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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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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发展现的提出源出于当下中国诸多重大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相遇，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当代价值必然会凸显出来。以人为本就是最好的回应，是对曾令马克思为之苦恼不堪并曾长期 困扰人们 

的人类历史之谜的真正揭示。其中的“人”，只能是“现实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人，更不是抽象的、无人身的理性。以人为本 

是以“现实的个人”为本 ，在科学发展观中处于核心地位。深入理解和把握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现中的核心地位，对于构建中 

国特色的和谐社会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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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问题的历史性相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现代化与马 

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了问题的历史性相遇。“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当代视野中的人性问题，既有人的本质及其异化问题，也 

有人的信仰及其危机问题，还有人的道德及其失范问题，以 

及举世关注的人权与人道等问题，而其目标，则是寻求理性 

与非理性的和谐与统一，促使人性的合理实现及其发展。”n 

新世纪之初 ，新旧全球化的大转换引起了思想上的剧变。马 

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世界观面临着重大挑战。历史地 

平线的转换摧毁了工业文明的主导平台，同时也导致了传统 

工业资本主义世界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衰败和消亡。“马 

克思生活于他曾指认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旧全球 

化时代。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是在对这一资本全球化世界 

的批判基础上产生的理论反思和哲学表达 ，他的问题谱系和 

理论视野具有对全球化的一般本性和规定性的揭示，因而在 

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具有与 日俱增的思想价值和意义。”【2 面 

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知识经济初露端倪、后现代思潮的冲 

击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其当代价值必然会突显出来。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源于当下中国诸多重大问题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相遇，是唯物史观在新时代、新 

形势和新情况下的运用和发挥，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 

而实现现代化宏伟 目标的行动指南。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 

出的：“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 

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 

出来的。”L3 不容否定 ，马克思主义关心人、重视人，把强化人 

的主体性，发展人的个性，创造符合人的本性的人道主义环 

境，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做自己全部学说的出发点和最 

终归宿。人的发展理念贯穿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之中， 

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价值取向。但人们在理解唯物史观 

的时候，往往强调的是其科学理性，将唯物史观主要定位为 

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以人的发展为主调的核心价值取向 

被淡化甚至遮蔽。人，一度在唯物史观视野中丧失了应有的 

地位，即便在后来间或重新提及，也只是处于边缘的位置。 

这也是后来马克思主义被误解为“见物不见人”的主要原因。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既见人又见物的，人与物始终处于动态 

平衡之中。 

十六届三中全会适应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客观要求，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一 

致同意把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章。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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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发展观前提和核心的以人为本是 

对曾令马克思为之苦恼不堪并曾长期困扰人们的人类历史 

之谜的真正揭示。其中的“人”，只能是“现实的个人”，而不 

是抽象的人 ，更不是抽象的、无人身的理性 。以人为本是以 

“现实的个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础和前提，并在科学 

发展观中处于核心地位。科学发展观凝结着对社会主义实 

践经验的深层思考，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迫 

切需要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二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基础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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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人为本的逻辑理论基础 

以人为本的思想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 

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标志着智者运动把哲学 

研究的对象 由自然转 向了人 ，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但 

是 ，在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人的地位被神所淹没。 

到了近代，以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为标志的欧洲文艺复兴 

运动，把人对神的崇尚转向对人自身的崇拜。这种人文主义 

思潮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位的人本主义，与中世纪的“神本主 

义”相对应，在人与上帝、人与 自然的关系中，高扬人的意义 

和价值。狄德罗、爱尔维修等进一步从哲学上论证这些思 

想。而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则提出和论证了人的 

主体性和主体性原则 ，开创了哲学史上的主体论思维方式 ， 

深化了理性主义的思想变革，也使古典人本主义发展到了自 

己的新阶段。 

费尔巴哈使唯物主义重新回到了王座，使哲学重新回到 

了人，并且在哲学层面上提升了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创立 

了人本唯物主义。然而，“人”虽然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中心和 

最高对象，但他所谓的“人”，只是抽象的人，并没有真正解决 

人的问题，没有科学 阐明人的本质，更没有正确回答实现人 

的自由和解放的途径。 

马克思继承了以往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思想 

的积极成果，科学地揭示 了人的本质，为以人为本思想的确 

立奠定了科学的基础。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本质上就是 

“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和发展观。在马克思看来，历史进步是 

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过程 ，“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 

