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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与恩格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理论的基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 协调发展

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科学发展观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理论要旨的基础上 , 结合时代特征

提出了科学而具体的协调发展理念 , 凸显了协调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 , 确立了以人为本理念对协调

发展的统领 , 实现了协调发展与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整合 , 抓住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协调主线 , 建构了

一种以五个统筹为轴心的协调发展路径, 把人类社会对协调发展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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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高屋建瓴地指出 :“科学发

展观 , 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

承和发展 ,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

体现 , 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 是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这一论述表明 , 科学发

展观作为既富有马克思主义品质 , 又与时代精神契合的发展

理论 , 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成果。本文以科学发展

观中的协调发展理念为视角 , 探究协调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

义渊源 , 梳理协调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脉络 , 在此

基础上全面分析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理论的

当代拓展 , 旨在从一个微观的角度 , 阐释科学发展观作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坐标的理论品质 , 以就教于同仁。

一、协调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渊源

19 世纪四十年代 , 面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诸多矛盾以

及由此而生的发展阻力 , 马克思与恩格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

普遍规律出发 , 深入探究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并积极寻求应

对之策 , 由此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理论的基石。

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理论, 总的来讲就是马克思主义所

倡导的, 以协调为基本法则, 积极应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

与冲突, 寻求社会发展的有效合力, 从而实现人类社会良性有

序发展的发展理论。马恩认为,“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

不存在的”, [2](p101)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

间中, 并且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社会的发展同样是一个矛

盾交错的过程,“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

进行的( 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 ”, [3](p487)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之间, 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所谓协调发

展 , 就是以正确认识矛盾为前提 , 科学有效地协调各种矛盾

和不均衡因素, 实现良性有序发展。在哲学分析的基础上, 马

恩从三个方面对协调发展理论进行了具体阐述 : 一是社会的

整体发展层面 , 马恩认为 ,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 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矛

盾。“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

规律 , 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

西”。[4](p119)协调发展, 根本上讲就是要协调好生产关系与生产

力,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二是社会经济发展层

面, 马恩在研究了社会产品总量和产品结构均衡性的基础上

指出,“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 只不过是

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5](p94)必须保障各种

物质产品的供求均衡, 即各个社会生产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

比例关系, 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合理。三是人与自

然界的关系层面, 马恩认为人类社会要取得可持续的发展, 就

应该不断实现与自然界的协调统一, 而资本主义社会在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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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来的盲目性和反自然性, 破坏了这种统

一。“肮脏, 人的这种腐化堕落, 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

而言), 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 日益腐败

的自然界, 成了他的生活要求。”[6](p134)因此, 马恩告诫人们,“不

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

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7](p517)马恩关于协调发展的一系列

论述, 不但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理论的基础, 而且建构

了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理论的基本框架。

二、协调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脉络

协调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得到了进

一步的丰富和完善。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 针对我国

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的诸多矛盾与不协调因素 , 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等文

章中深入系统地阐述了协调发展的思路。毛泽东科学分析了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对立统一 , 明确指

出“世界是由矛 盾 组 成 的 , 没 有 矛 盾 就 没 有 世 界 , 我 们 的 任

务 , 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8](p124), 处理各种矛盾关系的基本

方法是“统筹兼顾 , 统一协调”。与此同时 , 毛泽东准确认识到

当时存在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

事实 , 提出要“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 , 并且懂

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8](p22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 , 邓小平同志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理

论支撑 , 进一步丰富了协调发展理论。邓小平认为 , 必须坚持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统一的原则 ,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与

