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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哲学解读 一、唯物辩证法 1、事

物是普遍联系的，系统和要素是相辅相成的，当各要素以合

理的结构形成系统时，系统具有全新的功能，系统功能大于

各要素功能之和，这就要求我们搞好要素，使系统功能得到

最大发挥。 2、世界是永恒发展的。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观，就要坚持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正确认识和利用地理环

境、生态、人口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注意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 3、矛盾就是对立统一，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

互联系、相互吸引的性质和趋势。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矛

盾双方相互依存，即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共处于一个

统一体中，和谐就是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

协调，这是矛盾的统一性第一种情形的体现；二是矛盾双方

相互贯通，即矛盾双方相互渗透以及相互转化的趋势。这种

包含着向自己对立面转化的相互贯通性，最深刻地体现了对

立面之间的内在的统一性。建设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和谐

社会，体现了促进矛盾双方向有利的方面转化，这是矛盾统

一性第二种情形的体现。来源：www.examda.com 二、认识论

来源：www.examda.com 1、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深化。党

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与理念，

表明了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

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认识上的质的飞跃，是一种理论创



新。实践是在认识指导下的实践，正确的认识能够指导人们

的实践获得良好的效果。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

社会”的思想与理念为指导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并

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2、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要求我们

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谐社会

”的建设需要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体现了上述道理。来源：www.examda.com 三、价值观 人生

价值包括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

足，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在贡献中实现

人生价值。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人民各尽其能”体现了

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各得其所”体现了社会对个人

的尊重和满足。 四、唯物史观 1、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

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所以，人类在社会历史

进程中应该坚持一切依赖于人，一切为了人，一切以人民群

众为本。 2、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是相统一的过程。社会进

步归根结底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树立科学发展观，构

建和谐社会，其出发点和立足点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

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

发谋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

人民群众。 3、地理环境或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

，它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成为社会存在的构成要素，对社会发

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

上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对社

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

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



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4、社会主义社会是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和全面

进步的社会。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

文明的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的要求，也是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求。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