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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指导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持的理想发展战略和价值取向，就是追求相对均

衡发展并实现全民共同富裕。但是，这种理想向现实的转化有一个

过程，且不会一帆风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六十二年中，领导中国

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的艰辛探索，使中国面貌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根本变化，也使自己的发展战略和价值取向经历了前进

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客观、历史地审视不同阶段的

发展战略与价值导向，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弥足珍

贵，体认追求相对均衡和社会公平的深刻内涵与深远意义，从而自

觉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新中国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及其思考

反思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战略，大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

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非均衡发展、新世纪以来的可持续发展

三个阶段。
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外乏经验、内

无实践的情况下，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积极而艰辛

的探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发展战略，这就是追求均衡发展。在

理论上，毛泽东提出要处理好沿海与内地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

间等十大关系。在实践中，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行了大量的工厂、高
校和科研院所内迁；在六十年代，又在内地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

设”。所有这些，除了考虑到国家安全因素之外，在战略上都是为了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从根本上为实现共同富裕打好基础。
实施均衡发展战略，使我国在建国初期一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

设的伟大成效，对中国民族复兴和社会发展起到了根本的奠基作用，

对缩小历史形成的区域发展差距起到了重要的弥合作用，对此后社

会主义建设方针的确定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没有此期的探索和发

展，就不会有后来的一切。对于这个主流，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肯定。
历史地看，当时这一战略的选择，从根本上受制于对马克思的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理解，同前苏联一样，对于如何建设社会

主义的具体路径并不明确，因而发展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发展的

速度、质量和效益是不理想的，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且发展的动力

由于缺乏利益支持而难以持久。但这毕竟是我们的初次尝试，万不

可无视历史的求全责备。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对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

之间越拉越大的发展差距这个现实，在反思均衡发展战略的基础

上，秉持了一种新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旨在强化发展动力，加快发展

速度。邓小平首先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方针，确定了发展这个主

题。其次是力抓了改革开放，把人们的行为跟利益相结合，从体制和

机制上强化发展动力。同时辩证的阐述了“共同富裕”，认为“共同富

裕”不是“同步富裕”，“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

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对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集中表述。
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极大地加快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

迅速提升了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中国改

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以一个

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中国成为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力，这在现

代经济发展史上是少见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

件下，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完全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当然，实施非均衡战略，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经济发

展缺乏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发展对能源

的损耗、对资源的浪费、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极为严重，中国的经济建

设与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不相协调，从而制约着发展的后

劲，影响到永续性。二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沿海和内地、东
部和西部反差很大。三是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人均收入的差距越

拉越大，贫富分化相当严重，与社会主义本质不相符合。这些负面影

响的严重性，又是我们在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初期所始料不及的。
对于发展失衡和公平缺失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

领导集体高度关注，并进行了积极思考和探索，提出了可持续发展

的思想，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试图予以解决。但是，此期尚未明

确解决发展失衡和公平缺失的指导思想、战略方针和具体路径，因

此，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所持的发展战略，虽然带有一定的过渡性，

但总体上还是对第二代领导集体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延续。
进入新世纪，中国人均 GDP 进入了 1000 美元至 3000 美元的

增长时期，国际上和学界将此称作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的双重

统一。随着非均衡战略的持续实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导致经济结

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阶级阶层结构出现分化，产生了如私营企业主、
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等许多新阶层。此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展

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在不断暴露，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范围和一

定程度上有所激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之间矛盾凸显。
截止 2002 年底，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从 1985 年的 1.86 倍，扩大

为 2004 年 3.21 倍，如果加上公共服务设施，城乡收入的实际差距

则为 6 倍左右[1]。这一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影响我国工农业生

产的协调发展，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二是区域发展失衡的矛

盾加剧。由于历史、自然条件、政策等方面的原因，我国中西部地区

较之东部发达地区还很落后，沿海地区居民收入水平高出中西部地

区好几倍。尽管中央制定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取得了显著

成效，但区域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享受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还在扩

大。如不有效控制和解决，就会危及稳定与安全。三是群体性事件多

———————————————————————
基金项目：宝鸡文理学院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zk074）。
作者简介：苏振武（1952-），男，陕西武功人，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教授，哲学

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研究。

中国发展战略及其价值取向的演进与思考
Evolution and Thinking of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Value Orientation

苏振武 Su Zhenwu
（宝鸡文理学院，宝鸡 721007）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Baoji 721007，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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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弥足珍贵，体认追求相对均衡和社会公平的深刻内涵，对于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化解社会矛盾，追求共同富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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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世纪之交，随着城市建设和国企改革的深入，由多种原因引发的

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合理性与违法性并存，其参与主体和形式呈

现多元化趋势，往往带来不良影响，扰乱社会秩序，正如胡锦涛所指

出：“一段时间以来，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

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2]319 面对上述现实问题和多个矛盾，新一

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从战略指导思想和方针上进行了积极的思考

与完善，而集中到一点，就是提出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方面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继续解放思

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强化发展动力。同时又坚持以人为

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和推进现代化建设，以求实现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缩小发展差距，实现

