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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若干问题论析》

前言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一甲子，60年旧貌换新颜。新中国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壮
丽篇章，必将作为人类争取自由解放和文明进步的光辉一页载人史册。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
党始终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6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中央要求，与时代同步
伐，与人民共命运，与实践齐发展，充分发挥了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
会的重要作用。　　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和学校事业发展的进程，在探索中
发展，在改革中前行，不断取得重要成果，涌现出了如吴宓、张敷荣、罗容梓、普施泽、方敬、邓子
琴、高振业、孙培良、邓胥功、苏葆桢、刘一层等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这其中蕴含的深刻理念，不仅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性指针，也为哲学
社会科学在新时期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92年10月，
学校召开了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意见》，对科研工作
的运行机制作了重大改革；明确哲学社会科学要加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
题研究，加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研究。这一时期，在学科建设
方面，获得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3个，硕士学位点24个，形成了课程与教学
论、基础心理学、教育学原理、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一批有影响的优势学科，走出了如熊正瑜、许可经
、张宗禹、刘又辛、魏兴南、何剑薰、刘兆吉、任宝祥、杨群章、黄希庭等一批知名专家学者。　　
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更加强调和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2001年至2002年间，江泽民在北戴
河、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关于重视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2004年，
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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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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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导论一、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形成1.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范畴2.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3.
基于战略全局高度的提出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方位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2.探索和
回答三大基本问题的地位3.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三、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基础1.立足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国情2.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3.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四、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1.发展是
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2.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3.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五、科学发展观的核心1.以人为
本的深刻蕴涵2.归根结底在人民3.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六、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1.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丰
富内涵2.把握四位一体总体布局3.坚持走文明发展道路七、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1.统筹兼顾的方法论
意义2.统筹兼顾的丰富内容3.掌握统筹兼顾的科学思想方法八、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基本路线的由
来及发展2.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3.一以贯之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九、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
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2.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3.在社会和谐中促进科学发展
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1.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2.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
协调性3.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十一、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1.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的关键2.把
加强党的建设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3.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十二、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1.继续解放思想2.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3.把科学发展观
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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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用过程中，优化人自身的素质结构及与相关事物之间关系的要素与结构，提高适应环境、认识事
物、变革事物、驾驭事物、创造事物与创造和谐关系的智能，提高人生的价值与精神境界。每个人的
发展，都是以他人和过去的社会发展为基础，以为他人和未来的社会发展创造与提供了多少有利的条
件这一客观实际为标志，不是以拥有的权力、占有的财富、获得的荣誉为标志，从而在实践上实现自
身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的互助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和谐发展，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具
体统一。　　经济学上的发展，是数量的增加、质量的提高、速度加快，效率的提升等，是为人的发
展，为人类个体、群体、整体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发展，创造与提供更有利的物质条件。　　政治的发
展，指制度健全、社会民主、管理科学，是为人的发展，为人类个体、群体、整体与自然万物的和谐
发展，创造与提供更有利的社会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社会运行条件。　　文化的发展，指文化产
品丰富，发展模式健全，是为人的发展，为人类个体、群体、整体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发展，创造与提
供更有利的精神条件。　　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人的发展，是在对立、转化、统一的相互作用
过程中，优化社会要素、组织与关系的结构，为人类个体、群体、整体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发展，创造
与提供更有利的社会环境——基础条件。社会的发展，是人类整体发展的综合表现，要通过人类个体
、群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发展来实现。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教育改革、各种社会改革，都
要用是否为人的发展（以人为本），为人类个体、群体、整体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发展（以和谐为本）
，创造与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这一客观实际，来衡量、评价、判断它的科学性、合理性、先进性。　
　发展观，是人们对发展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包括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动力、发展的主体
、发展的条件、发展的道路、发展的模式和发展的战略等，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
影响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　　第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范畴　　马克思主义不是从
来就有，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

Page 5



《科学发展观若干问题论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