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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

涛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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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

方法是统筹兼顾。”[1]统筹兼顾作为实现科学发展观

的根本方法，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我们只有深刻

领悟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

神实质，把握该思想的精髓，才能运用这一方法实

现科学发展，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

坚定性。

一 统筹兼顾的哲学意蕴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

统筹兼顾，统筹兼顾作为一种方法，它既体现了马

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也是这一思想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具体应用，统筹兼顾思想具

有深刻的哲学底蕴。

（一）统筹兼顾思想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

系的观点

唯物辩证法指出世界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任何

一方面的发展都与其它发展相联系，相依存，世界

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联系是指事物之间以

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

系。这一哲学思想要求我们用全面和联系的观点

看世界。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

能否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

义国家关键在于我国的发展，而这种发展不是片面

的发展而是全面的发展。统筹兼顾思想正是运用

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去解决当前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诸如城乡发展差距拉大，

区域发展不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人与自然

不和谐，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不协调等等。正是在

此基础上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2]这“五个

统筹”的主旨就在于解决发展链条中的断裂与失

衡，通过“五个统筹”实现各个要素之间的良性互

动，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面发展。

（二）统筹兼顾思想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对立统

一的思想

唯物辩证法指出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时

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矛盾即对立统一。这一思

想要求我们要用矛盾的观点去看待问题，用矛盾的

分析方法去解决问题，学会一分为二、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是没有矛盾，也存在着不和

谐，这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拉大，收入差距拉大，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矛

盾是正常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对现有矛盾

进行分析和研究，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去解决矛

盾。统筹兼顾的思想在正视矛盾的基础上，从整

体、全局角度去分析矛盾，统筹发展，在“统筹”的前

提和基础上去“兼顾”，没有统筹就不会有兼顾。统

筹兼顾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体。

二 统筹兼顾的核心价值是实现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

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3 ]，价值

是表示主客体关系中的一种“关系质”或“关系

态”。[4]统筹兼顾这个客体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我

们党为主体的需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

发展，统筹兼顾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其

目的在于实现科学发展，统筹兼顾的核心价值是实

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统筹兼顾是从战略的角度统筹发展

统筹兼顾在三大层面上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

展做出了统筹规划。其一，在宏观层面上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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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我们不仅要注重内因，

也要考虑好外因。马克思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离

不开各种环境条件的制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有助于为我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开阔

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

有助于我们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机遇，应对

风险挑战。其二，从中观层面上统筹中央和地方关

系，中央是我国大政方针的制定者，地方是具体实

施者，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关系到科学发展

观的实现。具体而言，中央在制定政策方面应该尽

量满足不同地区的需要，而地方要自觉服从中央的

领导，具备大局意识。其三，从微观层面上，提出了

“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运用统筹兼顾

思想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落实。

（二）统筹兼顾的目的是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同

时也出现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

不合理以及可持续发展压力增大方面的问题。首

先，城乡发展不协调。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展模

式下，农村发展落后与城市的发展，表现得尤为突

出的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1978年城乡收入差

距为2.2：1，1997年为2.5：1，2003年扩大为3.3：1[5]如

果把各种社会福利考虑在内的话，有关专家指出城

乡收入实际差距为6：1。其次，区域发展不协调。

目前我国东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明

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发展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的

发展，西部地区的人均GDP不到东部地区的40%，

按国家统计局现行方法计算，2004年西部和东部地

区人均GDP比例为1：2.6，中部和东部地区1：2.06，

西部和中部地区为1：1.26。[6]再次，经济社会发展不

协调。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尤其是各项社会

事业相对落后，教育经费、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在教

育经费投入方面我国教育经费低于GDP的3%，据

联合国2003年HDI报告指出，2000年卫生保健公共

支出占GDP的百分比，美国5.8，日本6.0，法国7.2，

德国8.0，中国仅1.9 [7]，而且可持续发展压力增大。

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得我们将不得不面

临前所未有的资源能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严

峻挑战。不少专家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最大

问题并不是电力、钢铁供求紧张，投资增长过快等

等，而是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新机构危

机”。[8]

面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果长期无法解

决将会造成大量的社会矛盾，威胁社会稳定，影响

我国发展的质量。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

本方法其目的就是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只有做

好“五个”统筹，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 统筹兼顾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
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

本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统筹兼顾作为实

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其主旨就是要维护好、

实现好、发展好人民利益，通过保障人民利益实现

社会的公平正义。

（一）统筹兼顾的最终落脚点是人民利益

胡锦涛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

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

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9 ]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使利益关系多元化，利益主

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和利益冲突更加复杂。要理顺

各种利益关系，协调好各利益主体的关系，必须整

合各种利益，而统筹的实质就是利益整合。无论是

“五个统筹”还是“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

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

和长远利益，还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其最终

落脚点都是人民利益，都是为了惠及人民，让人民

共享发展成果，通过统筹兼顾真正做到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统筹兼顾的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的理念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价值

追求，也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进行制

度创新的重要依据，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

的基本准则，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

准。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是人类

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统筹兼顾

就是要处理好各种社会发展的各种利益关系，切实

做好利益调整工作。当前，在我国的城乡之间，地

区之间，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利益

失衡现象，存在着不平等，不公平的问题。如果这

种不公平现象继续发展下去，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是

一巨大的威胁。统筹兼顾其实质就是针对当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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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分配格局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协调个人之间，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协调好个人利益和集

体利益的之间的关系。当然这种调节不是回到平

均主义，大锅饭状态，而是把社会分化控制在一定

范围之内，同时在社会分化中给各个社会成员和不

同地区留下适当的利益空间，避免利益的不合理流

动导致分配不公。通过统筹兼顾，充分调动人们的

积极性，使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有效地协调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促进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

结语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能否开

好局关键在于能否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在全球经济

复苏的大环境下，我国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和发展中

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需要用统筹兼顾的方法解决的

问题也越来越多，然而发展中的问题需要深化发展

来解决。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们

只有多角度理解“统筹兼顾”深刻的思想内涵，才能

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深入践

行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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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ation concept is the fundamental method to realiz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is idea has a
profou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It reflects the core idea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of Marxism. Its core value is to
achieve sound an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ultimate goal is the balanced interests of the people，which
deeply reflects the core idea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is to regard people as the foundation.

Key words: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Overall Planning；Thought

（责任编辑：胡金频）

··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