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04-01-07

　○马克思主义哲学

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论与科学发展观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周年

朱　传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朱传 (1928-),男 ,山东滕州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主要从事马

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摘　要] 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论 ,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 ,通过总结

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形成的 ,它的本质特征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

点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 ,实行科教兴国 ,以达到推进社会各个领域及其不同层面

持续协调全面发展 。它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论的新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厚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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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新世纪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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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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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建设。这一完整的科学发展观 ,是对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 ,它丰富和深化了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又是一项艰巨

的实践任务。因为 ,它关系着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 ,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一项重大的理论课题 ,就在于:首先在思想观念上 ,要深刻认识科

学发展观的本质和内涵 ,以及它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

其次在理论渊源上 ,要认识到这一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 、丰

富和发展 ,只有深刻理解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论 ,才能牢固地树立起这一科学发展观 ,并进而落实于实践

中 。

一 、邓小平社会发展论的提出

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论是邓小平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 ,是邓小平理论的重

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既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

论 ,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 。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 ,又植根

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结晶 ,是马克思主义

社会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新内容。它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

本路线 ,是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成就 。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论是从全球性战略高度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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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当人们还沉醉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束缚中 ,人们还萦绕于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了” 、社会主义如

何发展等问题的困惑中的时候 ,邓小平同志就敏锐地看到了时代主题已发生了转换 ,并多次强调指出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他要求人们对“发展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在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邓小平同志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关系的发展与

变化进行了科学而全面的分析。他认为 ,从政治角度说 ,20 世纪 6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 ,虽

然最终形成了以美苏两大政治 、军事集团东西方对峙的局面 ,但是 ,总的形势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在

发展。“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 ,别人没有资格 , ……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

护世界和平。”
[ 1]
(第 104 页)所以 ,和平问题是东西方关系问题;从经济角度说 ,二次大战后 ,在世界范围

内形成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少数发达国家之间关于发展问题的矛盾 ,是南北关系问题 。“南北问题

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 ,继续发展下去 ,面临的是什么问题 ?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 ,

贸易要找出路 ,市场要找出路 ,不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限制的 。”
[ 2]
(第 105-106 页)所以 ,南

北问题的实质是世界发展问题。因此 ,他断然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 , “和

平问题是东西问题” ,发展经济是“南北问题” ,概括起来就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邓小

平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思想和根本观点 ,就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

的 。同时 ,它又是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 ,总结我国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早在 1982年 ,邓小平就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 ,都

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 ,但是 ,照搬照抄别国经验 、别国模式 ,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

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 1](第 2-3 页)邓小平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

理 ,紧紧抓住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

的矛盾 ,明确提出要把党的中心任务转到经济建设上 ,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他认为 ,社会主义

制度是不能长久地建筑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这一基础上的;他还指出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

现 ,就是能够容纳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 ,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能够

逐步得到满足 。通过对中国 、苏联和其他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 ,邓小平准确而深刻

地概括出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教训:“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 ,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

清楚”[ 1](第 369页)。事实上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改革开放之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 ,以及改革开放

之后在前进中所遇到的一些困惑 ,归根到底都是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没有完全搞清楚。所以 ,邓小平要求“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 , “要充分研究如何

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2](第 312页)。他明确而坚定地指出 ,当代中国必须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

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型的社会转向全面开

放的社会;要逐步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完全可以说 ,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他的全部理论活动 ,都是围绕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展开的。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的提出 、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论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形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格局的规

划 、党的“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的确立 ,等等 ,都是为了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 。当代

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 ,是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课

题 ,要正确地实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其根本的前提 ,就是要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当代中国的

基本国情。邓小平认为 ,中国最大的基本国情 ,就是“人口多 ,底子薄” 。具体地说 ,人口基数大 ,增长速

度快 ,而物质资源贫乏 ,人均资源少 ,加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 ,科学技术不发达 ,而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低 。

因此 ,中国的这种基本国情 ,就决定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目标和模式 、发展的道路和方法 、发展

的速度与步骤等 ,必然是中国化的 ,即以推进经济 、社会资源 、环境 、人口以及科学文化和教育诸方面的

持续协调的全面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和独特优点就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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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邓小平社会发展论的本质特征与基本内涵

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论的新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崭新的重要

内容。它是以处理好社会改革 、发展和社会稳定三者的关系为根本前提 ,其本质特征是:以解放生产力

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 ,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

和完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实行科教兴国 ,以达到推进社会各个领域不同层面的协调持续发展 ,形成整

