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协调发展研究

《协调发展研究》一书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的基础上,系统阐

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

的党中央关于协调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并对协调发展的价值作了概括和提炼。本书的主要观

点、创新和学术价值是:

第一,准确理解协调发展的内涵,需要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从唯物辩

证法和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丰富而深刻的协调发展思想,既包括总体上的社

会整体协调发展思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思想,也包括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经济文化协调发展、

经济国防协调发展理论等。对此学术界尚缺乏深入发掘,本书首次对经典作家的协调发展理论作

了系统深入的考察。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协调发展理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内涵是变化的。本书尝试从建国后我国

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三个时间段,即“发展起步”期、“发展加速”期和“发展起来以后”的时期,

对中国共产党从“均衡协调”、“非均衡协调”到“整体协调”的发展理念之演进作出历史考

察,有助于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加深理解协调发展新理念的历史和理

论意涵。

第三,在新的历史时期,协调发展理念具有新的内涵、新的目标和新的功能。我国已进入“发

展起来以后”的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各国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往往呈现各种矛盾集中爆发,也存在

发展不协调、“短板”突出的难题。“发展起来以后”协调发展的特点是强调增强发展的整体

性,补齐明显的短板,不仅从经济层面,还要更多地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层面来考虑发

展问题。这就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布局,下好全国一盘棋,善于十个指头“弹钢琴”,着

力补齐发展短板,形成平衡发展结构,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第四,十八届五中全会在部署协调发展时提出,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出着力推动区域协调

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本书

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等层面,对这四个领域的协调发展理论和实践创新分别进行研究。其中,区域

协调发展章,着重研究如何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力布局优化,特别是实施“一带一路”

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和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及如何确立区域治理

新理念;城乡协调发展章,研究如何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打造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并对城乡

协调发展的重点即破解“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作了探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

展章,在梳理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关系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关于“两个文明”协

调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路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章,研究如何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

设,建立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使两者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

第五,协调发展理念的提出,既是对中国现阶段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是对发

展理论的新发展,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结构性矛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贡献了中国

理论和中国方案。“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是一个系统过程,不仅是经济的增长或单纯经济指标

的“跨越”,更重要的是实现经济社会结构的变革和转型,以全面协调发展避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

“低度发展”问题。这种“跨越”不仅具有“量”的意义,更具有“质”的意义。就此而言,中国

协调发展的理念和实践,既是对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人类发展进步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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