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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报告的主题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核心、战略要点、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进行了比较深入
的研究。
其中对科学发展观的阐释以及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大战略突破，即发展战略的理论突破、发展
战略的形态突破和发展战略的体制突破，做了重点的论述。
特别是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下，如何在未来20年进程中对于国家精准调控的机与，
做了详细的分析。
由此，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13项总体目标和分步实施计划，设计了有关的指标体系，拟订了新
时期干部政绩考核的5项标准，包括了未来20年中国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四大
方面的建设方略研究。
本报告还以以往的年度报告为基础，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统计分析和可持续能力的比较分析，进行了全
面的更新。
在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国际领域中，本报告独立地提出了系统辨识“发展质量”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资
产负债表”，连续4年完成了全国的定量运算框架，提出了相应的宏观政策建议。

    本报告对于各级决策部门、行政管理部门、立法执法部门，以及有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社会公
众，具有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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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核心，紧密地围绕着两条基础主线：其一，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
。
通过认识、解释、反演、推论等方式，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及其关系的合理性存在。
此外，我们把人的发展与人类需求的不断满足同资源消耗、环境的退化、生态的胁迫等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全球所面临的“环境与发展”这个宏大的命题，其实质就主要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调
控和协同进化。
其二，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通过舆论引导、观念更新、伦理进化、道德感召等人类意识的觉醒，更要通过政府规范、法制约束、
社会有序、文化导向等人类活动的有效组织，去逐步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包括代际之间关系）的调
适与公正。
归纳起来，全球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这个宏大的命题，其实质主要是体现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
　　有效协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保障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基础”不稳，则无法满足当代和未来人口的幸福生存与发展。
“核心”背谬，将制约人类行为的协调统一，进而又威胁到“基础”的巩固。
因此，上述两条主线不仅应作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纲要，而且也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应当永恒探索
的议题。
　　上述两大关系的进一步阐释，将贯穿于本书的各个章节，而其实质也将进一步表达在“效率与公
平”的整个思考之中。
可以想像，所谓的“效率”更多地注重在资源的利用、环境的保护、经济的增长与财富的积累方面、
物质、能量的有效转化和供需均衡，它应当体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融洽。
同时也可以想像，所谓的“公平”则更多地注重人们基本权利的享有、财富分配的合理、社会保障体
系的健全、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社会心理的稳定等一系列目标的实现，它应当体现出人与人关系的
和谐。
而“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就其实质而言，将涵盖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两大关系的统一
。
这样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主线，也将始终地把“效率与公平”纳入到它的基本思考之中，并且作为正确
判别和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深层理论的基础。
　　诚然，世界上对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可持续发展这一理论，许多相
关的研究领域也都从不同的侧面和以不同的方式研究这两大关系的总体优化。
而作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主线研究，它能以更高的层次、更广阔的视角和全方位的把握，去识别与总
结人类发展的共同未来，并着力于把人与自然关系的协同进化同人与人的和谐均衡，纳入到一个更普
遍、更统一的理论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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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符合中国国情、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
目标的必然选择。
我们首先必须深入理解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才能充分认识统筹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要性
与紧迫性，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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