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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建设和人的全面

发展。在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实质的基础上,探讨了科学发展观的人文精神和现实意义,认为其人文精

神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把经济欠发达地区及弱势群体作为扶持和维护的重

点;实现更全面更现实的人文关怀;营造出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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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thesakeofpromotingeconomicconstructionandoveralldevelopmentofhumanbe-
ing,the3rdPlenarySessionof16thCongressofCPCputforwardtheoverall,harmoniousandsustain-
ablescientificdevelopmentconceptbasedonpeople-orientation.Basedontheconnotationandessenceof
scientificdevelopmentconcept,thispaperdiscussedthehumanityspiritandrealisticmeaningofscientific
developmentconcept,andpointedoutthathumanityspiritisreflectedinthefollowingfouraspects:first,

scientificdevelopmentconceptisthepeople-orienteddevelopmentconcept;second,economicallyunder-
developedareasanddisadvantageousgroupsshouldbehighlysupportedandassisted;third,humanistic
solicitudeshouldbefullycarriedoutandfourth,harmoniousatmosphereshouldbecreatedforthehu-
man’sall-round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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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首次

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胡

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和深刻

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

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这一精

辟的概述,深刻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

神实质。

实践证明: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我们所

面临困难的根本大计。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

以人为本。马克思指出未来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

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原则的社会形式”[2]。以人为

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也体

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了我

们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最根

本的动力和目的,它全面回答了我们的事业为谁发

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的分享等一系列基本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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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坚持以人为本,也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基本要求,是我们党

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

所在。
社会发展的主体要依靠人,最终目的是人的全

面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站在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

度,在遵循当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从中国基

本国情出发的基础上适时提出的。它是对历史经验

教训的总结和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是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和行动指南,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奔向小康社会的科学精神和人文

精神的最好展现。

  一、人文精神及其内涵

人文精神始于西方近代的文艺复兴时期,是一

种“人本主义”的社会思潮,亦称之为“人道主义”,
“人文主义”。它是西方哲学在两千多年探索一些未

知问题过程中培育起来的一种精神。
周国平教授在国家行政学院的讲演中说,人文

精神广义上是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
狭义上是指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

神学对人性的压抑,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

的贬低,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

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现代人文精神是一

种自由的人文精神,摒弃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对个

人价值的漠视,强调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根本,以人

为最高价值,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
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人文知识和精

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2]。
简单地讲,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

的精神,是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给予充分尊重,以及由

此而衍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人性、理性和超越性,

它以人的生命为本,以人的发展为本,以超越和自我

实现为本。在不同的时代,人文精神的特点和重点

是不同的,它是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人性

观、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
人文精神关注人的生存,它体现在多层次、多角

度,不仅是物质上的关心,而且是精神上的关怀;人
文精神关注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通过生产力

的发展来实现的,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充分发展作

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3],生产力的

发展更大程度地使人获得自由和权力,为人的全面

发展奠定现实的物质基础;人文精神尊重人的价值,
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基本权利,它体现在尊重每个

个体的主体意识,有权选择人的自我价值。

  二、科学发展观的人文精神

1.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

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4]。
第一次以科学的实践观揭示了人的本质,人是社会

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是物质生产活动的

主体。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是指人的活动、能力、
个性及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是“人化自然”与“人化

自我”过程的有机统一,同时强调人的自由和全面发

展的目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国虽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追求人的自

由和全面发展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广
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

者,是社会的主人。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

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可持续协调发展,
这些论断充分表明了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人

文关怀的继承和发扬,蕴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

2.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区域经济发展

在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

基地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是重点扶持的地区,农民是

最大的弱势群体,也是中央最关心和维护的对象。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重点在中西部地区和一些老工

业基地,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计划及

振兴老工业基地等措施,中央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

人才,有力地支持了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建

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区域之间的发展得到了平衡,贫富差距逐渐缩小,经
济效益逐步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在对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中央不断出台

文件和政策,解决“三农”问题,维护弱势群体的利

益,通过免税,补贴等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

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使他们得到了更多的实惠。

总之,党中央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

区域发展,解决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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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人民群众利益,关心维护弱势群体,表现出

了政府的人文关怀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文

精神。

3.科学发展观倡导更全面、现实的人文关怀

科学发展观倡导全面、可持续、协调发展,就是

要使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得到

全面,可持续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贯彻以人为本的

主线,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大力发展生

产力,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提供充足的

物质基础;就必须切实保障人民的政治权益,充分扩

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充分尊重和体

现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力,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

要求;就必须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

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保障人民群众受到良好教育的

权益。
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放在第一位,为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使人

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得到更

全面、更现实的人文关怀。

4.科学发展观着眼于营造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

社会氛围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社会和谐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古之“大同”,今之“和
谐”,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提高

民主、政治地位,正确处理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不
断提高社会的公平正义水平,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

睦友好关系。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营造出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

社会氛围,“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取向,而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恰恰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最高境界,
我们今天通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努
力践行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使经济发展、人的全面的

发展、生态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发

展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相互和谐。

  三、科学发展观人文精神的意义

1.始终围绕人的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人文关怀

邓小平同志指出,“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

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好起来”[5]。
江泽民同志指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我们

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6]。胡锦涛同志

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做到发展为人民、发
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7]。科学发展

观始终围绕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文关

怀。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始于西

方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它提倡自由、民
主、平等、正义,把人从对神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
恢复了人的主体地位。但西方的人文主义又有一定

的狭隘性和虚伪性,每个人的权力和发展,在一定的

社会及历史时期内受到社会物质发展水平的制约,
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人文精神是以少数人的

平等和自由建立在多数人的不平等、不自由的基础

上,不可能实现社会真正的民主、平等、正义。
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是更加关怀人、爱护

人、尊重人的价值的社会,社会主义的人文精神是把

人的价值实现置于现实的物质运动基础上,保障人

的自由、平等的权力,这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同之

处,资本主义颠倒人和物质的关系,人成为物的奴

隶,而社会主义中物要从属于人,经济发展服从于人

的发展,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科学发展观

最终落脚点都是围绕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

标,因此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具有现实的意义。

2.弥补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人文关怀的不

足,实现科学发展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

从东欧巨变到苏联解体,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

中缺乏人文关怀,没有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和

提高,人文精神遭到扭曲,因此执政党最终被人民所

抛弃。
我国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及文化大革

命期间,一度没有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生产关系不适

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持续

发展。十年动乱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人民的衣食住行得不到保障,人权遭到侵犯,严重缺

乏人文关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不到应有的

体现。
科学发展观积极遵循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

观规律,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以人为本,以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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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主体地位,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

性,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实现了科学发展与人文精神的整合,使之形

成有机的统一体,弥补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不足,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贡献。

3.确立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

人的发展不仅仅是指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

求,还包括政治、文化、生态环境、资源共享等方面的

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创造社

会财富的过程中,人的发展更全面,除了物质生活水

平的提高外,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建设

也是靠人来完成的,因而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

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精神、政治、
社会文明的首要动力和源泉。因此,以人为本,促进

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文精神,是与马克思主义、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

进的科学理论的重要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了

目标,指明了方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

动指南。

  四、结语

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

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文精

神,其核心是以人为本,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谋福

利,解放人,发展人,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实现人

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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