体优势 ,为下一阶段的全面发展再造生力 。这既不同于现代西方有些偏重于物质 、经济方面的发展理

论 ,也不同于偏重文化 、价值方面的发展理论 ,而是物质 、经济和文化 、价值 ,以及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的

发展理论 ,这些不同的各个方面是互相促进 、互相依存的辩证协调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要大

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 ,就必然要多方面的改变生产关系 ,改变上层建筑 ,改变工农业的管理方

式和国家对工农业的管理方式 ,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2](第 135-136 页)特别要指出的重要一

点是 ,他把发展生产力 ,完善生产关系 ,优化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 ,都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

总目标联系起来 ,这既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所没有的新思想 、新论点 ,也是当代西方社会

发展理论所没有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的思想观点 。这里 ,还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论是

持续协调的全面发展论 ,与现代西方的包括综合发展论在内的种种发展论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邓

小平的社会发展论是建立在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内容的唯物史观理论上的 ,是以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

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出发点的 ,是依据总结和吸取国外现代化历程的经验教训逐步形成的 ,其理论依据

和现实基础都是深厚的 。这对于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要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论的实质内涵 ,必须树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 ,借助辩证思维方法

正确地理解以下各点:

第一 ,我们说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论是社会整体持续协调的全面发展论 ,但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时期 、

任何条件下 ,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是绝对均衡的同步发展 ,而是有轻重缓急 、先后有序的发展 。所以 ,在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 ,邓小平同志是把经济的发展放在其他各项发展的首位 ,其他各项发展要

以经济发展为重心 。无论是社会政治稳定 ,还是改革开放 ,都要落实到经济的发展上 。因此 ,他强调对

经济建设要“扭着不放 ,`顽固一点' ,毫不动摇”[ 2](第 249 页)。他认为 ,不论精神文明建设 ,还是法制 、民

主建设 ,一切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乃至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提出解

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因为经济的持续发展 ,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又是其他方面的发

展和持续发展的物质保障。

第二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 ,邓小平同志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论 ,不等于忽视政治 、文化等其他

方面的发展。邓小平同志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论 ,是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前途这个最

大政治为出发点的 ,是真正实现持续稳定 、协调发展的思想 ,是制定改革方案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 ,是

处理好改革 、发展和稳定关系的根本前提。所以 ,他多次强调指出 ,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 ,经济建设对于

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具有决定意义 , “是我们当前最大政治” 。事实上 ,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论以经济 、政

治 、文化三个基本因素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整体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和全

面进步的社会 。因此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发展的战略布局提出来的 。在邓小平

的社会发展理论中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特征 ,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

个极为重要的目标和重要保证。所以 ,他曾多次告诫全党:“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

受破坏 ,走弯路。”
[ 1]
(第 144 页)并尖锐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 ,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 会在另一方

面变质 ,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 ,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 、盗窃 、贿赂横行的世界 。”[ 1](第 154 页)因此 ,他

特别强调一手抓物质文明 ,一手抓精神文明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他把精神文明建设的好坏看做是

社会主义优越性能否全面发挥出来的关键之一 。他说:“我们再不下大的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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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地发挥出来 ?”[ 1](第 144页)这里 ,既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走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指明了方向 ,同时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深化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 。

第三 ,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论不仅强调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而且还强调依靠科学技术和教育提高经济

发展的速度。一方面 ,由于中国经济落后 ,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 ,就难以赶上当代世界现代化的潮流 。

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 ,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 ,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

静 、稳稳当当 。要注意经济稳定 、协调地发展 ,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发展才是硬道

理 。”
[ 1]
(第 377 页)另一方面 ,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又有利于以较快的速度进行经济建设 ,因此 ,在总体

上持续发展的一定时期内要有一定的速度 。1992 年南方谈话 ,邓小平强调指出要抓住时机 ,发展自己

的战略 ,并提出了“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台阶式”发 展 论 。在他 看 来 , 发 展总 是 在 某一 阶 段 , 抓 住

时 机 ,加 速搞 几年 ,发 现 问题 及时 加以 调整 或治 理 , 以 保 证 有持 续 发展 的 速 度 。邓 小平 说 :“从国 际 经 验

来 看 ,一 些国 家在 发展 过程 中 ,都 曾经 有过 高速 发展 时期 ,或 若 干高 速发 展阶 段 。 ……现在 ,我 们 国内 条

件具 备 , 国 际 环境 有利 ,再 加 上发 挥社 会主 义制 度能 够集 中 力量 办 大事 的 优 势 , 在 今后 的 现 代化 建 设 的

长 期过 程中 , 出 现 若干 个发 展速 度比 较快 、效益 比较 好的 阶段 ,是 必 要的 ,也 是 能够 办到 的 。我们 要有 这

个雄 心壮 志 。”
[ 1]
(第 377 页)他 认 为 丧 失 时 机 不 行 , 低 速 度 等于 停 步 、退 步 , 是 很危 险 的 , 社 会 主义 就 难 以

