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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以下简称“论坛”)演讲录第四辑，共收入“论坛”2006年全部演
讲17篇。
“论坛”演讲者分别为著名学者、专家和我国政府高层领导，以及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内容涉及
政治、科技、经济、环境、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等跟中国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密切相关的
重大问题，既体现了高深的学术造诣，又具有坚实的人文底蕴，旨在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
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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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必坚，1932年出生于四川富顺。
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生毕业。
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师，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委会理论组副组长，中共中央
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别助理，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所所长。
1992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同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
1997年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同年继续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
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理事长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等官方和社会职务。
　　曾主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工作，参加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到十六大报告在内的一
系列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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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郑必坚  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理事长  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华文明复兴（2006年4
月9日）路甬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  造就创新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
（2006年4月9日）孙志辉  国家海洋局局长  关于海洋的战略地位与我国海洋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
（2006年4月28日）李金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审计长  中外国家审计制度之比较（2006年6月3日）
田成平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党组书记  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加快完善劳动和社会保
障制度（2006年11月16日）方克定  国土资源部部长高级顾问，著名资源与环境学家  科学发展观与国
土功能区（2006年6月3日）郭传杰  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  创新人才与文
化环境（2006年6月12日）张保庆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教育部原副部长  若干教育问题的思考
（2006年6月12日）何兆武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近代思想史专家  中学、西学与现代化（2006年11月8日
）郑欣淼  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  故宫与中国传统文化（2006年11月30日）王世明  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  孔子思想与和谐社会（2006年5月31日）张宏仁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主席，原地
矿部副部长  地质学与可持续发展（2006年11月8日）刘嘉麒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  极地科
学探险与全球变化研究（2006年4月28日）张亚勤  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兼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裁  微软
的研发战略和人才观（2006年11月16日）马云  阿里巴巴公司董事局主席兼任首席执行官  互联网的中
国之道（2006年11月30日）乔治·布什  美国前总统  新世纪的中美关系（2006年12月14日）马振岗  中
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2006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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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　　那么，如果把“和平崛起”与“文明复兴”这两句话，进一步集中起来，落到实处，又是
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以为，就是我们党从十六大以来，经过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越来越明确起来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问题。
　　在我看来，中华文明的复兴，当然需要一个文化建设的过程，但又决不仅仅是文化建设，而是要
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这五大建设的过程中，努
力构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这五大文明相互结合和相互促
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工程。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任务，再到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同志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
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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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我们
党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已经形成，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可以同“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媲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在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治
国理政的一个核心理念。
　　现在让我们再来领会一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吧。
　　首先一条，是要继续依靠发展，依靠科学发展。
回顾中国20多年和平崛起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江泽民同志也说过：“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毫无疑问，依然要靠发展，要靠以人为本、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
坚持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和准确把握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点、趋势和要求，这是解决
当代发展问题的前提。
旧式工业化道路是以利润为唯一导向，以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为特征，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实现的
。
而中国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所追求的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效益，则应当注意以人为本，以科
技创新为动力，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特征来实现。
当代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日益突出的智能化特征、国际化规模和人性化方向，推动科技和人文进一步
直接地融合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之中。
也就是说，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不仅表现在生产力的“硬件”因素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力的
“软件”因素上。
　　当代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要素结构和作用方式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要求我们
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完全符合并准确反映了当代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特点、
趋势和要求。
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第二，是要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依靠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我们党提倡社会和谐，决不是否认矛盾存在和矛盾斗争，而是要求在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
务的同时，继续深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凝聚改革共识，坚定改革方向，完
善改革举措，戮力改革攻坚，并且通过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稳健改革和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来妥
善处理各方面社会矛盾，这样来保持和发展社会和谐，不断地把和谐社会建设推进到新的水平和境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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