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 不同发展战略所引发的价值导向的变化

不同的发展战略，有其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这种价值取向只

是一种主观追求，还有一个与其在客观上的价值导向是否吻合的问

题。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发展战略的价值取向，虽然主观上都是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但在客观上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反思建国初期的均衡发展战略，其在价值取向上旨在缩小和弥

合历史形成的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实质上是

在追求一种“公平”，尽管当时在党和国家的文件中并未提出公平问

题。这种价值取向上的出发点和动机是好的，问题是由于我们没有

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熟经验可以借鉴，所以存在着并出现了如下问

题：第一，对共同富裕的理解是机械的，把共同富裕等同于同步富

裕，而这在实践中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二，对公平的追求不是以发展

生产力为前提，不是靠个人劳动所得，依赖的手段是计划经济的“平

调”，因而这种“公平”是缺乏物质基础的低层次的“平均”，达不到提

高收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第三，由于过多地强调均衡，甚至人

为的运用计划经济这个杠杆，以平调等方式强化平衡，发展到极端，

只能导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因而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严重不

足，反而制约了发展。
事实上，在这种发展战略和价值引导下，中国地区之间的发展

差距有所缩小，个人收入水平差距也不大，加之思想政治教育的强

化和社会管控机制的强大严密，因而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反常情

况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体是和谐的，社会秩序是比较有序的，由

经济地位引发的社会矛盾并不多见。但是，这种发展层次和生活水

平，或者说这种“均衡”与“公平”，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不能脱离

经济发展水平这个基础，无视人类历史前进的现实，以怀古的心态

去向往这样一种基于自然经济的低层次的“均衡”与“公平”。可见，

此期的均衡是缺乏动力的均衡，此期的公平是低水平的公平，此期

的价值导向最终只能走向“平均主义”。
非均衡发展战略的价值取向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以先富带动后富，这就意味着其在价值导向上首先利好的是一

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群。既然是非均衡，那就必然会拉开地区经济

发展和个人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就是说，这种价值导向在一定范围

和一定程度上出现发展失衡和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对此，邓小

平同志也预想到了，他曾就可预计的贫富差距问题指出：“什么时候

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

出和解决这个问题。”[3]p374
但是，从最终目标上看，非均衡发展战略的价值追求是实现共

同富裕，这就意味着其所引发的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是应当控制在

一个“度”的范围内，如果超出了“度”的界限，就会因差距过大而导

致社会公平严重缺失，陷入另一种“误导”。事实上，我们借鉴发达国

家的成功经验，强化了发展动力；我们也从根本上找到了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但如何有效地将发达国家的

成功经验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如何在强化动力机

制的前提下兼顾平衡机制，从而将发展差距和个人收入差距控制在

合理范围内，我们还缺乏经验，尚未妥善解决协调机制问题，最终导

致了发展差距和个人收入差距过大，使社会公平严重缺失，并且诱

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一现实又违背了邓小平实施非均衡发展战

略的初衷，他的本意是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后

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事实上，对于弱势群体而言，这种愿望在很

大程度上是理想化的。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价值取向，就是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

共同富裕。实施可持续战略，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要求处理好

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人和社会之间，当代人和后继者之间的

关系；处理好这种关系的核心和关键，就是要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和

谐相处；和谐的前提是利益上的相对均衡，将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

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使矛盾双方能够并存，使矛盾得以解决而

非暂时的调和。这种价值取向与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

就是要在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前提下，坚持以人

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

是要坚持统筹兼顾，在强调发展的同时，健全社会的保障机制，在强

化动力机制的同时，健全社会的平衡机制，以求逐步缩小差距，克服

发展失衡和公平缺失现象，最终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近几

年，党和政府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和广大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大了对个人收入调节的力度，已经初

步显示出了这种价值追求与导向正在逐步趋于一致。
3 对中国发展战略及其价值导向演进的现实思考

反思新中国秉持的发展战略及其价值导向的变化，笔者有如下

几点认识：

第一，可持续发展战略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战略探索

周期的基本完成。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

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发展战略的探索也

不例外。建国以来，中国秉持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始终存在着均衡

与非均衡的矛盾关系。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发展理念上非常看重发展

差距的弥合和社会公平的体现，所以是一种均衡发展战略，这是中

国社会发展战略的肯定阶段。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所持的非均

衡发展战略，则是对均衡发展战略的一种辩证的否定，既立足于第

一代领导集体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又

摒弃了平均主义等消极成分，是“扬弃”和飞跃。但是，在辩证法看

来，事物的发展不只在于从肯定到否定，更重要的还在于对否定的

否定，因为只有在此阶段才能达到对立面的统一，实现对前两个阶

段优势的辩证综合，实现事物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事物发展的

辩证过程“按其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

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过程的核心的否定之否定”[4]（P180）可持续发

展战略，既继承了非均衡发展战略中“发展是硬道理”的积极因素，

又克服了非均衡发展战略所导致的发展差距过大和公平严重缺失

的负面效应，因而是对非均衡发展战略的一种扬弃；既是在高层次

上回归到毛泽东所主张的均衡发展，又克服了均衡发展战略中动力

不足的缺陷，是一种高层次的回归。相对于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质上是一种相对均衡发展战略，既是一种辩证