站 得住 。当然 ,他 所说 的加 大速 度 ,是 指能 够积 极争 取的 适 度的 速 度 , 不 是 主 观 设 想或 盲 目 追求 的 高 速

度 。所以 ,他 特别 指出 :“当然 ,不 是鼓 励不 切实 际的 高速 度 ,还 是要 扎 扎 实 实 , 讲 求 效 益 , 稳 步协 调 地 发

展 。”[ 1](第 375 页)因 此 , 他 强 调指 出 :“经济 发 展 快一 点 ,必 须 依 靠科 技 和 教 育 。我 说科 学 技 术是 第 一 生

产力 。……我 们自 己这 几年 ,离 开 科学 技术 能增 长 得这 么 快吗 ? 要提 倡 科 学 , 靠 科 学 才 有 希望 ” 。邓 小

平 同志 还进一 步 “希望 在九 十年 代 ,进 步得 更快 。每 一 行都 树 立一 个 明 确的 战 略 目标 ,一 定 要 打 赢 。高

科 技领 域 ,中 国也 要在 世界 占有 一席 之地 ……希 望大 家通 力合 作 , 为 加快 发展 我国 科技 和教 育事 业多 做

实 事 。搞科技 ,越 高越 好 ,越 新越 好 。越高 越新 ,我 们 也就 越高 兴 。”
[ 1]
(第 378 页)邓 小 平 同 志 这 一 殷 切 希

望 , 在 党 的十 五大 的政 治报告 中得 以具 体落 实和 实施 ,并 明 确规 定 了 “实施 科 教 兴 国战 略 和 可持 续 发 展

战 略”的 问题 。党 的十 六大 政治 报告 中又进 一步 提出 “大 力发 展教 育和科 学事 业 ” 。并 明确 指出 ,发 展 科

技 、教育 ,是 实 现经 济振 兴和 国家 现代 化的 根本 大计 ,而 且在 实 践上 较 大 幅 度地 增 加 了科 技 、教 育 投入 。

在 中国 共产党 第十 六次 全国 代表 大会 之后 ,党 中 央不 仅专 门召 开了 有关 科技 和人 才建 设方 面的 会议 , 而

且 在实 际上也 做出 了具 体部 署 。

三 、科 学 发 展 观 的 深 厚 理 论 基 础

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厚理论基础 , 科 学 发展 观的 本质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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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强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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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 种发 展观之 所以 是完 整的 科学 发展 观 ,从 实践 上说 ,它 是由 我国 新世纪 实施 社会 主义 现代 化建 设第 三

步 战略 部署 、特别 是头 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决定的;从 理论 上说 ,科 学 发展 观蕴 涵着 社

会 发展 和社会 公正 的统 一 , 这 正 是邓 小平的 社会 发展 论的 一个 重要 特征 。

一 般说来 ,发 展不 能简 单地 等同 于进步 ,因 为发 展与 进步 之间 存在着 发展 代价 问题 。有 中国 特色 社

会 主义 理论的 社会 发展 论 , 是 从 社会 基本价 值观 出 发 ,提 出 了 “三 步走 ”的 发 展 战略 理 论 , 从 而科 学 地 解

决 了发 展代价 问题 。邓 小平 同志 长期 关注 要从 社会 基本 价值 的角 度 ,来 认识 社会 主义 社会 发展 的问题 。

1985年 , 他 “在 中国 共产党 全国 代表 会议 上 的 讲话 ”中 就指 出 :“我 们为 社 会 主义 奋 斗 , 不 但 是因 为 社 会

主 义有 条件比 资本 主义 更快 地发 展生 产力 ,而 且 因为 只 有社 会 主义 才 能消 除 资 本 主义 和 其 他剥 削 制 度

所 必然 产生的 种种 贪婪 腐败 和不 公正 现象 。”[ 1](第 143页)事 实 上 , 从 1979年 3月他提出“中 国 式的 现 代

化 ”到 1992年提出“社 会主 义本 质论 ”的大 量论 说中 ,都 是从 社 会基 本 价值 观 出 发 论社 会 主 义社 会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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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主义 本质 论为 解决 社会 发展(效率)和 社会 公正(公平)之 间的矛 盾奠 定了 基础 。他 说 :“社会 主

