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经济发展理念 

文/朱前星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经济发展理念，显示了极大的创新意蕴，包括：以人为本理念；科学
发展理念；和谐经济理念三大部分。 
   一、以人为本理念 
   以人为本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新的经济发展理念。十六届三中全会
召开前，我党曾在“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两种提法之间进行比较，认为我国社会早就有“民
本”思想，我们共产党就叫“以人为本”。“民本”与“人本”、“民本思想”与“以人为本”的
理念，其差异在于：“民本”是相对的、施舍式的，这是古代专制制度和社会官民对立的调和产
物；而“以人为本”是一切从全体人民的愿望出发，实现人的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民本”尽体
现了人的初级的要求，即基本生存状况的物化要求，是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社会经济的产物；而“以
人为本”是在初步解决了人对物的需求后更高层次的全方位的要求，在社会发展中以满足人的需
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这个高级社会就是马克思说的“未来的新社会”，它是“以每
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所以说，“以人为本”的理念反映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最广泛最充分的包容性。 
   “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使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的建设顺理成章。因为“以人为本”，就会
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尊重人才，形成人人都可以成才、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的观
念；就能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并且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要维护和保障人权，保护
合法的私人财产。 
   二、科学发展理念 
   科学发展理念就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的新的经济发展理念。 
   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可持续的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城乡的协调发展。 坚持科学发
展观，就是区域的协调发展。 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和谐经济理念 
   建构和谐经济，既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也是新
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目标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社会整体的、全面的和谐，是努力追求和不断实
现这样几个方面的和谐：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在根本利益上都是一致的，但在具体
利益上还将存在矛盾和差别。  
人与社会的和谐。在我国，社会主义为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提供了制度基础，但个人与社会之间
仍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  
   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社会主义在发展进步
的过程中，如果对自然界采取无休止的索取和征服的做法，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社会经济的变迁是一个社会经济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经济的不断从矛盾和冲
突走向稳定与和谐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经济，就是一个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
断增加和谐因素，从而不断提高经济和谐程度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中国共产党在建构
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的过程中，应当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需求。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在努力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的经济利益需求。因为人的经济利益需求是多方面、多层
次的，一个需求得到满足后必然会产生新的经济利益需求，满足是相对的、暂时的，不满足则是绝
对的和永恒的。 
   二是着力实现经济发展的均衡。均衡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条件，一个社会的经济如果在整
体上或者在某一方面出现严重失衡，必然会危害社会的稳定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然而，社会经济的
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和谐只是这个动态过程在某一时段所达到的状态。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经
济，并不是追求绝对的、静止的均衡，而是要不断实现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动态的均衡。 
   三是努力缩小经济发展的差距。在经济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差距总是客观存在的。差距产生
压力，压力催生动力。但差距不能过大，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否则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经济，不是要消灭差距，而是尽力把差距控制在一定的程度，控制在社会心理可

 



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而促使人们把差距转换成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经济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经济的构建所具有的
国内意义和国际意义都十分重大。 
   就国内意义而言，随着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变得多端化、复杂化，如何
化解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经济，共创和谐中国就显得极端重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经济，有利
于奠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利于培养民族自豪感，培养广
大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操，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整体的可持续良性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可持续稳定地发展，使整个国家达于立体式的动态稳定。 
   就国际而言，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题。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
体化在加速，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多变的国际形势，我们必须以和谐经济的思维去处理
国际经济事务(作者单位：玉林师范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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