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男，汉族，1942年12月生，

安徽绩溪人，1964年4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59—1964年清华大学水

利工程系学习，1965年7月参加工

作，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

电站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

师。 是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创立者。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

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收入了胡锦涛同志在1988年6月至2012年11月这段时间内具有代表性、独创
性的重要著作，共有报告、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示等242篇，很大
一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发展观

        就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

根本观点。

        其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

观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 传统发展观又称工业文明的发展观，是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或仅仅追求

经济增长的一种发展观。

   1）传统发展观的基本特征

       “以物为本”其中“物”是指由经济增长而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和

积累。偏重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忽视对

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状态和人本身的发展。

   2）从传统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的转变

      由于传统发展观的发展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核心和目的，反映了资本

主义市场的主导取向，也是市场经济自发性表现。

   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肯定人的主体性意义，为人

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又容易形成“物”对人的主宰和奴驭，

使人陷入物化的泥潭不能自拔。人变成了“经济人”或者“经济动物”。



“高血压”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高”，就是经

济发展中的高能耗、高污染、高

成本。高耗能，创造同等数量的

GDP，我们所消耗的标准煤是世

界平均水平的1.8倍，是美国的

2.2倍，是日本的3.6倍，相应的

带来高排放、高污染，包括我们

最近这几年连续遇到的雾霾问题，

还有高成本，投入高，产出低。



“高血压”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血”，主要指生产、交通、食品等安全问题，
如踩踏事故，上海出现的踩踏的事故，导致人的非正常死亡。



“高血压”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压”，经济社会发展压力非常
的大，经济增长的压力，经济结构的压力还有社
会结构性压力，资源压力、环境压力等等。

中国稀土利用率只有10%，污染严重



Ø 稀土(rare earth)有"工业维生素"的美称。现如今已成为极其重

要的战略资源。稀土元素氧化物是指元素周期表中原子序数为

57 到71 的15种镧系元素氧化物，以及与镧系元素化学性质相似

的钪(Sc) 和钇(Y)共17 种元素的氧化物。

Ø 稀土元素在军事、石油、化工、冶金、纺织、陶瓷、玻璃、永

磁材料、农业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科技的进步和

应用技术的不断突破，稀土氧化物的价值将会越来越高。

Ø 世界稀土资源储量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其中，内蒙古包头的白

云鄂博稀土矿是以氟碳铈矿为主的，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芒廷

帕斯矿并称世界的最大矿之一。从产量来看， 2011 年中国稀土

约为9.7 万吨，稀土产品产量已经接近了世界总产量的90%，在

国际市场上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



中国的稀土储量最多时占世界的71.1%，目前占比在23%以下。

中国稀土储量在1996至2009年间大跌37%，只剩2700万吨。按

现有生产速度，中国的中、重类稀土储备仅能维持15至20年，

在2040-2050年前后必须从国外进口才能满足国内需求。

中国并非世界上唯一拥有稀土的国家，却在过去几十年承担了

世界稀土供应的角色，结果付出了破坏自身天然环境与消耗自

身资源的代价。

日本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四处寻找能够替代中国的稀土供应源。

东京计划投资12亿美元用来改善稀土供应状况。日本已经与蒙

古闪电达成协议，从本月起开发该国的稀土资源。另一稀土消

耗大国韩国也有类似的计划。本月初，韩国宣布将投资1500万

美元，在2016年前储备1200吨稀土。



　

Ø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

史性成就，但也承担了资源环境方面的代

价。当下，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

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

切。

Ø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到安吉天荒坪镇

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Ø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

纳扎尔巴耶夫大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

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

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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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  历史地位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第
一
节



形成    >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  历史地位

一.科学学发展观形成条件
Ø 1、现实基础
Ø 2、历史因素
Ø 3、国际背景

二.科学发展观形成过程
1、逐步形成
2、充实丰富
3、走向成熟
4、发展完善



•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
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基础上提出来的。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 1、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和新的阶段

性特征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Ø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
目成就，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Ø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进入三期叠加：
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
凸显期。

Ø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
征——8大特征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1）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生产力水平总体还不高。自
主创新能力不强，长期形成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
尚未根本改变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 （2）.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
机制障碍依然存在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3）人民生活总体小康，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根
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跪地求免赔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4）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
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艰巨
• 中国的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也是越拉越大： 
• ——经济总量的差距越拉越大。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

与此同时，中西部则相应下降。
• ——人均GDP的差距越拉越大。2017年各省人均GDP最高和最低相差16倍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王致中，17岁, 在贵州以背煤为生。一
筐煤40公斤，从煤坑向上爬100米，然后再
走1000米山路，挣1元人民币。。。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习惯明亮教室的我们 是否可以想象贫困地区孩子们在这样的学堂……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 （5）.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
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
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
革需要继续深化。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荒
唐
推
理
。
。
。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判决后的阴影。。。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 （6）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
益旺盛，人民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
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更高要求。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7）.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
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

•       ——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不和谐。 

n美国的文化产业的产值达9000亿美元。我国文化产业的产值仅有120多亿美
元 

n我国的卫生医疗体系，在世界卫生组织的191个成员国中，排在144名，比印
尼和孟加拉国还落后。 

n“新三座大山”：教育、住房、医疗（教改让家长发疯,医改让人提前送终，
房改让钱包掏光，小病拖，大病扛，重病在家见阎王 ）

n有些问题我们把握和处理得不是很好，一些矛盾没有得到及时的化解。如精
神文明建设、社会道德滑坡（见死不救、坑蒙拐骗）、诚信缺失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8）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
国家在科技上的优势和压力长期存在，风险增多，对统筹国内发
展和对外开放提出更高要求。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 2、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