义 本质 ,是 解 放生 产力 ,发 展 生产 力 , 消 灭剥 削 , 消 除 两极 分化 ,最 终 达到 共同 富裕 。”在 这里 ,解 放 生产 力

和 发展 生产力 体现 了发 展原 则 , 消 灭 剥削和 消除 两极 分化 体现 了社 会发 展的 公正 原则 ,共 同 富裕 则是 社

会发 展的 根本 目的 ,也 就是社 会发 展和 社会 公正 的 统一 。邓 小 平同 志 还 指出 , “共 同富 裕 的 构想 是 这 样

提 出的 :一部 分地 区有 条件 先发 展起 来 ,一 部分 地区 发展 慢点 ,先 发 展起 来的 地区 带动 后发 展的 地区 , 最

终达 到共 同富 裕 。”[ 1](第 378 页)社 会 主 义 “本 质 论 ”和 “三 步 走 ”的 战 略 部署 既 体 现 了社 会 发 展和 社 会 公

正 的统 一 ,又 体现 了社 会发 展优 先 、兼 顾公 正的 原则 。“三 步走 ”的 每一步 的前 一部 分 “国民 生产 总值 ”讲

的 主要 是发展 问题 或效 率问 题 ;后一 部分 “人民 生活 ”讲的 是公 正或 公平 问题 。

社 会发展 和社 会公 正是 人类 社会 的两 种基 本价 值观 ,因 为 发展 有着 代价 问题 ,社 会 公正 就要 求在 发

展 中少 付代价 。所 以 , 发 展 目标 的合 理设计 、发 展结 构的 协调 、发展 步骤 的科 学规 定 、发 展机 遇的 充分 掌

握和 利用 ,就 成为 发展 理论科 学化 要求 的主 要内 容 。而 建设 有 中国 特 色社 会 主 义的 “三步 走 ”的 发 展 战

略和 社会 主义 本质 论 , 就 充分 体现 了这 些科 学化 的 要求 。社 会 主义 “本 质 论 ”为 当 前解 决 社 会发 展 和 社

会 公正 之间的 矛盾 提供 新思 想 、新方 法 ,即 发展 生产 力优 先 ,兼 顾公 正 ,为 使社 会公 正促 进而 不是 阻碍 生

产 力发 展 ,就 必须 联系 发展 生产 力的 原则解 决社 会公 正问 题 。这是 西方 发展 理论 难以 解决 的困 惑之一 。

西 方发 展理论 对社 会发 展和 社会 公正 问题 经常 关注 。在 马克 思时 代 ,西 方国 家强 调自 由发 展 ,追 求生 产

力 的高 速发展 ,而 不顾 社会 公正 ,因 而 社会 动荡 不安 、社会 基本 矛盾 加剧 ,反 复 出现 社会 经济 危机 。为 避

免这 种 现象 的 发生 ,20世纪以来 , 西 方 发 展论 者 加强 了 对社 会 公正 的 研 究 , 因 而 在 战后 ,西 方 国家 发 展

较快 。但 是 , 资 本 主义 社会制 度和 国家 性质 决定 了西 方 国 家不 可 能彻 底 解 决社 会 公 正问 题 。因 为 资 本

主 义的 经济发 展体 现为 私人 资本 累积 的不 断扩 大 ,社 会 公正 的 目的 也 是为 资 本 积 累有 一 个 相对 稳 定 的

社 会环 境 。资 本私 有制 是社 会公 正的 根本 障碍 ,资 本 主义 国家 不可 能超 越这 个障 碍去 实现 社会 公正 , 因

而 也决 定了西 方国 家在 发展 速度 上不 会优 先于 社会 主义 国家 。

科 学发展 观是 中国 共产 党和 中国 政府 在对 国际 形势 新发 展的 分析和 对国 内社 会主 义改 革新 的实 践

经 验总 结的基 础上 明确 提出 来的 。具 体地 说 ,在 经过 邓小 平社 会发 展论 的坚 定不 移的 实践 后 ,国 家的 基

本 国情 发生了 具有 根本 性的 新变 化 。与改 革开 放初 始阶 段相 比 ,制 约社 会发 展的 主要 因素 已经 转换了 。

其 主要 表现 :(1)经 济 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 , 使 我 国的 经济 整体 实力连 续攀 升 , 但 文 化建 设 、生 态保 护

