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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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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坚持问题导向，致力于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创

新发展理论，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科学

发展观，再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关于发

展的思想和理念日臻成熟、不断完善。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要任务，

同一个命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蕴和不同的侧重点。今天我们讲“发展才是

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当然不能把发展狭隘地理解为仅指经济发展或生

产力发展，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是各个领域相互

协调的发展。所以，发展仍然是硬道理。随着中国的发展向纵深推进，一系列

社会矛盾和问题必然随之凸显并变得错综复杂。在前期渐进式探索的基础上，

我党又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发展起来以

后的问题。新发展理念，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实际，直指中国发

展新阶段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更加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把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与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发展观

以新的时代内涵，是我们党发展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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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这一

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国情不断深入思考

的重大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

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的重要理论，为扭转

我国贫穷落后局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

了理论支撑。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科学发展

观的基础上，适时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今天，中国的发展

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发展的代价、问题和

矛盾出现的时候，有些人开始质疑发展理论、质

疑“发展才是硬道理”，甚至对发展理念的更新

不屑一顾。鉴于此，重思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

的进路，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一个很有意义

的重大时代课题。

　　一、发展还是硬道理吗？

作为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马

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推进人类

社会的文明进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改

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中

国贫穷落后的国情，更加强调发展的重要性。

邓小平所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简单明了

却又厚重有力，其要义为之后的历代中央领导

集体所传承，并根据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新的内

涵，如“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

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依然是当

代中国的第一要务”等。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是历史发展的助推器。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今天这样大的进步，得益于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继承与

创新，得益于对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这是不争

的事实。然而近年来，面对中国的发展状况，有

些人却对曾经坚信的发展理念产生了疑问：中

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发展还是

“硬道理”吗？还是“第一要务”吗？比这种疑

问更为严重和错误的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即认

为中国今天出现的社会不公平和生态环境破坏

等问题，正是我们过去过于强调发展、不惜一切

代价搞发展、为了发展什么都不管而导致的

结果。

这些观点都是片面和错误的。道理很简

单，不能因为今天的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就质

疑当时讲发展讲错了，就质疑发展是硬道理的

正确性，就认为是这一论断催生了今天中国的

很多问题。俗话说，不能因噎废食。在发展这

个问题上也是如此。不能因为出现了问题就认

为坚持发展不对，就认为过去的发展不对。任

何发展都会伴随着一定的代价，一点代价都没

有、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发展是不存在的。上述

对发展问题的理解之所以出现偏差，是因为他

们认定发展就是仅指经济方面的发展、生产力

方面的发展。不过，如此理解发展，也是有一定

根源的。考察这个命题提出的语境可知，发展

起初确实主要就是指经济发展，这是邓小平所

极力强调的。他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

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

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

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

的。发展才是硬道理。”［１］这里所说的“发展”

显然指的主要是经济发展，而且是更偏向于效

率、突出快的经济发展。这一论断与中国当时

急于摆脱贫穷落后局面的客观状况密切相关，

因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在经济水平比较低、

不发达的情况下，即使更加强调社会、政治、文

化方面的发展（实际上也在同步进行），也注定

难获成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要任务，

同一个命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蕴和不同的

侧重点。今天我们讲“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

是第一要务”，当然不能把发展狭隘地理解成

仅指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如果我们还把发

展作这样的理解，那就有损于这个论断的丰富

内涵，这样的“发展”确实也不应该再作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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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发展”有着丰富的

内涵。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是事物质的飞跃，

是事物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运动，不是事

物在数量上的简单增加。具体到社会的发展而

言，它不是指对社会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一种

全方位的改造过程，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过程。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本矛盾辩证

运动的结果。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力量，是社会

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

然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最终引发

社会的变革。

发展最终要落脚到人的发展上，生产力发

展只是人的发展的基础。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

规律，就应牢记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这也是对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的遵

从。但生产力发展绝对不是社会发展的全部。

一味追求生产力发展，会使社会发展失去方向。

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以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全

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从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向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转变的发展，因而要“全面推进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２］。这是中国在谋求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发展，这里