此同时 , 邓小平指出 , 要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协调统一 , 二

者不能有所偏废。邓小平还特别把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置于

发展的全局来考虑 , 强调 “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 ,

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 , 不能单打一”。[9](p250)在邓小平理论的

指引下 ,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对协调发展

理论进行了探索 , 1995 年 , 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 化 建

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 , 江泽民概括了我国现代化

发展的十二大关系 , 深入诠释了产业与产业之间、区域与区

域之间、所有制与所有制之间的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 , 指出

“我们要善于统观全局 , 精心谋划 , ⋯⋯做到相互协调、相互

促进”, [10](p461) 从而把协调发展的理念提升到了更为突出的位

置。21 世纪初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 更是高屋建瓴

地建构了一个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共同跨越的

协调发展蓝图。

三、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理论的时代拓

展。

作为时代的强音 , 科学发展观禀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理论品质 ,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理论要旨的基础上 ,

创造性地予以完善和发展 , 并结合时代特征提出了科学而具

体的协调发展理念 , 把人类社会对协调发展问题的认识提升

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1.凸显了协调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

在科学发展观以前 , 协调发展理念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如果说是重要和不可或缺的 , 也大抵只是停留在广泛的形式

层面和狭隘的实践层面。和我们这个社会许多有价值的符号

一样 , 协调发展的观念时常被人们所遗忘。而科学发展观的

提出 , 第一次把协调发展摆在了全局性、决定性的历史高度。

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 , 协调发展由一个形式上的概念转化

为一个实质上的概念 , 协调的理念不再形同虚设 , 而是作为

指导发展实践和衡量发展绩效的真切指标为人们所推崇 ; 协

调发展由一个局部性的概念转化为一个全局性的概念 , 协调

的理念不再局限于某一个行业、地区或者领域 , 而是成为一

个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进行综合平衡的总原则 ; 协调

发展由一个后置的概念转化为一个前置的概念 , 人们不再将

其视为某一发展理念的补充和附属 , 而是将其视为根本性的

指导方略。科学发展观将协调发展置于前所未有的理论高

度 , 深化了人们对于协调发展价值性的科学认知 , 突显了协

调发展理念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地位。

2.确立了以人为本理念对协调发展的统领。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在以人为本理念的统领

下 , 协调发展的终极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

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11](p104) 乃是科学社会主

义的价值目标 , 科学发展观禀承这一价值目标 , 强调协调发

展最终是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长期以来 , 我们过

分强调物质的增长而忽略了人的发展 , 协调发展就是要改变

过去重“物”而轻“人”的观念错误 , 让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

服务 ; 在以人为本理念的统领下 , 协调发展充分考虑了人的

利益需求和利益关系。所谓协调 , 归根结底乃是对利益的协

调 , 而利益主体乃是个人 , 不但“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 都

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12](p82) 而且社会范畴内一切利益的实现

都是人的观念和行动的产物。协调发展就是既能够满足一部

分人利益实现的需要 , 又不破坏另一部分人利益实现的需

要 , 在不断促进利益增长的同时 , 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利益

的协调与整合。在以人为本理念的统领下 , 协调发展着力于

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人不但是协调发展的最终目的 ,

同时也是协调发展的实现手段。协调发展作为一种科学的理

论预设 , 其实现归根到底还是有赖于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

无论是对思想观念的协调 , 还是对现实矛盾的整合 , 都应该

积极有效地动员、组织、发挥人的力量。用以人为本的理念统

领协调发展 , 科学发展观破解了为什么协调、协调什么、怎么

协调的难题 , 为协调发展标明了出发点和立足点。

3.实现了协调发展与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整合。

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发展理念 , 既是协调的发展 , 又是

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 虽然

各自有其不同的理论要旨 , 但就其最终归宿而论 , 都与协调

发展殊途同归。将协调发展与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并列一体 ,

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发展理念 , 乃是科学发展观对协调发展的

又一理论完善。一方面 , 全面发展是协调发展存在的前提。如

果社会的发展只是局限于某一个狭隘的产业或者地理范畴 ,

那么就不存在协调的问题。只有当人类社会处在全面发展的

进程中时 , 才会出现不同领域、区域、产业间的冲突和矛盾 ,

才需要有一种力量对这一系列矛盾和冲突进行协调与整合。

另一方面 , 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协调发展的基础。协调并不意

味着只是求得不同主体间暂时的妥协与安稳 , 而是应该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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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未来 , 实现一种既适用于当前又不失效于未来的可持续和