却 相对 滞后 , 对 人 的全 面发 展的 实现 还有很 大的 制 约 。(2)由 于 20多年经济发展 、综 合 国力 的 提 高 , 人

民 的物 质生活 水平 不仅 大有 提高 ,而 且物质 生活 的内 容也 很丰 富 , 但 是人 民的 精神 文化 需求 和生 态需 求

还 比较 贫乏和 低下 。(3)在 允许 某些 地区发 展快 一点 和一 部分 人先 富起 来的 政策 的积 极鼓 励下 ,贫 富 之

间的 差距 不断 拉大 ,发 展的不 平衡 也日 益突 出 , 这 主 要表 现 为城 乡 之间 的 差 距 、地 区之 间 的 差距 和 不 同

社 会阶 层之间 的差 距 , 其 发 展的 趋势 和程度 令人 担忧 。如 不加 以有 效地 协调 ,就 会 影响 社会 稳定 和发 展

的大 好局 面 。也就 是说 ,基 于 这种 基 本 国 情的 新 变 化 和 新 发展 , 客 观上 就 要 求 社 会 发展 理 论 要 有 新 发

展 ,要 进 一步 解决 为什 么发 展和 怎样 发展得 更好 的问 题 。科学 发展 观的 制定 ,正 是 顺应 国情 变化 的历 史

要求 ,在 继承 邓小 平发 展观的 本质 内涵 的基 础上 ,从 总结 国 际国 内 形势 的 新 变 化和 新 的 实践 经 验 出发 ,

更 加 注重 社会 发展 与社 会公 正的 统一 , 更 加强 调 统 筹 全 局 与和 谐 发 展 ,从 而 实 现 了 发展 理 论 的 与 时 俱

进 。

根 据全面 建设 小康 社会 的宏 伟目 标的 要求 ,科 学 发展 观在 “以 人为本 ”的 总原 则下 ,首 先 要坚 持经 济

社 会协 调发展 ,其 中经 济上 强调 速度 、质量 、效益 并重 的 集约 发 展 , 文 化 政 治 上 强调 三 个 文明 共 同 发展 ,

以 促 进和 实现 人的 全面 发展 。这 里不 仅把 “以经 济建 设 为 中心 ”的 要 求予 以 具 体化 和 科 学化 了 ,而 且 把

“两 个文 明一 起抓 ”发展 为 “三个 文明 共同发 展 ” ,这 就 内在 地推 动了 经济 体制 和政 治体 制改 革的 速度 。

其次 ,按 照科 学发 展观要 求 , 必 须 坚持 城乡 协调 发展 和 区域 协 调发 展 的 政 策原 则 ,这 不 仅是 社 会 稳

定 发展 的要求 ,同 时也 是经 济良 性发 展的要 求 , 更 是 民心 的企 盼 。

再 次 ,科 学发 展观 要求 经济 的增 长必须 是与 人口 、资 源 、环 境相 协 调 的 可持 续 发 展 , 只 有 如 此 , 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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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富 裕 、生态 良好 的文 明 发展 道 路 , 实 现 人 与 自然 的 和 谐发 展 境 地 。科 学

发 展观 强调的 “五 个统 筹” , 既 是 我们 深刻理 解科 学发 展观 的精 髓 , 又 是我 们坚 持和 实践 科学 发展 观的 基

本 要领 和强有 力的 规范 ,更 是实 现社 会发展(效 率)和 社会 公正(公 平)统 一的 重要 保证 ,是 对 邓小 平社 会

发展 论的 重大 发展 和贡 献 。特别 是科 学发 展的 核心 是以 人 为本 ,强 调 人的 全 面 发 展是 社 会 进步 的 最 高

价值 目标 ,这 就进 一步 升华了 当代 中国 共产 党人 建设 中 国 特色 社 会主 义 的 发展 观 ;以 人 为本 ,强 调 人 在

社 会发 展中的 主体 地位 ,就 进一 步升 华了当 代中 国共 产党 人执 政为 民的 宗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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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our socialist construction , DENG Xiao-ping' s theo ry on social

development has evolved under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at peace and development are the themes of our

era.It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is as the following:to tak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 rces as the

central task with a view to establish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mainly by economic rest ructure and

implement the st rategy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 and in an all-round w ay

reach a sustainable coo rdinated development in all areas of our society f rom different aspects.It is a new

idea in the respect of Marxist theory 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o forms the strong theo ry base of the

scientific view point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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