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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著作是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袁银传教授主持的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
(项目批准号[20071001)的主要研究成果和最后结项成果，该研究成果于2009年12月4日被中共湖北省委
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鉴定为“优秀”等级(证书号2009028)。
该著作从历史、理论、现实三者统一的维度，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等重大战略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立论根据、思想资源、基本内涵和重大意义，从发展的科学性与
价值性、发展理念与发展状态、发展目标与发展手段的对立统一中深刻揭示了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
对于全面理解和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以及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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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银传，1965年12月25日生，湖北云梦人。
1986年中南财经大学政治系本科毕业，获哲学学士学位。
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
硕士毕业之后分配到武汉大学任教至今。
1995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导师为著名哲学家陶德麟教
授。
2000－2001年赴美国伊利诺大学（UIUC）政治系访问研究一年。
现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博士点负责人、政治
理论系主任。
系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秘书长、湖北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政治哲
学和农民意识等研究工作。
出版《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中外大学思想道德教育比较研究》、《洛克》（译著）等学术著
作8部。
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社会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人民日报》理论
版、《光明日报》理论版、《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教学与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
上发表学术论文、译文百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
印资料转载。
近五年来，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六项，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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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历史发展
　1．科学发展观思想的历史发展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历史发展
二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科学依据
　1．宏观定位：适应时代潮流
　2．历史反思：总结正反经验
　3．价值导向：反映人民愿望
　4．现实需要：破解发展难题
三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历史意义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2．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针
　3．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旗帜
第一篇　科学发展观
　第一章 科学发展观的立论根据
　　一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传统发展观的检讨和矫正
　　　1．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
　　　2．以人为本的综合发展观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经验的反思和总结
　　　1．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
　　　2．新世纪新阶段的阶段性特征
　　三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发展理论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
　第二章 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资源
　　一 以人为本：中西方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
　　　1．以人为本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以人为本是对西方人本主义的扬弃与超越
　　二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指针
　　　1．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
　　　2．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发展理论
　　三 科学发展：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选择
　　　1．科学发展观是国际发展观演变的延续
　　　2．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发展道路探索的积极成果
　第三章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一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
　　　1．发展的意义
　　　2．发展的内涵
　　二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1．以人为本的历史考察
　　　2．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以人为本
　　　3．“人本”与“物本”是二律背反及其解决路径
　　三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1．科学的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
　　　2．科学的发展观是协调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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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科学的发展观是可持续的发展观
　　四 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1．统筹兼顾的历史考察
　　　2．统筹兼顾的实现途径
第二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四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
　　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国际背景
　　　1．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与挑战
　　　2．拉美陷阱的警示
　　　3．苏东剧变的启迪
　　　4．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经验的借鉴
　　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国内形势
　　　1．经济持续增长、贫富差距拉大
　　　⋯⋯
第三篇 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
参考文献
评价一　加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阐释力度
评价二　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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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科学发展观的立论根据发展观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对于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以及怎
样发展的总的根本的看法。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为根据，经历了一个从单纯
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到强调可持续发展，再到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综合发展的变化过程。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
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新的发展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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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提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八个统筹”的目标和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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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的检讨和矫正，是对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经验的反思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具有充分的
理论和现实根据。
