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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其形成是时代发展的需

要 ,是我国新时期的发展目标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是当今我国处于改革发展关键期的

客观要求 ,是顺应时代潮流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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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 ,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

论体系。”[ 1 ]马克思说过 :“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

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

要而形成起来的。”[ 2 ]回顾历史 ,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时候 ,主要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20世纪 60年代

又提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1956年 ,毛

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提出了一系列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 ,为中共八大路线

的制定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中共八大的召开正

确地分析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面临的国际

国内形势 ,明确了国内社会主义重要矛盾和党的

主要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讲发展 ,

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 ”的著名论断 ,强调坚持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

本路线 ,强调一定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三步走 ”发展战略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

是我国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需

要。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以江泽民为核心

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提出“三个代表 ”重要思

想及“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的论断 ,这

是在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国内工作

的新发展 ,党建面临新任务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

的。中共十六大以后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

中央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总体要求出发 ,根据新世纪新阶段中国

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特征 ,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

观。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最新成果 ,其形成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是立足中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根据我国发展

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顺应时代潮流 ,抓住机

遇、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需要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党

的十六大提出要紧紧抓住 21世纪前 20年重要战

略机遇期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发展目标 ,建成

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

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开始阶段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存在一系

列突出问题和矛盾的情况下 ,迫切需要一个战略

性的指导思想来统领经济社会的发展 ,以胡锦涛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科学

发展观的。胡锦涛指出 ,全党同志都要从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的战略高度 ,

从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高

度 ,深刻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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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更好地完成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肩负的历史任务。”[ 3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到 20世纪末 ,我国已经实现了现代

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 ,人民生

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 ,这种小康又是

不完全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城乡差别、区域

差别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已经影响到我国现代

化建设全局。进入新世纪 ,我们党在人民生活总

体小康已经实现的基础上 ,提出新的三步走战略

目标 ,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在本世纪前二十年 ,

集中力量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

的小康社会 ,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 2020年比

2000年翻两番 ,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

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

民生活更加殷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科学内

涵 ,是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建设

小康社会 ,这样的小康社会不单是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的社会、而且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

明协调发展的社会。可以看出 ,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目标本身就包含着科学发展观的诸多基本要

求。正是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 ,以胡

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

观的基本内涵 :“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

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4 ]这就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提供了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七大进一

步强调 ,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

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当今我国处

于改革发展关键期的客观要求

我国已进入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关键时期 ,经

济体制深刻变革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思想观念深

刻变化。数据表明 ,到 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 ( GDP)超过了 1 000美元。从人均 GDP突

破 1 000美元向 3 000美元的发展时期 ,是我国整

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虽然我国

人均 GDP突破 1 000美元 ,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 ,

如 ,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均衡 ; GDP增长的成本居

高不下 , 2003年我国消耗的水泥、钢铁和煤炭 ,分

别占全世界的 55%、26%和 30% ,但创造的 GDP

只占全球的 4%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据有关部门

统计 ,酸雨面积已占全国 1 /3,水土流失面积达

38% ,沙漠化面积扩大到 18. 2% ,七大水系近一

半河段严重污染 ;经济发展过分依赖投资和国际

市场。在消费、投资、出口三大经济拉动中 ,国内

消费的世界平均水平大约在 70% ,而我国却只有

50%左右 ;贫富差距大 ,我国全国社会总劳动力的

50%从事农业生产 ,但仅创造国内生产总值的

15. 4% ,这就造成城乡居民可比收入差距达到 6

倍以上。城镇居民中占总数 10%的最低收入家

庭财产总额只占全部城镇居民财产的 1. 4% ,而

占总数 10%的高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则占全部城

镇居民财产的 45%。反映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程

度的“基尼系数 ”达到 0. 51,已经超过分配不公的

国际警戒线。[ 5 ]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在 1 000美元至 3 000美元之间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关键期。这一时期 ,往往经济发展与

社会不安定因素并存 ,人民的政治诉求空前提高 ,

社会矛盾尖锐化 ,有的甚至走向动荡 ,如一些拉美

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就在这个阶段出现过经济停滞

甚至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等问题。这不是经济发

展的过错 ,而是社会文明等其他方面建设滞后或

缺失 ,没有及时建立健全公平的利益调整和分配

机制所造成的。在这一关键时期 ,举措得当 ,能促

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 ;应对失误 ,则可

能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动荡。当前 ,我国面

临的既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

要战略机遇期 ,也是一个社会矛盾和问题较为突

出的矛盾凸显期。在当前阶段 ,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 ,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需要完善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根本改变 ;

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任务突出 ;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不

利因素需要面对等等。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都

需要以科学发展观的为指导 ,可见科学发展观是

当今我国处于改革发展关键期的客观要求。

三、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顺应时代潮

流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科学发展在当今已经成

为一种时代的潮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加

快经济增长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尤其 20世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 1期 林宏彬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21　　　

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期 ,借助第三次科技革命

的浪潮 ,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展非常快 ,发达国家完

成了工业化 ,还有一些新兴国家比如亚洲四小龙

也借助新技术革命实现了自己的快速发展 ,许多

国家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人类创造了前所未

有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 ,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

长 ,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 ,忽视环境保护和

能源、资源节约 ,导致一些国家出现了经济结构失

衡 ,社会发展滞后、能源、资源日趋紧张 ,生态环境

急剧恶化 ,以及高增长下的两极分化、失业增加等

问题 ,经济增长未能实现持续的增长和真正的发

展。怎样使发展理论由单纯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

观念转向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型发展观念 ,愈来愈

成为世界各国日益关注的问题。

1972年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团体罗马俱

乐部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 》,这个报告把

经济增长、城市化同人口和资源等环境问题联系

起来 ,提出了全球性的生态、人口、环境、资源等问

题。1987年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

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正式提出了“可持续

发展 ”的概念。在经历了较长时期工业化历程以

后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认

识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正确选择。1992年 ,联合

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和发展宣

言 》等文件 ,充分表明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受到

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94年 ,我国国务院审议

通过了《中国 21世纪议程 》,将可持续发展确立

为国家发展战略。国际社会在发展问题上逐渐形

成的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

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等共识 ,成为我

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借鉴吸收的认识成果。2003

年 ,中国共产党顺应世界发展大势 ,总结我国发展

的经验和教训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世界发展实

践表明 ,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 ,而应该是包

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 ,应该是人与

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在科学判

断世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的 ,强调抓住机遇、

应对挑战、加快发展 ,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的发

展大局中来思考 ,这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 ,是对人

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

科学发展观从实践中来 ,有着坚实的时代基

础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必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尤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

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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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 t, as a new achievement of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demand of development of times. Its formation is the demand of

the development target of the new stage in our country, that is, comp 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comfortably

well2off life. Its formation is also the objective demand of reform development at the crucial moment. It is the

urgent need of conform ing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grasp ing the new opportunities to expedite the develop2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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