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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权丽华
（兰州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 ］　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关系�它们既可以说是前提与保证的关系�也可以
说是途径与目标的关系�只有科学发展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只有社会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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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任务�两次全会后�中共中央都分别举办了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专题研讨相应主题�用以统一全党意志�
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受到了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关
注�那么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一、用发展促和谐�用和谐促发展�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
统一关系

当前�我国正在进入一个关键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既是关
键发展期�同时又是矛盾凸显期。在这一特殊历史阶段�如果
执政党和政府头脑清醒�政策妥当�就可以进入经济社会发展
的黄金时期�保持和谐发展。如果执政党和政府认识不到发
展中的许多不协调和不和谐问题的极端严重性�政策失误�不
但会使经济停滞不前�而且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产生社会动
荡。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党中央继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又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它蕴含着要争取前一种光明前景�规避后
一种黯淡前景的战略意图�表明我们党对当前我国社会所处
的历史方位和党的历史方位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反映了我们
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人为本�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贯彻“五个统筹”�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建立起人与
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
谐相处的社会关系�使各民族之间、各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
党群之间、干群之间、邻里之间和谐共生、共同发展。只有贯
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
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只有不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发展目标的真正实
现。从二者的关系来说�既可以说是前提与保证的关系�也可
以说是途径与目标的关系。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个方面既包括社会关系的和
谐�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它要求民主与法治的统一、
活力与秩序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人与自然的统一。要实现这些统一�就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追求文明发展�包括发展的目的、发展的道路、发展
的手段都要文明�其实质就是要和谐发展。一个社会如果不
能科学地发展�只是片面地追求单向的经济发展�如果发展只

是为少数人�那就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发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和谐�也就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统

一关系。
二、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快发展�才能为构建和

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

考察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就可发现它们大都经历了
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阵痛�其中以发展中的片面性所导致的
社会不和谐而产生社会持续动荡不安最为明显。科学发展观
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相继提出�表明我国正在吸取西方国家的
工业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避免误入发展中的“陷阱”�走另一
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表明了我们党对我国
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有着非常深刻的认

识�它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
式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贫穷状态下�也无法构建和谐社
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根本上说决定于经济发展的
总体进程。从目前情况看�尽管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时期快速
增长�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我们与发达国家人均
GDP 和收入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其他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差距
更大。这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不相适应�
经济社会中的许多不和谐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发展水平
还不高有直接关系。只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为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把
发展放在首位�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坚持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才能持久�只有经济发展了�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有充分的物质保障。

三、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规定�也是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

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导思想�构建
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科学发展观的本
质规定决定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认真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规定�
它要求我们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坚持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人
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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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在推动经
济社会不断进步中�社会主义社会要坚持以人为本�为每个人
在法律框架内实现自我价值创造机会均等的机遇和公平竞争

的环境�使全体人民各尽所能；为各类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创
造出一个宽松的、公平的竞争环境�使他们创造社会财富的源
泉充分涌流�使他们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竞相迸发。

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创造良好的干事业环境。为充分发
挥人的聪明才智�要努力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坚持以
人为本�就要切实保障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使人民当家有
权�做主有位�特别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以人为本�就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鼓励人们依法经营�勤劳致富�先
富带后富�关注弱势群体�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在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就是要在整个经
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的

和出发点。
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

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是指空间
各个方面都要发展�协调是指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彼此要相
互适应、相互促进�可持续是指时间的延续�强调发展进程的
持久性、连续性和可再生性�综合起来就是经济、政治、社会发
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是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
统一�所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本身含义中就包含着和
谐社会的理念。

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它所强调的以人

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及“五个统筹”�都是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科学发展观从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
展手段等方面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是从发展
的角度求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从社会关系、社会
状态方面反映和检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成效�是从和谐的角
度促发展。

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才能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条件下�逐步理顺各方面的经
济社会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健康有序�各项社会事业
蓬勃发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和创新�安定团结的
政治局面持续巩固。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我们用整体性理念来
思考社会发展�要求我们从总体上观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等各个方面�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
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因此�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

总之�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
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十六大报告的基础上�深入
分析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而提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我们要深刻体会其中的内在联系�
用党的最新理论武装头脑�在实践中切实加以贯彻落实�为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收稿日期 ］　2004－12－20
参考文献
［1］李萍．社会和谐发展：发展哲学的核心范畴 ［J ］．求实�2004�8．
［2］李忠杰．一个全新的概念－－－和谐社会 ［J ］．党的建设�2004�10．

〔责任编辑：杨劲松〕

（上接第7页）以“管人者”自居�耍特权、抖威风、刁难群众�在
为群众办事的过程中�冷硬横推�敷衍塞责。有的执法部门和
执法人员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甚至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以权
谋私�伤害了群众的感情。有的单位办事不公开�作风不民
主�暗箱操作�透明度不高。还有分配不公�用人失察�靠关系
当官、办事等等。老百姓很不满意�怨气很大。所有这些问
题�我们都要在这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认真加
以解决。要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工作作风、职业道德、服务
意识、廉洁自律、执政能力等方面入手�通过建章立制�完善管
理�健全法制�加强和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堵塞工作漏洞�切实
解决老百姓怨气大的问题�真心实意为群众多办一些实事、好
事�赢得老百姓的拥护。

四是要整顿治安�解决“民怕”的问题。良好的社会治安
环境是人民幸福生活、经济发展的保障�但是一些地方治安情
况让老百姓难以安心。现在老百姓最怕的是坏人捣乱、事故
频发、社会不稳。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火灾事故、打黑除恶、
社会秩序都是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对此�我们一定要
引起高度重视。要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始终保持对刑事
犯罪的高压态势�要继续把打击严重暴力犯罪、黑恶势力及有
组织犯罪作为重点�尤其要把“两抢”盗窃等侵财性犯罪作为
重中之重�加大打击力度。要大力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及
时对一些治安复杂场所、重点地段、混乱区域进行专项整顿和
治理�切实增强群众的安全感。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安

定有序的社会治安环境�确保社会治安大局稳定�确保人民安
居乐业。

五是要活跃文化�解决“民乐”的问题。现在城乡居民�特
别是农村文化生活普遍单调�文化设施、文化资源短缺严重�有
些地方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空白�农民无处去“乐”。我们要按
照“以人为本”的要求�把推进城乡经济发展同社会文化事业发
展紧密结合起来�同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
来�大力加强城乡建设和管理�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全面实施城乡绿化、美化、亮化工程�加快各类公益事业
建设�完善各种便民、利民、为民服务措施�积极推进文化事业
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大力提高和完善基层特别是农
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服务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切身体会到和享受到
改革发展的成果�满足老百姓“富而思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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