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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建勋(同济大学文法学院理论经济学系教授) 
只有科学发展，才能做大我们的经济基础。只有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我们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才能形成更完善的分配关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 

一定时期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都是客观历史条件的产物，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

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50 多年的发展实践中，人类对发展观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当前，发展与改革进入了新阶段，要全面完成“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各项建设与发展任务，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历史地全面认识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实质。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人们对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一个客观、历史的过程，一定时期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都是

客观历史条件的产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国情，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先后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和“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发展观，同时为了加快发展速度，实施了非均衡发展战略，给予了沿海发

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和城市以特殊的优惠政策，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全面发展的战略措施。

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举世公认的发展成绩。如果没有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快

速发展的物质积累，没有基本解决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现在就很难谈得上发展的质量和科学均衡的发展战略，

国家也没有多少物质条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就没有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丰富物

质基础。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党各时期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强调发展是基础。邓小平同志强调发展是时代主题，是硬道理，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

并提出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江泽民同志强调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

的一个战略思想”，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他提出全面小康的建设目标，更是对发展思想的丰富。党的十六

大报告中关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关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等论述，实际就是对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揭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对这些思想和理论

的继承和发扬，又更全面、更贴近人民生活、更具操作性。 

第三，科学发展观是我国过去几十年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发展观念的发展。 

2003 年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对 25 年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实践经验与教训的

科学总结，科学分析我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深入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和改革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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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五个统筹”的科学

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新的战略命题，明确了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以“和谐”为核心的

发展，集中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才能发展和怎样判断发展等发展观的基本问题，为“发展”

注入丰富的科学内涵。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高度提炼概括，是对世界范

围内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和发展政策等诸多发展问题全面审视分析后的科学判断，也是

对许多发达国家后工业化阶段再发展经验的辩证借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

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贡献。科学

发展观突破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传统思维，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

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内涵，丰富和完善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

展战略。 

第四，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我们既要重视长期非均衡发展存在的贫富差距、城乡发展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以及存在的社会矛盾，又要反

对夸大这些差距和社会矛盾；我们既要防止因片面强调经济增长与发展而造成发展的畸形与失调，又不能因为经

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而因噎废食，人为遏制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发展。只有科学发展，才能做大我们的经济基础。只有实现又快又

好的发展，我们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才能形成更完善的分配关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创造更多

就业机会，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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