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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及发展与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紧密相连 

 

1.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非典疫情的爆发有着密切关系 

“非典”是指自2003年以来我国局部地区发生的一类由冠状病毒引起的肺部感染病症。它主要是通过近距离空

气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染的呼吸道传染病，临床主要表现为肺炎，在家庭和医院有显著的聚集现象。而典型肺炎是指

由肺炎链球菌等常见细菌引起的大叶性肺炎或支气管肺炎。2003年2月10日，《羊城晚报》上出现了第一篇有关这种

传染病的报道，报道的来源是广东省新闻办发布的新闻通稿。报道称，广东出现了一种“非典型性肺炎”，有一定

传染性，要大家注意卫生，家居消毒可用食醋熏蒸。广州市在第二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非典型性肺炎的情

况，这是人们第一次通过官方渠道了解非典型性肺炎疫情。发布会当天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2月9日，广东全省已

经报告非典型性肺炎病例305例。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出现在广州市北京路商业街上。胡锦涛同志

是在考察广东省疾病预防中心后，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况下，直接来到这里的。人们的惊讶在于，胡锦涛同志抵达

前有关方面并未展开任何清场行动。他言辞殷切地对在场人员说：“我们很揪心”，“感到焦急”。4月11日，北京

重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截至4月18日，北京已经确诊非典患者339例，比卫生部门4月14日宣布的37例患者飙

升了近10倍。21日，北京报道非典病例143例，疑似病例610例；22日，非典病例106例，疑似病例666例；23日，非

典病例105例，疑似病例782例；24日，非典病例89例，疑似病例863例；25日，非典病例103例，疑似病例954例……
随着疫情的蔓延，北京人心中的恐慌也在迅速地扩散。中国抗击非典斗争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经过艰苦努力，

到5月底，疫情被遏制。 

这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其中之一就是要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树立协调的发

展观。这直接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我们看到，正是在2003年4月广东发生非典疫情期间，胡锦涛同志到广东视察，结合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深入思考中国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他深刻地指出：

“在新世纪新阶段，包括广东在内的东部地区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

新任务。我们要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积

极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通过完善发展思路不断增创新优势；着力深化改革，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增

创新优势；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增创新优势；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

才战略，通过科技创新和发挥人才效应不断增创新优势；坚持全面的发展观，通过促进三个文明协调

发展不断增创新优势。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努力在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交出优异的答卷。”[16]胡锦涛同志在视察广东的过

程中最早提出和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后来经过进一步提炼和升华成为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理论。 



 

2003年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更加系统、更加完整地阐明了

科学发展的问题。这篇讲话是认真总结防治非典工作和经验的结晶，是科学发展观思想形成的重要文

献。第一次提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比较完整地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含义。强调统筹城乡经济

社会发展。第一次提出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落实。第一次提出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命题。 

2. 汶川特大地震进一步推动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识的深化，尤其是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识 

2008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参观“抗震救灾众志成城——2008中国抗震救

灾大型新闻图片展”时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抗震

救灾精神。6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

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他强调，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

和新的发展，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新的发展。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意义很

多，但从根本上讲，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更加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是虚无缥缈的

乌托邦，而是建立在世情、国情、党情基础上的现实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立足于基本

国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基础上的理想，它反映了13亿中国人民共同的发展要求。立足于世情、国

情、党情基础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广大人民群众从自己身边发生的变化中来认识、认

知、认同、认可的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人民理想的唯一道路。 

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我们战胜各种

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在生死考验面前

威武不屈、英勇无畏，就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在和平建设时期，崇高的理想和坚

定的信念激励着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抗震救灾斗争中，广大共产党员和

许许多多的干部群众大灾面前不低头、大难面前不弯腰，以大爱化解苦难，以大义鼓舞斗志，充分显

示了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这种强大的力量源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所内含的自我牺牲精

神。“不畏艰险、百折不挠”是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基本内涵，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的内在要求。理想是美好的，但实现理想的过程并不总是凯歌行进的，会有无数的艰难险阻。必须树

立自我牺牲的精神，把这种精神牢牢地内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中。马克思曾经在1852年

讲过：“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

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资产阶级在其革命的初期尚且需要自我牺牲精神，更何况社会主义运动。实

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一个崭新的伟大事业，需要自我牺牲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伟大

抗震救灾精神正是体现了这一点。 

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告诉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社会的共同理

想，反映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揭示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

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一个被千千万万群众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重大突发事

件的科学应对中认识、认知、认同、认可的理想。这种理想不是所谓的“交叉共识”、“重叠共识”

或者“虚幻共识”，而是所有阶层的共同价值诉求、共同的精神家园。作为共同理想，它反映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规律，是尊重科学的；作为共同理想，它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共同心声，这一心声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到“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一脉相

承，是以人为本的。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共同理想是任何力量都战胜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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