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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发展观具有引导、凝聚、稳定、转化和自建构等意识形态功能。全面系统地阐述这种功能，对于人们深入 

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自觉运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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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具有引导、凝聚、稳 

定、转化和自建构等意识形态功能。 

一

科学发展观的引导功能 

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就是引领社会的价值观念，并进而 

引导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建立起全体社会成员的主导文化 

信念，认同和维护现行制度和秩序，为实现统治集团的目的 

服务。科学发展观从一开始提出，就不是一个纯粹解决经济 

问题的举措，而是在解决经济问题的同时，全面解决政治、文 

化、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理论，“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指导思想”，“是指导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发 

展观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等 

一 系列观点，l】 其核心观点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jj 

续”、“统筹兼顾”是人的属性、人的功能、人的情感 、人的发 

展、人的利益在社会各个层面和与 自然关系层面的展开。通 

过全面发展，让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方面属性都能生 

长；通过协调发展，让人的个体以及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和谐 

共存；通过可持续发展，让人的幸福指数和长远发展得到 自 

然环境和物质资源的支持；通过统筹兼顾，让人的利益协调 

有序。这些观点通过深入阐释和广泛宣传，已经或正在使全 

体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文化追求发生 

重大变化。多少年来，人们只有“整体”、“社会”、“阶级”、 

“大家”、“共同”的意识积淀 ，现在 也增加了个体财产意识 、 

知情意识、发言意识、选举意识、参政意识等等的大胆表达 ； 

根深蒂固的“以物为本”的价值取向被“以人为本”所取代 ； 

长期存在的以物的规律为尺度思考分析问题的方式，已经转 

变为把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共同把握作为思考分析问题的 

方式；过去把“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看成是资本 

主义落后文化的表现 ，现在我们已大胆宣称“自由”、“平 

等”、“博爱”、“人权”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不是西方文化 

专利，它早已包含在我们的文化追求之中。更为重要的是， 

以上这些思想意识、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文化追求发生的重 

大变化，已经汇成一股新的宏大的文化信念，认同和维护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和维护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 

位。国人对奥运会的申办热情，捍卫圣火的斗邪精神，抗震 

救灾的众志成城，出国旅游的开心自豪等等都是明证。 

二 科学发展观的凝聚功能 

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凝聚功能。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是这个社会统治集团自身根本利益的自我意识，集中反映了 

这个统治集团所在成员的共同意志和愿望、奋斗信念和理 

想。它总是通过系统性的论证 ，以深刻的学术性语言证明其 

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抵御和排斥相异和对立的 

价值观念体系，从而凝聚和团结全社会成员为实现其共同的 

奋斗目标而努力。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其形成本 

身就是一个凝聚成果。它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 

强盛、人民富裕、社会文明之路的艰辛探索，凝聚了新中国近 

6O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科学发展观用一系列相 

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系统地 

回答了什么是发展 ，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化 

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的、发展观念、发展方式、发展 

动力以及发展布局、发展战略、发展道路的认识，赋予马克思 

主义关于发展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使整个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在指导思 

想的层面上更具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破解了长期困扰 

人们的发展不全面、发展不协调、发展不持续等诸多难题。 

它告诫人们：“唯财富而财富”的发展是错误的，它让人成了 

金钱的奴隶：为了钱不顾一切，用上钱搞掂一切；“唯项目而 

项目”的发展是错误的，它让人成了权力意志的依附：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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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 ；“唯利润而利润”的发展是错 

