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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 一、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条件
• 1.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和新的

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        我国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

凸显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
征。



• 2.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党的十六大以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根据新形势和任务不
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十七大总结出“十个
结合”。



• 3.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分析国际形势、顺应世界
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
展的。

•   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
全球化，科技革命，各国相互依存，大国关系。



• 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过程
• 1.形成阶段
•         在抗击非典疫情和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 2.充实丰富阶段
•         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实践中不断充实丰富。
• 3.进一步走向成熟
•        以党的十七大为标志，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走向成熟
• 4.不断发展完善
•         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推动科学发展观理论不断发展

完善



第二节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 一、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 1.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发展就
是硬道理。



• 2.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
•         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集

中体现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
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 3.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        发展要有全面性、整体性，不仅经济要发

展，而且各个方面都要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
化解我国各种制约因素，推动发展进程。



• 4.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         体现唯物辩证法在发展问题上的科学运用，
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把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建设及各个环节统筹好、协调好。



• 二、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 1.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为主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2.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
国。



• 3.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         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升国

家文化软实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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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总要求。



• 5.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         纳入“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之一，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建设美丽中国。



• 6.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        党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

济考验。增强责任感，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先进
性和纯洁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第三节、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一、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接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

   1.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又把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推进新境界。

    2.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观点。

    3.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历史逻辑和内在
联系。



二、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坚持正确处理中心与全面、重
点与非重点、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注重加强经
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实现发展的均衡和协调。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