、快速 、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

发展观也是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

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基于科学发展观 ,把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社会和谐 、人民幸福纳入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的总体目标 ,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党的执政理念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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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ref lect the people' s basic att itudes to the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o ries o f development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the grow th

development theo ry;the so cial development theory;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theo ry and the human

development theory.The evo lution o f the development theo ries o f Chinese gove rnment could also be

divided into the above four phases.The Five Overall P lans , which w as brought up by the government

in 2003 is the new ly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ory.The new ly scientif ic development theo ry , which

reflects the situat ion of China and the furthe r studies of the development theories , is the human

development theory wi th Chinese characterist ics.

Key words:development theo ry ;g row th development theory;so cial development theory;

cont inued development theo ry;human development theo ry;scienti fic developme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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