误的，它把人边缘化、异化：偏重资本运作，贬损劳动价值，资 

本压迫劳动，劳动主体失位；“唯政绩而政绩”的发展是错误 

的，它把人作为纯粹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打工少工资，拆迁不 

安置，下岗无保障，污染不治理。再也不能“唯精英是靠”， 

精英必须要与大众相结合；再也不能“唯权威是靠”，“唯权 

威是靠”必然导致苏丹主义；再也不能“唯洋是靠”，“唯洋是 

靠”就会脱离中国国情。只有“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个对发展观基本问题的正确 

回答，才能让当代中国不同阶层、不同观念、不同追求的人凝 

聚共识，集中智慧，积蓄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的前进步伐。 

三 科学发展观的稳定功能 

意识形态与所有社会价值观念系统一样，一旦形成，就 

具有很大的稳定性。意识形态，虽然属于人类思维的意识范 

畴，但其中的思想观念、理论体系产生后，就会脱离人类思维 

而属于社会，不再随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消失而消失，并 

通过语言、文字和其他手段传扬于社会，成为人类社会的精 

神财富，并且会以自身的稳定去综合发挥引导、凝聚、转化、 

建构等功能来稳定整个社会。科学发展观一经提出，很快得 

到了全党全社会的广泛认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又好 

又快发展。它之所以如此“神奇”，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 

能以新理论和新思想的独立面貌作用于社会，成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稳定器”。 

科学发展观作为“稳定器”，发挥作用的首要表现是化 

解社会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同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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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 

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 化，我 

国的发展既蕴涵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也承受着来 

自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约束的巨大压力。科学发展观正是 

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新矛盾提出来的。它针对我国发展过 

程中的一些领域和方面出现的发展不够平衡问题，着眼于把 

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 

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发展不平 

衡、不协调的思路，深刻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 

时期的新要求。 

科学发展观作为“稳定器”，发挥作用的第二个表现是 

构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使命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不 

断思考和研究这一事业所包含的各方面的目标、任务，逐步 

形成和完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十二届六中全 

会提出的总体布局是“一个中心”、“两个改革”、“一个加强” 

(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 

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十五大 、十六大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全面发展的目标和政策，深化了对总体布局的认识。十 

六大以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党提出了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进一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的总体布局，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 

展模式、发展战略。从此，中国的发展能够在更加稳定、更加 

成熟、更具有可预见性的框架中前行。 

四 科学发展观的转化功能 

转化功能是意识形态能动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意识形 

态作为社会意识的特殊部分，最终来自于社会存在，但它形 

成以后又会通过群众的掌握，转化为物质力量。意识形态转 

化为物质力量，首先表现为维护或推动政治上层建筑的发 

展，其次表现为直接或间接地维护或推动经济基础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在被深入学习和广泛实践中，它的上述两个 

方面的转化功能已经或正在充分地发挥出来。在维护和推 

动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上，科学发展观能为始终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提供信念支撑。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基本 

路线的“一个中心”就是经济建设。发展首先就是经济发 

展，发展观是经济建设如何搞好的基本观点。站在科学发展 

观的立场上看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就是兴国 

之要，它与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和改革开放这个强国 

之路，共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可分割。其他 

任何事物都不能取代这个中心，若有取代，科学发展观的第 

一 要义就被推倒，科学发展观的其他观点也不能成立。其 

次，科学发展观能为积极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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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 

实质和核心。“以人为本”不是空洞抽象的，体现在社会治 

理层面就是：政治模式上的民主法治，价值追求上的公平正 

义，人际关系上的诚信友爱，运转机制上的充满活力，秩序结 

构上的安定有序，可持续发展上的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 再 

次，科学发展观能为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指明方向。三十年的 

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绩 ，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 

还远未完成，必须继续深化。继续深化的方 向就是科学发 

展。科学发展要求摒弃传统的拼投资、拼资源、高污染、损环 

境的发展模式，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上下功夫，在高 

新产业上下功夫，在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上 

下功夫。科学发展要求铲除经济和社会统筹发展的障碍，解 

决只有经济发展而无社会发展造成的“生不起”、“读不起”、 

“住不起”、“娶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的问题 ，解决城 

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之间不平衡的问题。科学发展 

要求改革滞后的行政管理体制、摒弃全能政府、管制政府、人 

治政府，收费罚款政府的陈旧观念，树立服务政府、责任政 

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新形象。把“闲不住”的手缩 回 

去，让“看不见”的手伸出来。 

科学发展观在维护和推动经济基础的发展上首先表现 

在直接促进经济发展。由于科学发展观建立在对现阶段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科学分析上 ，具备了一种与时俱进的 