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唯物史观明确主张从现实的、有生 

命的个人本身出发，亦即把“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当作其理论 

的出发点。L4 马克思认为 ，“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 的 

个体发展的历史”，未来理想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 自由的 

发展为基本原则。”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的发展的 

最高阶段，并认为这一阶段人的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全面性相 

联系。只有当社会关系的发展达到某种全面性的时候，人才 

能获得全面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 ：历史之谜的真正揭示 

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神”到“人”，再 

到用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去说明社会历史的、漫长的、曲折 

的发展进程。“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人道主义思潮 ，标志着 

从“神”到“人”的历史性转折。但是，历史上的人道主义在理 

论上的致命弱点，是离开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来谈人和人 

性，赋予“人”以普遍的抽象形式，并把这种抽象的人作为自 

己学说的中心和出发点，作为说明社会历史现象的主要原 

则。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中达到 

了极至，更具思辨性和抽象性。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尽管 

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巨大进步 ，但它不可能成为说明社会历史 

的真正科学的学说。 

马克思当时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就是“在理论上发展唯 

物主义”，“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这座建筑物的上层”， 马克 

思是在 19世纪 40年代的德 国开始 自己的理论活动 的，因 

此，他不可能不受当时德国精神环境的影响，特别是费尔巴 

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但是 ，他通过 自己的理论探索，终 

于找到了摆脱这种理论 困境 的出路。这就是，他超越关于 

“人”的抽象议论，而把 自己研究的基点放在探讨“现实的个 

人”和“人”的世界。马克思说 ：这种历史观出发的“前提是 

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 

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 

发展过程中的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 ，是他们的活动和 

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l6 

马克思正是通过研究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这种活动赖 

以进行的社会关系，才一步步地接近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更 

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从人们的各种关系中划分出了决定其他 
一 切关系的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关系。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 ， 

不仅对生产力诸因素结合的性质和方式有了更为科学的认 

识，而且有可能揭示生产过程本身的内在结构 ，揭示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据此，马克思进而揭示了人类社会 

的基本矛盾、发展动力和运动规律，解答 了曾令 自己苦恼不 

堪并曾长期困扰人们的历史之谜。 

(三)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的本质区别 

以人为本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历史之谜 ，是对人 

类历史之谜的真正揭示 ，解决了科学发展观的基础和前提问 

题。 

“根据人与物的关系，总体上我们可将发展观分为两类， 
一 类是以物为中心、为价值趋向的发展观，这是经典的、传统 

的或旧的发展观，是我们应当批判和扬弃的；另一类是在终 

极价值尺度方面以人为中心 、为 目的的发展观，这是科学的、 

先进的或新的发展观 ，是我们应当追求和确立的发展观。” 

传统的发展观由于在“发展”的名义下偏爱了“经济”而冷落 

了“环境”、“社会”和“人”，往往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 

人文关怀。这种片面的、不科学的发展观认为 ，发展就是经 

济的快速运行，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 ，它忽视甚至 

不惜损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这种发展观“见物不见 

人”，其实质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思想，它和“以人为本”所代 

表的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观。 

传统发展观之所以不科学，也在于它片面地把追求经济 

社会发展乃至把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当作 目的，看不到发展 

不仅包括人的发展 ，而且是为了人的发展。离开人的全面发 

展 ，经济社会发展就失去了方向，也失去了意义。当然 ，从人 

类社会的规律来看 ，经济发展虽然不是发展的全部 内涵，但 

却是发展的中心内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是科学发展 

观的应有之义。“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是发展，首先 

是要发展经济。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 

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毋庸置疑，发展是为了人，发展也依靠人。传统发展观 

和科学发展观的区别，还表现在如何认识发展的手段及怎样 

发展等问题上。科学发展观重视发展的物质因素、物质条 

件，但与传统发展观不同，科学发展观认为决定的因素是人 

而不是物，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也就是邓小平所讲的”关键 

在人”。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手段，是实现 

人的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人作为发展的主体，是发展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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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手段的统一。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 目的，也是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手段。虽然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 

观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是 ，现存的各种发展观中还存在对人 

文关怀的严重缺失，没有把人文关怀恢复到发展观主体向 

度，其实质都不可避免地陷入隐性的唯心主义前提——抽象 

的人。 

三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以人为本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的一个重 

要思想和基本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第一要义是发 

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9 这 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 