十六大以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二是坚持把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
开放结合起来；

三是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
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

六是把发现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
质结合起来；

七是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
来；

八是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
结合起来；

四是坚持把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九是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集
合起来；

五是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
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

十是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

“十个结合”



• 3、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分析国际形势、顺应世界发展

趋势、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 （1）新世纪，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国际

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

• （2）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成就，但是世界

各国经济增长模式弊端也相继暴露。

• （3）我国面临一个总体有利，但不利因素增多的大环

境。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加快发展，就要把我国发展

放到世界的大局中思考，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努力取

得发展的主动权。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现实基础 历史因素 国际背景

条件 过程



• 2003年初，非典疫情迅速蔓延，集中暴露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

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逐步形成 充实丰富 走向成熟

条件 过程

发展完善





• 2003年7月在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更好的坚持协调发展、

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更加自觉地推定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

•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和内

涵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

人的全面发展”。 这是党首次以中央决定的形式（党的文件中）第一次

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和内涵。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逐步形成 充实丰富 走向成熟

条件 过程

发展完善



• 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就科学发
展的重要意义、深刻内涵、基本要求等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 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的决定》，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
重要内容。

• 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推动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

• 2006年3月，“两会”期间，胡锦涛强调，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
指导工作、研究问题，要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逐步形成 充实丰富 走向成熟

条件 过程

发展完善



•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期间，胡

锦涛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实

践基础、历史地位、科学内涵、

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逐步形成 充实丰富 走向成熟

条件 过程

发展完善



• 党的十七大后，来自国际国内经济政治以及自然界的严重困难和挑
战接连不断，考验着我们党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也推动科学发展
观的不断发展完善。

• 2010年10于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的本质要求，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
全面协调可持续，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十八大进一步强调，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
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
的思想武器。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逐步形成 充实丰富 走向成熟

条件 过程

发展完善



形成    >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  历史地位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和主要内容

第
二
节



（1）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善于抓住和用好机遇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第一要义 核心立场 基本要求

科学内涵 主要内容

根本方法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第一要义 核心立场 基本要求

科学内涵 主要内容

根本方法

“以人为本”中的“人”：
第一，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即马克思说的“每个人”、“一切人”；第
二，指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人”的主体和核心。

“以人为本”中的“本”，就是根本，就是出发点、落脚点。

•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第一要义 核心立场 基本要求

科学内涵 主要内容

根本方法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



• 发展为了人民

• 发展依靠人民

•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归

谁所有”、“谁怎样发展”的问题。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第一要义 核心立场 基本要求

科学内涵 主要内容

根本方法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



• 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全面发展——指发展要具有全面性、
整体性，不仅经济发展，各个方面都要
发展

     经济建设——物质基础  

      政治建设——政治特征

     文化建设——精神支撑

     社会建设——良好的社会环境 

     生态建设——良好的居住环境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第一要义 核心立场 基本要求

科学内涵 主要内容

根本方法



•      协调发展——指促进现
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
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
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
调。

         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相
互适应和协调，不是不计代价
的发展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第一要义 核心立场 基本要求

科学内涵 主要内容

根本方法

• 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 可持续发展——坚持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

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          ——不是竭泽而渔的发展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第一要义 核心立场 基本要求

科学内涵 主要内容

根本方法

• 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做到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统筹规划，兼顾
全面，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
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着力加强
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它是
我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
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是进行
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基本方针。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第一要义 核心立场 基本要求

科学内涵 主要内容

根本方法



• 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 

           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坚持“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
• 坚持八个统筹，处理好八个方面的重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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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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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十七大报告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第一要义 核心立场 基本要求

科学内涵 主要内容

根本方法

•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关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决
策，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赢得国际
经济竞争主动权的根本途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战略，积极稳妥推
进城镇化，是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
发展的重要措施，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发
展的重要动力。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科学内涵 主要内容

社会建设 生态建设 党的建设



•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

• 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方
面的伟大创造，是对马克思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村，充分体现
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广泛性，包容性。

• 坚定不移地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科学内涵 主要内容

社会建设 生态建设 党的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 科学发展观强调要树立高度文化自觉和自信，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快建设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
丰富文化文化资源相匹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适
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相承接
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方向。

• 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大众化。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科学内涵 主要内容

社会建设 生态建设 党的建设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

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从大社会着眼，落实

五个布局，又要从小社会着手，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科学内涵 主要内容

社会建设 生态建设 党的建设



•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 科学发展观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实际上就是要建设以资

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规律为准则，以可持

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科学内涵 主要内容

社会建设 生态建设 党的建设



• 党的建设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
宝。科学发展观强调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
根本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
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永恒课题。

• 新形势下加强党建设科学化水平。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科学内涵 主要内容

社会建设 生态建设 党的建设



• 除以上主要内容外，科学发展观还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坚持“一国两制”、推
进祖国统一，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重要思想
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发展观在内政外
交国防领域的运用和展开，它们共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形成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历史地位

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科学内涵 主要内容

社会建设 生态建设 党的建设



形成    >  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  历史地位

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第
三
节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接续发展

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
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理论 写入党章 写入宪法 历史地位

毛泽东思想 1945年中共七大 1954年没有写进宪法，
早在党的七大已经明确
规定为我党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第一个重大理
论成果

邓小平理论 1997年十五大 1999年宪法修正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开
篇之作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2002年十六大 2004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接
续之作

科学发展观 2012年十八大 ？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接
续之作

习近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
思想

2017年十九大 2018年1月19日十九届二
中全会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成果



谢谢观看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