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笔谈

统筹兼顾：

一个务必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

郭代模

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构建

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正确认识和坚持统筹兼顾的方针，

亟为重要。

一、统筹兼顾：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从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而言，发展是带全局性、综

合性、系统性和长远性的，需要统筹兼顾各方面的比例结

构及其效益关系。譬如效益，发展中有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和人才效益，这些效益都要统筹兼顾。从科

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而言，发展需要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需要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譬如利益，发

展中有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还有长远利益、

中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等等，这些利益都要兼顾起来。从科

学发展观的特征而言，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

关键在于“五个或七个统筹”，实际上就是统筹兼顾。统筹

就是为了兼顾，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从科学发展观的

目标而言，既要实现“四位一体”的协调发展，又要实现人

与各方面的和谐发展，这就需要把各方面的发展结合起

来。否则，一手硬，一手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迟早会

出问题。

二、统筹兼顾：践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方法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还要解决一个方法的科学性

问题。因为科学发展观把发展看做是全面的、系统的、协

调的过程，既需要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又需要有科学的领

导方法。一句话，它把发展看做一门科学，必须按客观规

律办事。否则，那种“拍胸脯”下决心，“拍脑袋”做决断的

做法，往往是事倍功半的，甚至是浪费性的劳动、破坏性

的发展。

鉴于我国的国情和发展状况，毛泽东同志曾认真总结

前苏联发展的经验教训，广泛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发表

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既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总

方针，又阐述了统筹兼顾的战略思想。这就为我们统筹经

济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科学方法，在今天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统筹兼顾，

不仅在于它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为人民服务、为

人民谋利益上，而且在于它提供了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方

法。譬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和方法、正确处

理各种利益关系的思想和方法、正确处理各种结构比例的

思想和方法、正确实施“两条腿走路”、组织“综合”平衡的

思想和方法、正确实行群众路线并“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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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积极因素”的思想和方法等等。所有这些思想与方

法，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有积极的指导作用。随着

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特别是我国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超过 1000美元以后，各种关系日趋复杂，各种

矛盾日显突出。因此，践行科学发展观，在当前最为重要

的就是做好“五个或七个统筹”的改革与发展。无论“五个

或七个统筹”之间还是“五个或七个统筹”之内，都需要统

筹兼顾。当然，统筹兼顾中既有“并举”、“并重”之策，又

要有兼顾中的重点或侧重。当前或今后一段时期，在以发

展为“第一要务”的全局中，应侧重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

发展，特别是公共卫生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在转

变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应侧重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特别是科技自主创新体系以及能

源、水资源节约机制的建立；在以结构合理化为目标的发

展中，应侧重轻型化方向，特别是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和

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在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中，侧重解

决“三农”问题，侧重西部、东北特别是“中部崛起”的发展；

等等。总之，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坚

持统筹兼顾的思想和方法，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决策能力

和水平。

三、统筹兼顾：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

统筹兼顾，不仅是我们党长期执政过程中的一条重要

历史经验，而且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长期坚持的

战略方针。

首先，统筹兼顾是处理当前各种矛盾及其利益关系

的基本方法。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即“黄

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阶段。随着国家“第

一个大局”和“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实施，东部取得更快

更好的发展。随着国家“第二个大局”（ 西部大开发）以

及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西部和东北的发

展也呈现出较快较好的势头。总之，随着我国三十年改

革开放的进程，G D P 年均以近 10% 的幅度增长，国家实

力不断攀升。但是，伴随而来的绿色 G D P 增长缓慢，甚

至生态环境有所恶化；伴随而来的城乡、区域差距，特

别是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拉大；伴随而

来的结构失衡、利益矛盾、短期行为也有所加剧。在这

样的情况下，要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必须更

加自觉地运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正确反映和兼顾各

方利益。

其次，统筹兼顾是由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

根本宗旨和理念所决定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实践、

提高执政能力的决策与实施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

与行动，核心与主线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贯彻

落实这八个字的战略方针之一就是统筹兼顾。从大的方

面而言，邓小平理论所强调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等是一种统筹兼

顾。科学发展观、执政能力、和谐社会，也是一种统筹

兼顾。科学发展观关于“五个或七个统筹”是如此，提高

五大执政能力是如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六个方面也是

如此。从具体方面而言，我们不仅要实现又好又快的发

展，而且要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国人民。要高度重视并

加快解决“三农”问题、就业和再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

题、生态平衡问题、社会治安问题、道德信用问题以及

党内反腐败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关系着“五个或七个

统筹”，要求我们不但在当前而且必须长期坚持统筹兼

顾的方针。

最后，统筹兼顾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本质及其根本

任务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

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用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衡量我们当前各

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是主

流；另一方面，也存在相当严重的各种问题。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需要统筹兼顾；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需要

统筹兼顾；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样需要统筹兼顾。总之，

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本质及其根本任务所决定，统筹兼顾是

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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