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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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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罗建文教授《社会发展理念与民生幸福研究》 

温航亮 

 

内容摘要：反思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实践，总结历史经验，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正确认识，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亟需

解决的理论问题。《社会发展理念与民生幸福研究》一书在实践中反思社会发展理念问题，又在反思中关注民生幸福问题，始终

将人的发展问题作为对社会发展理念进行反思的核心，而又注意实践基础上人与社会、自然的统一，是针对前述问题进行深刻反

思的代表之作。 

关 键 词：社会发展理念  民生幸福  人的发展 

作者简介：温航亮（1979-），男，湖南邵东人，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讲师，哲学博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应对这

些问题，我国在2003年提出并开始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何反思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

实践，总结历史经验，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正确认识，以指导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当前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思考的理论问

题。由湖南科技大学罗建文教授撰著的《社会发展理念与民生幸福研究》一书，正是探究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作者对一段

时期以来的社会发展理念进行了深刻反思，深入研究了从GDP崇拜到GNH关怀的发展理念的转变，阐释了在新的发展理念视域中民

生幸福与善治政府、制度安排等的内在关系，指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伦理文化体系对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和促进民生幸福

的实践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纵观全书，无不体现着罗教授深刻的反思精神和关注民生的理论执着。 

 

一、在实践中反思社会发展理念问题 

 

反思精神，无疑是哲学的根本特征。无论是孟子“心之官则思”，还是黑格尔笔下密涅瓦的猫头鹰，都给反思以高度的赞

扬。但反思应该在实践的场景中展开，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

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对于社会发展理

念的反思也是如此，只有与具体的历史环境相结合，我们才能从理论上理清其演变进程和内在逻辑理路，才能正确认识和理解处

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发展理念产生的历史根据及其实际地位。 

罗教授对于社会发展理念的理性反思，便是围绕6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展开的，成为一部对一段时期以来社会发

展理念进行反思的优秀成果。作者从价值论的角度深刻反省了人类发展困境尤其是发展理念上存在的难题，认为社会发展理念经

历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理念阶段”、“包含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发展理念阶段”、“可持续的发展理念阶段”、“弗朗

索瓦·佩鲁的新发展理念阶段”和“中国倡导科学发展理念的新阶段”，而通过这种考察，尤其是通过对以上各阶段发展理念特

征的比较，“发展的本质就是实现人的发展”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结论。 

在这种以世界为背景的理论思考基础上，作者进而考察了新中国社会发展观的演变历程，依据发展目标、发展标准、发展途

径、发展重点、发展方式、发展类型、发展动力、发展态势、发展层面、区域发展、发展结果等的不同，将建国以来的社会发展

观划分为起步发展观、政治发展观、经济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四个阶段，并且认为，这种阶段性的呈现根本上是由我国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所要解决的社会发展问题不同造成的。尽管前三个阶段对于发展的理解及其具体实施存在着某些问题，但它们都分别解

决了对应时期的社会发展问题，分别达到了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政治基础、提高生产力水平等目的，在理论的发展层面和经济的

发展层面上都与具体的历史环境相适应，并且为“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为目的的科学发展观”的产生和形成奠定了理论的和现

实的基础。由于作者的思考是结合了历史条件的具体的反思，是以详实而又充分的数据为基础的，因而其总结的“中国社会发展



观演变的启示”，就具有了让人信服的理论证据和事实依据，也为理论上思考GNH关怀问题准备了充分的实证依据。 

 

二、在反思中关注民生幸福问题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人”的问题始终是其理论思考的焦点。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

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确立的基本理论宗旨之一，就是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要求在实践中理解“全

部社会生活”。[1]罗教授秉持了这一哲学精神，始终围绕发展价值论和民生幸福问题来展开对GDP崇拜发展理念的反思，并且将

发展的价值目标定格为发展民生幸福上。 

从民生幸福的角度反思GDP崇拜发展理念，首先应该正确认识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的发展战略在民生幸福发展中的积极意

义。民生幸福的实现，显然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其基础。只有彻底改变建国之初“一穷二白”的现实面貌，民生幸福问题才

能获得它的物质基础从而进入人们思考的范围。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开展，GDP显著而持续的增长，使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

力得到明显提升，“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民生幸福的实现提供了

坚实的后盾。 

但是，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人们的幸福感却并没有随之表现为正相关发展，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的发展战略

甚至带来了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和沉重的道德代价等问题，使人们认识到“GDP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人们幸福感的增

加”。通过这一反思，作者将单纯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们普遍追求的幸福区分开来，确认幸福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进而分析道

德代价过大的原因，并寻求其合理控制的可行途径。不断追索的最终答案，要求我们改变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从“以物为中

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以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目标，并以之统领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价值目标。

在具体操作层面，则应该改变原有的以GDP为标准的衡量体系，而建立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极组成的

GNH衡量体系。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落实，恰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一内在需求相一致，是冲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瓶颈问题的

科学理论，有利于我国民生幸福的实现和不断发展。 

 

三、人与社会、自然的统一 

 

在作者的理论视域中，坚持价值论的致思理路，“人”始终是理论关照的核心，是全书得以展开的出发点，这也是马克思主

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归宿。但对“人”的过度强调，又会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自然关系的辩

证认识，往往有陷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危险。如何在理论上既强调“以人为本”而又避免此种错误倾向，是理论工作者必须考

虑的重要难题之一。 

费孝通在反思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时认为，“强调文化是人为何为人的性质”的观点存在着很大的困境，将

“文化”看作是一种独立于“人”的存在物，这“不仅把人和自然对立了起来，也把文化和自然对立了起来”。在反思自己的研

究一直“只见社会不见人”的基础上，费孝通倾向于将个人和社会、文化统一起来，强调社会学研究“不仅需看到社会结构而还

要看到人”，“这是社会和个人的辩证关系，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2]这与马克思“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

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3]的观点是一致的。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社会并不是独立于人

的另一存在物，而恰恰就是人本身。 

罗教授显然坚持了这一立场，因而在论述社会发展价值取向的不断调适时，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发展价值的重心由

经济移向了社会”，“将社会发展确立为发展的最高价值”，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以经济为重心与以社会为重心这两种发展观

都“遮蔽了人的发展和人的幸福在发展中的价值”，进而批判地指出，可持续发展价值观虽然“由物趋向了人”，但侧重点却在

人的生存条件的持续性，对于人自身的发展和幸福的实现及其社会价值则关注得不够。在个人与社会、自然的统一方面，显然只

能是以“人”为核心的统一，即在人的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主体尺度和客体尺度、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也正是基于这一立

场，对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及其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价值，罗建文教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从理论上建议政府应

以发展民生幸福作为基本理念，从政策制度体系和伦理文化体系的两方面为实现民生幸福提供现实的保障和道德的论证。 

总体看来，作者的理论思考对于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理念和确立当前的发展价值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正

如作者所说，幸福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所有一切外在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文化氛围、自然环境等都只是为人们的幸福提

供了可能，真正幸福的实现更有待于人素质的提升。限于理论论域的制约，作者主要探讨了政策制度、伦理文化等外在规范对于

实现民生幸福的意义及其可行方案，而缺乏对主体内在问题的讨论，而这也是民生幸福研究在此基础上可以继续关注的新理论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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