所说的发展不仅是指社会的全面和全方位的进

步，还是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

当下，中国的发展正在走向全面发展，我们

必须立足于时代发展这个新趋势来理解“发

展”这个范畴。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并对

生产力作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释，赋予其更

为全面的意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

“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对生产

力标准必须全面准确理解，不能绝对化，不能撇

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来理解生产力标准”［３］。

强调要联系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来理解生产力，

强调要联系生态环境来理解生产力，这充分说

明我们今天所讲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是各个

领域相互协调的发展。这也说明，发展仍然是

硬道理，只不过，我们今天讲的发展是全面发

展，而不是局限在经济领域的片面发展。

　　二、发展能解决发展后的问题吗？

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取得了辉煌成就，也

付出了高昂代价。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的发展

中国家，在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中国肯定会

比发达国家面对更多的发展问题。我们既要解

决发达国家在过去曾经遇到的问题，同时也要

面对它们当前正在遭遇的问题：传统发展问题

与现代发展问题交织在一起。我们在一个较短

的时间内完成了发达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内完成的社会变革，也必然要面对资源与环境

的高强度开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就是发展

的“时空压缩”现象。当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

过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时，也就把各种

本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集中在了同

一时空。

随着中国的发展向纵深推进，一系列社会

矛盾和问题必然随之凸显并变得错综复杂。对

发展后会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早有预见，他晚年

曾经说过：“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

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

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

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

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

时少。”［４］他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不发展有不发

展的问题，发展起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邓

小平对“不发展的问题”和“发展起来后会出现

的新问题”的区分和强调，对我们今天思考中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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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发展问题有着重大指导意义。

当代中国从不发展的状况中走出来，已经

开始发展起来，成了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自

然也就要面对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中共十九

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５］，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

以看做是对发展后出现的新问题的回应。我们

以前面对的问题如果说只是不发展的问题，那

么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有不发展的问

题，还有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也就是不平衡不

充分发展的问题。如果说不发展的问题主要是

普遍贫穷和落后，主要是生产力层面的问题，那

么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则是发展不平衡、贫富

差距扩大，主要是生产关系层面的问题，当然还

包括腐败问题、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

道德信念趋弱等问题。不发展阶段要解决的主

要问题是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发展起来

以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则就变成了解决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需要，即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安全、环境等更高层次的追求。

面对这种状况，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当今中

国并不是说只有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已经没

有了“不发展的问题”；不能因为看到中国的发

展成就，就以为中国就可以不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了，就可以以其他领域的建设为中心了。那

些动不动以生态问题、公平问题、民主问题为理

由来否定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人，实则是无视中

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现实，无视一些边远地区和一些农村地区还

比较落后的事实。只要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

就必须重视经济建设，必须把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作为兴国之首要，着大力解决不发展的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强调，发展仍然是解决当代

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仍旧是当务之急、长远之

策，仍旧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现实问题。所以，一

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

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

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如此表述，可

能会被冠之为“发展主义”的恶名而受到批评。

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发展带来了那么多

问题，还想再用发展来解决，怎么可能？怎么应

对这种诘难？我们可以反过来问：如果说发展

不能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难道要依靠不

发展来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吗？不发展怎

么能行？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陷入到发展还是不发

展的非此即彼的逻辑中，而是要以科学的发展

理念来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我们可以做

一个断言：如果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是为了解

决不发展问题而提出的，那么科学发展观就是

为了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而提出的。用科

学发展来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这与“发

展主义”是两码事。

一谈到科学发展，有些人就可能会不自觉

地将其与“不管黑猫白猫”式的发展、“摸着石

头过河”式的发展对立起来，抱怨我们为什么

不早一点儿科学发展呢？现在才讲是不是已经

晚了？以今天的眼光来评价，以科学发展的标

准去评判，当然很容易看到改革开放初期指引

我们大力发展的这两个命题的局限。但我们不

能由此而忽略渐进式探索发展的价值，唯有如

此才能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去修正发展过程中出

现的偏差，才能尽可能、最小程度地规避改革所

带来的各种风险。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摸索式发展为今天的

科学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而且，再科学的发展

也离不开实践探索，再顶层的设计也不能离开

“摸着石头过河”。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

论给出的结论！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渐进

式、系统化的历史性工程，既有全面性，也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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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讲它具有全面性，是说它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讲它具

