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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

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揭示了中国发展的本质和核心在于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这

个“人”就是人民群众，这个“本”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以人为本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而已。科学发展观指明了中国发展的根本途径:走全面、协

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我国正处于向新型工业化转变的关键时期，资源相对不足已成为制约我们发展

的突出矛盾。现在，我国许多战略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现阶段，我们经济的发展在很大

程度上是以大量低效地耗用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的。中国要继续发展，必须彻底摒弃这种经济增长方

式，走共同发展、共同分享、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如胡锦涛总书记

指出的那样，是要建设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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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理论，互为表里、融会贯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科学发展

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起着统领作用，它是贯串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灵魂。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这直接构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必须以人为出发点，着眼于人的问题。和谐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

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

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妥善处理人民群众

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一句话，一切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离开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就将成为空中楼阁；如果不能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越来越充分

地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和谐社会建设也就没有了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发展为中心任务，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

第一要务，因此，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科学发展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本世纪头20年是一

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十分珍惜和切实用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

期，集中力量，加快发展。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

进中的问题，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经验。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聚精会神

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其次，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使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

荣、社会更加安定、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推进和谐社会发展，必须强调发展要有新思路，必须更好地把

握和运用现代化建设规律。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着眼点，在于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处理好与发展相联系的各方面重大关系，这样才能紧紧抓住

和充分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中，我们面对的社会利益主体越多，领域越广，利益关系越复杂，就越要确立科学发展观的统筹兼顾理

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够全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局面亟待改变，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经济的快速

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等，这些都要求我们的发展要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做到城乡协调发

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处理好当前各方面的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

续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行动指南。对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认识越深刻、把握越准确，构建

和谐社会的行动就能越自觉、越坚定。 

    

    

   来源：光明日报 2006-10-07 网站编辑：宋道全    

关于我们 | 服务范围 | 网站合作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 

mail:sss@sss.net.cn
蜀ICP备0500352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