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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发展成效要由人民群众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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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衡量发展成效要由

人民群众评判。这就告诉我们,发展是否科学,发展的效果怎样,科学发展观是否真正落到了实处,不能由

理论本身来回答,也不是哪个人说了算,而是应当由实践来检验,由人民来评判。  

  人民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一个地区、一个部

门、一个单位发展的效果如何,归根到底要看是否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即是否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是否满足了人民的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

享受需要。  

  第一,发展是否为了人民。这是就发展的动机而言,就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言的,它决定着发展

的性质和方向。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私利。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

系、利为民所谋,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放在首位。要深怀爱

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

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第二,发展是否依靠人民。这是就发展的动力而言的。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就要尊重人民的实践主

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相信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做到谋划

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中的问题听人民群众意见,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落实发展

任务靠人民群众努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人民投身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科学发展观以人民为本的理念,是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历

史创造者的思想在发展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发展不依靠人民,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发展;人民不参与发展

的实践,就是无价值主体的实践。  

  第三,发展成果是否由人民共享。要把改革发展取得的成果,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

康水平上,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上,体现在充分保障人民享有的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权益上。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不断使人民群众得到看得见的

物质利益。要更加注重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

会发展的成果。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

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要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

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如果

发展的成果没有或很少被广大人民所享受,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发展为了人民就会落空,发展依靠人

民就会失去基础。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做到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真正做到以

人民利益为根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关键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为此,克服存在于少数领导干部

 



身上的错误的发展观、政绩观至关重要。在现实生活中,有的领导干部片面地把发展理解为仅仅是经济

的增长,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以GDP为

中心”、“以速度为中心”。这些错误的发展观导致了错误的政绩观,以至在实际工作中,只见物不见人、

只顾片面发展不讲全面发展、只重显绩不重潜绩,忽视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一些地方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追求产值,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寅吃卯粮,“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有的则喜欢造势、擅长做秀、重复建设,热衷于

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有甚者,不惜弄虚作假,搞“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专注于搞开发、上项目,

习惯于抓产值、要数字。这些做法,不是以人民为本,而是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目前,为应对世界经

济金融危机,我国推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约投入4万亿元以保证我国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这些钱怎么花,花的效果如何,也要由人民来检验。  

  一些领导干部不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与其头脑中的机会主义密切相关。恩格斯在论述机会主义

时说:“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

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

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在处理人民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时,我们要更加关注人民的根

本利益和长远福祉。各级领导干部在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时,要以恩格斯这段话为镜子,经常照照自己,

看是否有机会主义的嫌疑,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常反省自己:发展是否为

了人民?发展是否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是否由人民共享?只有这样,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才算是一

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才算给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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