有阶段性，是说它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而是分

阶段、分步骤进行并实现的。这种渐进式的、从

生产力开始的、落脚于全面发展的发展之路，是

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

　　三、新发展理念“新”在哪里？

坚持问题导向，致力于解决中国的发展问

题，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理论，从

“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

一要务”，到科学发展观，再到“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关

于发展的思想和理念日臻成熟、不断完善。但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并不这样理解，他们并不

认为后面的理论是对之前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反而认为是对之前理论的否定，甚至认为原来

的发展理论不管用了，或者说本来就是有问题

的，所以才提出新的理论去修正原来的理论。

有人将科学发展观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

立起来，从而否定科学发展观同之前发展理论

的一脉相承性，认为我们今天强调以人为本，就

是因为我们过去是以物为本，现在由以物为本

走向以人为本，就是旧发展理念向新发展理念

的转变；还有人认为，新发展理念是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它是对以人为本的反驳，以人为

本现在就不要再提了；有人搞不明白，科学发展

观已经很完善了，为什么还要提新发展理念，这

个“新”新在哪里？有些人片面理解当前所提

出的新发展理念，认为这一理念是对科学发展

观的简单重复，或是对科学发展观的部分否定，

由此割裂新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内在

联系；对理论持悲观态度的人则将理论一棍子

打死，认为再好的发展理论都无济于事，因为中

国的生态环境并不是越来越好了，而是越来越

坏了，不改变现实，再好的理论也没有用。

看不到中国每个阶段的发展理论所起的作

用，看到中国出现的生态代价就认为发展理论

不管用，这本身就是对理论的偏见。若没有各

阶段发展理论的指导，就没有中国今天的进步；

若没有发展理论的与时俱进，就没有中国持续

发展的动力，甚至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以至于解

决不了今天发展遇到的难题。当然，当前中国

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并不是肯定哪种理

论或否定哪种理论就可以解决的。前人针对当

时的背景，就当时的问题作出了必要的理论努

力，今天轻易地去否定它，不是正确的态度。没

有前人所提出的发展理念，不可能提出今天的

发展理论。今天所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理

所当然应由现在的人来解决。我们不能用今天

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

前人，不能苛求前人提出只有后人才可能提出

的命题、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否

则，既是对前人不公，也是为当代人推卸责任找

借口。只有明晰了这一点，我们对当代中国的

发展理论才能有一个理性而深刻的认知。

发展理念的创新根源于时代发展的需要。

时代的进步必然催生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理

念、发展思路必然随着发展实际的变化而变化，

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就是毛泽东所讲的

“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

史的统一”［６］。任何理论都是在继承基础上的

创新和发展。我们不能一讲到新发展理念，就

否定以前的发展理论。新发展理念的“新”是

继承创新的“新”，而不是以新代旧的“新”。

新发展理念之“新”，在于它是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产生的发展理念，它基于当前中国实际，

聚焦中国现实变化，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

性新特征即经济发展新常态。在经济发展方式

方面，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

型集约增长；在经济结构方面，正从增量扩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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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在

经济发展动力上，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

长点。总体而言，新发展理念立足的客观实际

就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离开经济发展新常态，就

没有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之“新”，在于它是为了解决新

常态下的新问题而提出的，直指中国发展新阶

段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具有鲜明的问题

导向。“创新”注重解决的是发展的动力问题；

“协调”注重解决的是发展中的不均衡问题；

“绿色”注重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

“开放”注重解决的是内外联动问题；“共享”注

重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重点是分配）问题。

很显然，新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

路，确立了接下来发展的五种价值标准，即反对

停滞不前、失衡冲突、透支环境、封闭狭隘、分配

不公，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未来应如何走好中国道路的清醒认识。

新发展理念之“新”，在于它更加突出了人

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为突出地强调了“依靠

谁发展、为了谁发展”这一发展中的根本问题、

原则问题，而且还把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与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

结合起来。新发展理念尤其强调实践维度、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玄

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理论层

面，而是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

所以，新发展理念不等于发展实践本身，要赢得

掌声，还得靠实践。因此，推进新发展理念的践

行，在实际工作中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接下

来我们要思考的重要课题，也是破除“发展理

论无用论”的主要对策和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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