谐。当协调以可持续为基础的时候 , 这种协调就不仅仅是一

种战术选择而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战略安排。

4.抓住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协调主线。

科学发展观自始至终突出一条主线 , 即经济与社会的协

调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 , 是科学发展观在当前

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梳理出的主要矛盾。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

发展不可分割 , 然而发展的实践却往往以其中的一个领域为

主导而忽视了另外一个领域。由于饱受物资匮乏之苦 , 自改

革开放以降 , 我们对经济发展的重视与日俱增 , 却在一定程

度上忽视了社会发展。近三十年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物

质增长的同时 , 也使得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层出不

穷。一方面 , 随着经济利益的不断增长 , 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

大 , 利益分化日趋严重。利益分化引发新的利益聚合 , 从而造

成了社会阶层的广泛流动与急剧分离。另一方面 , 出于对各

自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 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冲突与对立日益严

重 , 为赢得一席之地并获取自身利益 , 市场主体的恶性竞争

行为与政府的“寻租”行为屡见不鲜。以上种种 , 指向一个共

同的事实 , 即社会发展不但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 , 而且已经

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基于此, 科学发展观把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作为协调

的主线, 力求扭转当前的尴尬局面。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即

经济的发展以不破坏社会的和谐为基本前提, 并且不断促成

社会和谐的实现。基于此, 任何以牺牲社会和谐为代价的经济

发展都变得不可取。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即社会发展不再成

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转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有效推动力。基于

此, 社会和谐成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外围环境。发展是解决

一切问题的关键, 要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首要就是大力

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实现

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关键还在于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

事业的发展, 包括安全、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改

善, 还包括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就业环境的改善, 但凡种

种, 都可以同时起到缓冲社会冲突并优化经济环境的积极作

用; 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 还必须不遗余力地捍卫社会正义。

正义既是社会和谐的命脉, 也是经济行为的准则。要完善社会

保障制度, 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避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

蔓延 , 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 使得社会的

每一个成员都能相应地享受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福利。科学

发展观突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这一主线, 牢牢抓住了协调

发展的关键, 其意义不仅在于协调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更在

于突出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地位, 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构建出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四位一体的总体格局。

5.建构了一种以五个统筹为轴心的协调发展路径。

发展进程中所存在的现实矛盾 , 集中表现为城乡差距的

拉大、区域发展的失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人与自然关

系的紧张、国内发展与对外发展的冲突等五个方面。面对这

些矛盾 , 科学发展观建构了一种以五个统筹为轴心的现实路

径 : 统筹城乡发展 , 旨在遏止业已出现的城乡二元化趋势 , 不

断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 走上城乡结合、

优势互补的协调发展道路 ; 统筹区域发展 , 旨在缩小东部与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 , 不断聚合中西部地区自身的发展优

势 , 实现不同区域间在技术、人才、经验、信息等各个方面的

共享 , 兼顾两个大局 ;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 旨在把社会发展摆

在与经济发展同样的位置来看待 , 通过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

展 , 把一系列不和谐的因素化解于协调发展的进程当中 ; 统

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 旨在加强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 , 在改

造和利用自然界的过程中 ,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欣欣

向荣 ;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 旨在综合考虑国内国外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 , 既着眼于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良性的资

金引进来 , 又着力于让本国的产品和品牌走出去 , 以更为积

极的姿态融入全球化大潮。科学发展观所建构的以五个统筹

为轴心的发展路径 , 将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理论的基本原理

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土壤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 为马克思主义协

调发展理论注入了时代气息。

需要指出 , 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 , 科学发展观

绝不仅仅局限于协调发展理论一隅。本文所要揭示的 , 乃是

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品质。当前 , 我国

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潮流中 , 不断开拓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 并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统领全局 , 是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可以预见 , 作为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坐标 , 科学发展观必将为未来中国的发

展赢得持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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