一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传统发展观的检讨和矫正1.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近代以来，在“知识就是力量
”、“科技理性至上”、“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的支配下，人类结束了依赖自然、顺应自然、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农业时代，开始了征服自然、与自然抗争的工业化时代。
在“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经济增长”的口号鼓动下，从17世纪后半期一直到20世纪前半期相当
长的工业化历史时期里，发展和现代化一般都被视为经济增长，单纯的经济增长是传统发展观的核心
内容，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成为人们的主要价值目标，从而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以物为本”
的传统发展观。
这其中虽然有卢梭的道德浪漫主义的反叛和康德的怀疑主义的滥觞，但他们的声音过于微弱，以至被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喧哗和轰鸣所湮没。
按照传统发展观的发展理念，发展即为经济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一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发展成
为社会历史进步的最高评价尺度。
在这种以追求经济增长为核心价值目标的单向度发展观的指引下，工业化国家在物质财富方面取得了
辉煌的成绩，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人的主体性空前增强。
这是不可否认的世界性的伟大成绩。
但是，与此同时，在这种片面的发展观导向下，工业文明的发展已经使人类陷入了种种不能自拔的危
机之中，出现了空前的全球问题、社会问题和人性问题。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价值目标的工业技术文明的片面发展，带来了资源短缺、环
境污染、气候恶化、灾害频繁、人口爆炸、城市病态、交通紊乱、核弹威胁等一系列问题，它们意味
着当代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和不和谐。
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价值目标的工业技术文明的片面发展，虽然提高了人们的物
质生活水平，但同时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出现了社会系统紊乱、贫富两极分化、人际矛盾
加剧、人情荒疏冷漠、竞争残酷无情等社会问题。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对立和不和谐，必然渗入人性内部，造成人性的异化和扭曲，人的身心的
对立和不和谐，产生种种人性问题，如人格分裂、精神空虚、心理失衡、家园失落、生活无目标无意
义，其具体表现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泛滥和膨胀。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所指出的：“当前西方社会，尽管在物质、理智与政治上有所进展，却日益
不利于精神的健康；同时倾向于毁损个人内心安全、快乐、理性与爱的能力之基础；社会倾向于将人
们变为自动机械，而日增的精神病患者则为人类失败的代价；在狂热追求工作与所谓欢快的刺激下隐
藏了绝望。
”“我警告的是，除非历史的道路改换了进向，人类将丧失其为人的品质，成为有灵魂的机器人。
”因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单纯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
会的全面进步，更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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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人类物质财富显著增加的同时，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的身心之
间越来越不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人与人的关系日益功利化、商品化、庸俗化，人
自身也变得越来越不完整，越来越工具化、片面化、表面化、边缘化，人生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湮没在
对物欲的恶劣追求之中。
这些问题的空前凸显和加剧，已经将人类逼入发展的“困境”，以至于在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
国家，出现了“高增长，低发展”或者“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
这种“无发展的增长”实际上是“恶的增长”、“畸形的发展”。
其结果是经济的发展难以持续，甚至出现经济衰退、政治腐败、文化失落、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和发
展“怪圈”。
2.以人为本的综合发展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单纯追求经济增
长带来的全球问题和人性问题，面对以“天祸”形式反映出来的“人灾”，人类开始反思和检讨自工
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
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指出的：“我们唯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
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
问题变得越来越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
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
”在反思和检讨“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的基础上，人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综合发展观，将综合
发展理解为经济增长加社会的全面进步，从而实现了发展观在价值向度上的重要转变。
发展观价值向度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将“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严格区别开来。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梅多斯等人完成的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
增长的极限》。
该报告认为，如果世界在人口、工业、粮食生产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按照当时的速度增长下去，那么
，未来地球上的经济增长将达到极限，随之将出现经济大衰退。
因此，避免这种局面出现的最好办法是限制增长，甚至“零增长”。
此书一出，立即引起了世界经济界、思想界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强烈震动。
虽然该书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的批判带有悲观主义色彩，但开创了综合发展观的先河。
1983年法国社会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发表了《新发展观》。
该书检讨了将经济增长作为发展核心的传统发展观，纠正了传统发展观中的价值偏失，指出了“为什
么而发展”、“应当如何发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经济增长才是有益的”这个目的性、价值性、前
提性的问题。
弗朗索瓦·佩鲁认为，新的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经济只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
是社会和人的需要。
而且，这种需要不仅仅是物质需要，还包括与各民族的价值以及传统相一致的社会、文化和精神需要
。
第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
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组织编辑和出版了《世界自
然保护大纲》一书，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强调要唤醒人们对日益遭受破坏的地球生态环境
的重视以及对于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关注。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作了经典的定义，指
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上，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
和《21世纪》两个国际性文件，正式将可持续发展理论付诸行动。
1995年3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通过的《发展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则明
确提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社会发展与其发生的文化、
“眭态、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
此后，国际上还召开了一系列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会议，并且越来越达成共识——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和中心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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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强调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增长、环境保护与资源环境的合理开发利用相协调的问
题，说明了当代人的发展不能危及后代人的发展问题，明确了发展的价值目的是维持、延续和发展人
类自身。
它体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统一的内在要求，表达了人类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和探索之后所
追求到的真正科学而合理的发展观，即发展内容上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和发展价值目标上的以
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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