展，又是现实中国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以 

人为本就是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 

的生活水平，不断拓展人民群众的社会关系，不断提高人民 

群众的自主空间，使人民群众能够充分享受现代化带来的成 

果，使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本质上体现为一个人的不断发展过 

程 。 

首先，以人为本明确指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科学论断的 

根本价值取向。发展为了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衡量发 

展成败的标准是什么?这些是任何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进 

程中，都必须回答的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 

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发展观，如果我们从价值取向上 

看，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以物为本位的发展观；第二，以少 

数剥削阶级为本位的发展观；第三，以历史主体为本位的发 

展观。第三种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 

科学发展观，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最新成果 ，本质上属 

于一种现代发展观。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以人为本就是要代表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拓展 

人民群众的社会关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 自主空间，使人 

民群众能够充分享受现代化带来的成果，使现代化的发展进 

程本质上体现为一个人的不断发展过程。坚持“以人为本”， 

首要的就是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 ，坚持发 

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 ，就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把改革发展取 

得的各方面成果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 

平上 ，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上 ，体现在充分保障人民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 

方面权益上 ，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是坚持科学 

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和标准。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胡锦涛所有关于以人为本的论述， 

都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以广大的人民 

群众为本。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想象的人，也不是某个人 、 

某些人，而是实践的人，是现实的个人即咱们老百姓，人民群 

众。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 ，一切 

依靠人民群众。这里讲的人和人民，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从事各种行业生产的劳动者。坚持 

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群众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其次，以人为本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实现科学发展的 

最核心、最根本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毛泽东指 

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主人，是产生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根本动力， 

是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是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体系。任何理论，只有来自人民 

群众、回归于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 

实现自身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归根到底，就 

在于它是来 自历史主体伟大实践、又被历史主体伟大实践所 

证明了的与时俱进的真理。科学发展观，正是在马克思主义 

指导下人民群众伟大实践经验智慧的结晶。 

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就是要尊重人民的 

主体性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始终相信 

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最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 

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发展的动力是多维度的，但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鲜明地昭示：发展必须依靠 

人民，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这样，以人为本，不仅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回答了 

为什么发展、发展是为了谁的问题，而且主张人是发展的根 

本动力，回答了怎样发展、发展依靠谁的问题。人是发展的 

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 ， 

二者的统一构成以人为本的完整内容。如果只讲根本目的， 

不讲根本动力，或者只讲根本动力，不讲根本目的，都不符合 

唯物史观。 

最后，以人为本是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在发展观上 

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我们党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是完全一致的，与我们党提出的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 

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n 科学发展观把”发展”规定 

为第一要务，归根结底就在于，要通过发展把人民的利益维 

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立 

党为公 、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 

进文化 ，作为党和政府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 

点和落脚点，把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 

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决策和工作的标准，把发展 

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上，始终是最紧要的。 

以人为本 ，就是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 ，就是要从人 

民群众生存、发展和享受的实际需要和时代要求出发，通过 

发展不断提升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就要 

求党的一切关于发展的政策、发展的主张，都要着眼于人民 

的利益，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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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就是“人们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当人 

民群众认识到 自身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 自身利益而奋 斗 

时，满足自身利益需要的实践活动，就会创造出满足 自身需 

要的利益，从而实现利益需要的满足。所以，谋发展、促发 

展，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出发，坚定地相信群众，紧紧地依靠群众，集中全国人民的 

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 ，没有 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 

就是带领广大人民实现 自己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在不同的 

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但是，党所奋斗的 

一 切都是围绕着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展开的，都是对这 

一 根本宗旨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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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Key Position of Human——orientedness in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CHEN Yu—zhou，HU Fan 

(Hunan E7赫 ofArts and Sc／ence，ĉ 415000，Ch／na) 

Abstract： The Scientific Oudook on Development originates from the historic link between grave problems of China nowadays and Chi- 

I Marxisism．Marxist philosophy，a8the髑涨 e age spirit，which contemporary valuewilllligIllightinevitably．Human—orientednessisthe 

best response．It is the real discovery to the riddle ofthe mankind’s history。which 0flce distressed Marx and perplexed people for a long time． 

The person must be real，not abstract person，not abstract reasonableness without body．Human—orientedness is tO take real pqa'Bon as orisin， 

which is placedin a key position inthe Scientific Oudookon Development．Deep comprehension and eon~denee to the key position afHuman— 

orientedness in the Scientific Oudook on Development has very important meaning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harmoniou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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