品格 ，它能很好地符合人们对当代世界的经验和感受，从而 

赢得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持续的认同和忠诚。由此在促进经 



第5期 刘景良：科学发展观的意识形态功能 3 

济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有效地发现和识别潜在利润； 

迅速达成制度变革的一致同意，减少谈判费用；迅速产生集 

体行动，降低组织费用；迅速认同新制度的功能，降低运行成 

本。其次表现在规范社会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社会团体利益倾向明显。这些团体之间的关系既 

可以互相宽容合作，也可以彼此对立排斥。科学发展观全 

面、协调、可持续 、统筹兼顾等原则能够指导人们很好地确认 

和保障经济活动主体的权能和合法地位，规范生产要素的自 

由流动、交换和正当竞争的空间；抑制约束各种利益集团自 

发性、盲 目性的非序化倾向和片面强调个人利益的拜金主义 

和利己主义。再次表现在可以解决非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 

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发展观通过武装人的头脑，就能 

成为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在资源 

配置中减少了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等若干价值判断与行 

为判断达成“一致同意”的信息费用和谈判费用。 这种人 

力资本越丰富，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高；这种人力资本越多， 

给它的拥有者带来的收益也就越多。 

五 科学发展观的自建构功能 

自建构功能是指意识形态在外界环境和各种价值观念 

的作用下，科学地吸收新因素，克服不合理因素，不断发展和 

超越自身的自我调节和完善的过程。科学发展观的 自建构 

功能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同化外来信息过程；第二，自我 

超越过程。 

科学发展观同化外来信息首先在于它把我国发展阶段 

性特征，作为 自己观察和研究问题的现实基础。发展的阶段 

性特征的新变化 ，即是发展观的外界环境的新变化 ，发展观 

外界环境的新变化必然要求发展观 自我调节和完善以实现 

内容新变化。发展观的外界环境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呈现 

在经济发展、经济体制、人民生活、发展的协调性、民主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管理、对外开放状况等八个方 

面，L 3j即八大矛盾。八大矛盾的每一对矛盾的一方表现的均 

是我国当前发展的风险和挑战，另一方表现的均是我国当前 

发展的机遇和希望。有风险和挑战就要更好地发展，有机遇 

和希望就要更快地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又好又快”内容的 

提出，就是发展观外界环境的变化即发展阶段性变化在理论 

上的概括。科学发展观同化外来信息还在于它把其他意识 

形态和非意识形态关于发展合理思想作了科学吸收。二战 

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进现代化 

的过程中，已经形成在意识形态领域和非意识形态领域关于 

发展问题的系统理论。《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学 

术著作的相继出版；经济发展观、社会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 

展观在国家指导思想中的先后推出，这些都说明发展理论无 

论在西方的意识形态领域或非意识形态领域都 占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科学发展观中关于“人本”、“协调”、“可持续”等 

观点的形成正是科学地吸收这些发展观的合理思想的结果。 

同化外来信息过程的后果就是 自我超越过程的出现。 

科学发展观的自我超越过程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当代 

中国的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从实质上讲，马克思主义就是探 

讨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是探讨中国社 

会发展规律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探讨中国社会发展之社会 

主义建设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继续探讨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和创造性地探讨执政党建设规律的理论。科 

学发展观以上述理论探讨成果为基础，站在世界观和方法论 

的高度，剖析发展过程的内在矛盾 ，确立发展观的基本问题 ， 

提炼发展问题的一般规律，构筑发展观的新体系，因而也实 

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超越。这些新超越包括：在发展 

本质上，从“以物为本”走向“以人为本”；在发展理念上，从 

“加快加快”走向“又好又快”；在发展目的上，从“经济增长” 

走向“社会和谐”；在发展方式上，从“拼消耗”走向“可持 

续”；在发展动力上，从“改革”走向“深化改革”；在发展布局 

上，从“局部突进”走向“各方统筹”；在发展战略上，从“初步 

小康”走向“全面小康”；在发展道路上，从“照抄照搬”走向 

“中国特色”。在这个超越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得到 

了极大的丰富，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新的理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 

功能有了更有力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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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de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LIU Jing——liang 

(Communist P口 School ofHengyang，Hengyang 421008，China) 

Abstract： Til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has many ideological functions as introduction，coherence，stability，transfor— 

mation．self—constriction．Elaborating‘)n these functions in all—round wa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x elopnmnt and apply it freely to our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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