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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 /科学发展观0概念

之后, 各种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说法、猜测和解读一时间成为

了社会舆论、新闻媒体和学术刊物的热门话题。但实事求是

地讲, 至今还存在着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片面的、不准确的解

读。如何总结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发展问题的历史经验,

进而如何把握科学发展观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

思想的内在联系, 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科

学内涵, 更加清醒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过程, 更加自觉

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彭建军博士撰写的著作 5建国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

理发展问题的历史经验研究6已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这

对于深刻领会胡锦涛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论述必将起到积极

的作用。在我看来, 与国内其他论著相比 ,这本书有如下几

个特点:

第一, 开启了一个发展问题研究的新思路。发展问题纷

繁芜杂, 对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发展问题历史经验的研究

更是一个十分重要又颇有难度的课题。我国学术界关于现

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应该说是在上个世

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就开始了。近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六

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发展问题更是成为了理论

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从以往众多的成果来看, 以 /什么是

发展? 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 0为中心线索来展开中国共产

党认识和处理发展问题历史经验的研究是一个新的思路。

作者抓住 /什么是发展? 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0这个中国

共产党人认识和处理发展问题的中心线索, 分三个层面, 从

发展本质、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价值、发展道路、发展阶

段、发展动力、发展环境、发展战略等九个方面,对以毛泽东、

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论述

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对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处理发

展问题的历史经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比较深刻地揭示

了其间相互印证、相辅相成的内在逻辑, 共同构成了党关于

发展问题的规律性认识,从而为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

一个新的思路。

第二,引入了一个发展问题研究的新视角。当前理论界

从人学角度对我们党认识和处理发展问题的历史经验进行

全面、系统、深入的总结和研究尚不多见。科学发展观提出

来之后,理论界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科学发展观与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0重要思想是什么关系?

如何正确把握和揭示科学发展观与前几代领导核心关于发

展的思想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作者看来, 人的全面发展是我

们党认识和处理发展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也是我们深入

总结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发展问题历史经验的逻辑起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作者将人学视角引入发展问题的研究,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揭示了科学发展观与我

们党认识和处理发展问题历史经验的内在联系, 充分论证了

科学发展观是历史经验的理论升华, 也是历史经验的全面创

新,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并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进一步推动我

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三,提出了一些发展问题研究的新见解。作者从人学

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发展问题的历史经验进行

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试图从人民是发展的本质出发来揭示党

关于 /什么是发展0问题的规律性认识; 从人民是发展的目

的出发来揭示党关于 /为什么发展0的规律性认识; 从人民

是发展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出发来揭示党关于 /怎样发展0问

题的规律性认识,其间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观点。如作者

对以人为本是党推进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的论述; 对三代领

导集体对于发展价值定位的比较分析; 对科学发展观是对党

认识和处理发展问题历史经验的升华和创新的论证, 都体现

了作者研究问题的深入性、严谨性和科学性, 其中有些论述

具有新认识、新见解和新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