的综合，也是一种继承和超越，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战略走向了

成熟。
第二，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价值导向上更加趋近于社会主义本质。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灭

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5]p373 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第

一代领导基本实现了；发展生产力，第二、三代领导基本实现了，目

前还在迅速发展；唯独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没有解决，在世

纪之交反而越拉越大，而此恰恰是社会主义的最终价值取向。怎么

解决这个问题，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新一代领导集

体不负众望，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方略和有效途径，这就是依据

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逐步缩小发展差距，解决公平缺

失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因而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
胡锦涛在界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时，明确提出了“保障

社会公平正义”的命题，“公平正义”这一范畴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的

根本价值观，这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实践上的

伟大跨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公平总是和一定历史发展阶段

的具体实际相联系的，因而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公平必然是与当前社

会发展的特定条件分不开的。当前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

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总体水平还很落后，人民生活

的富裕程度还比较低，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目前中国已进入改

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正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

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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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逐渐扩大，如果任其发展，势必背离共同富

裕这个社会主义的本质，背离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

理念。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

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6]p110~111
新一代领导集体秉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把实现公平正义提到了非常

醒目的地位，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

公平，既要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又要加

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规范分配秩

序。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又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强调要

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采取切实有力措施解

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

民共同富裕。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再次提出，要在经济发展的

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调节

收入分配的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成果。在党的十七大上进一步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

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由此可见，较之

前两种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在价值取向上更加

趋向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价值。
第三，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化解当前深层次社

会矛盾的唯一法宝。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具有条件性的，任何矛

盾的统一体，以及贯穿其中的统一性的存在，都受着特定条件的限

制。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结构和社

会组织形式发生的深刻变化，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一个多发期，如

前所述的几种社会矛盾十分突出，有些已经危及到稳定与安全。
对于中国目前存在的矛盾和解决思路，笔者有如下思考：第一，

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中国

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以来，既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同时

也出现了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诱发了一些新的社

会矛盾，这是非均衡发展在一度时期和一定范围所产生的负面效

应。发展中的问题，只能用改革的思路和发展的办法，在发展中解

决，决不能动摇“发展是硬道理”的方针。第二，产生这一系列社会矛

盾和问题的根源，主要的不在于非均衡发展战略本身，而是由于没

有很好的统筹兼顾，致使发展和收入差距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导致

公平缺失，诱发社会矛盾。同时也与思想教育的弱化和法制不健全

有关，需要系统把握，综合治理。第三，作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的过渡，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阵痛期，这个阵痛期

是每一个发达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的，出现公平缺失现象不可避免。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看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主动处理好这些

矛盾和问题，不要亦步亦趋的步发达国家的后尘，将其纯粹看做一

种自然历史过程。
目前中国因公平缺失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还在不断暴露，

尽管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也在标本兼治，但是，实现相对均衡发展

和社会相对公平有一个过程，绝非短期内就能从根本上改变。而要

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从根本上看，只能依据科学发展观，秉持可持续

发展理念，不断完善我们的指导方针、政策措施和运行机制。这就决

定了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

题，追求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价值的唯一正确的战略指导思

想，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在发展战略和价值取向上对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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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从宏观决策层面尽可能减少水电开发对区域的生态和环境造

成影响，实现区域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区域水资源的宏观控制，国内外许多学者大多采用多层次

目标分析、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本研究基于可

持续发展的特性，即发展态势、协调性和公平性进行评价；基于某水

电工程所在区域为例，按照水电开发、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复

合系统，探索性研究并建立水能开发对应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

系；用统一的尺度度量发展指标，合理的测度和评价水能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性。从而更科学地优化开发策略，为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

工作的进行提供依据。
1 评价体系建立

根据复合系统理论，将水资源的利用看成一个由水能资源开

发、环境和区域社会经济子系统组成的复合系统 S（HES），如图 1。
系统结构表示为：S={E，R} （1）

S 表示复合系统，E 表示元素（子系统），R 表示建立在集合 E 上

的各种关系集合。
可持续评价复合系统 S（HES）

壅
R R

水能开发 EH 圳 环境 EE 圳 区域社会经济 ES

图 1 系统结构图

其中水能资源开发子系统由水源、供水、发电和资源管理等方

面组成，这是最为核心的子系统和主题。环境是指河流周围的物质、
能量和信息等要素，既包括所有的资源要素，也包括人类本身，是衡

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可持续发展也是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

前提。社会经济系统是指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益等，它是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而且是其他子系统的物质保障。三个子系统

相互独立，但同时也互相影响，在某些方面互有重叠，但最后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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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某电站所处区域为例进行分析，按照水电开发、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复合系统进行分析，探索性研究并建立水能开发对应

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用统一的尺度度量发展指标，合理的测度和评价水能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性。
Abstract: This paper chooses the location of a power statio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and analyzes the multiplexed system of hydropower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establishes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system
corresponding to hydropower development, using uniform scale to measur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reasonably measure and evaluate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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