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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发展观与当代社会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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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既是我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也是

对人类文明进步理性化的哲学总结；既是关于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实方略，也是人口、资

源、环境相互协同的历史选择。它不仅从中国的问题出发，还透射着世界眼光，汲取了全人类关于发展

的有益成果。其概念的提出已远远超出传统经济学意义上“发展”这一简单的“满足人的生存”的道德

诉求。从其现实性和实践角度着眼于发展内涵、发展理念、发展思路，但从本质上反映了人类向文明迈

进和理想社会形态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其中蕴含着哲学范畴内人的本质问题以及人类存在的基本价值

目标、价值信念、价值取向。 

    

      倡导以人为本 追求人的全面发展 

    

    尽管我国尚处在工业化的初中级阶段，但我们却正在面临发达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许多问题，

它们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对传统的价值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学

发展观“以人为本”正是从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基本观点出发，紧密结合中国的现实和长远问题，在

汲取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取

向，既是直接对当代世界发展价值取向转变的回应，同时也更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科学发展观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辩证统一的价值原则出发，从社会生产关系

的角度深刻认识到当代社会个人的存在与世界历史已经具有不可分割的直接联系，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

社会的价值原则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有机的结合起来，构建“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这种新的价值

体系具有使个人的价值取向、价值行为社会化的引导力，它可通过社会价值规范的重构使个人的价值行

为转化为社会的协同行为。它既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只注重公共利益而贬损个人利益的所谓集体主义价

值观，也不是只注重个人利益而忽视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利己主义的价值观，而是在更高基础上向社会协

同的回归。它要求个人服从社会，部分服从全局，眼前服从长远。它既尊重个人利益，强调个性自由，

要求个体自主独立，又主张个人利益与他人和社会利益并行不悖，并以社会利益的实现和社会的全面进

步支撑每个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立足点首先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来追求满足人对不断增长的

多层次、多方面的物质文化需求和人作为社会主体自身各方面能力的提高和自我完善为价值目标。因

此，其基本要求必然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充

分发扬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促进先进文化进步，建设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人的全面发

展提供环境保障；协调国际国内关系，正确实行对外开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外部动力支持。 

    

      立足人与自然和谐 追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中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把自然界对人的效用价值和人对自然界的效用价值有机的

统一起来。应该认识到自然界及其一切物体，都是经过地球几十亿年按照物质运动法则和生物进化规律

不断发展而确定下来的。人类只不过是自然界生物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随意地破坏或消灭任何一个物

种或者耗竭任何一种物质，都是对自然运行规则的践踏，自然界必然要通过相应的反馈调节机制来遏制

人类的过激行为，构建新的平衡和价值链。因此，人类的基本价值取向应该符合自然的价值规律，也就

是人类必须在认识规律、把握规律的基础上，顺应规律，在顺应中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 



    

      着眼物质与精神统一 追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导致社会结构、社会地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

虽然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发展，但是面对迅速展开的市场经济、深刻变化的社会现实和错综复

杂的社会矛盾，人们又在精神上感到困惑和茫然。社会在抛弃个人崇拜和僵化、封闭的思想观念的同

时，理想和信念以及价值观、人生观中一些美好的东西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此，在这一特定的时代

背景下，科学发展观关于全面发展的观点正是对传统政治、经济、社会和伦理功利价值导向的矫正。 

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强国先要强民，强民先要强魂。这个魂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是凝聚亿万人

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的驱动力。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指标，

而且要重视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和社会指标，坚持把经济增长指标同人文、资源、环境和社

会发展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论述其内涵从个体的人来说，凝结着人们真正意义上追求美好幸福

生活的价值理念、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从社会整体来看，体现了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

健全、科学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价值目标。 

    

      着眼效率与公平统一 追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提供市场、竞争等价值标准，激发个人奋斗的积极性，使社会经济有

效率地运行，推动社会进步和繁荣，同时兼顾公平、合理、正义等价值标准，追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

富裕，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安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五个统筹”为此做出了精辟的回答。“五个

统筹”从价值意义讲，至少包含了三层含义：首先，从经济活动层面，强调市场规律与竞争公平相统一

的价值取向，其中涉及竞争机会平等、运用和享受社会公共资源权利平等、劳动价值平等、竞争起点和

过程平等以及获取收入机会平等等；其次，从政治生活和制度层面，倡导公民享受民主权利与社会地位

平等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民参与政治活动权利的平等以及人人享受平等的公

民待遇等；第三，从伦理层面，强调代内人与人关系和谐和代际人与人关系和谐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包

括人的生存权利、发展权利和人格权利的平等等，它实际上体现了人文终极关怀的最高价值追求。显

然，这种价值理想是建立在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规则相结合的新体制之上

的，这种新体制充分提供了公平与效率的结合点，即它力图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消灭剥削，消除两极

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上，找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最佳途径。使社会主义不仅能够创造出

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能使提高效率所增加的社会财富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需要，更好地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生活氛围。强调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结构更加有利于人民群众全面发

展的需要，注重实现既能有效创造价值又能公平分享价值的发展。强化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

原则的实现机制，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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