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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发展的实质内容：破解发展难题 

□孙跃纲  [宁波大红鹰学院  宁波  315175] 

 

[摘  要]  发展就是破解难题，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对当时所面临发展难题的破解，发

展主体必须面对现实困境，消除现实发展的阻力包括消极性生存、长时期的传统、曾经成功的经验、

竞争性主体施加的压力和各种不利于发展理想实现的现实因素。今天人类面对的发展难题更加巨

大，更加困难。发展的过程就是破解各种发展难题的进程。破一难题，发展一步，破小难题，发展

小步，破大难题，发展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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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破解发展难题，是发展实践的核心内容。一方

面，正是诸多发展难题的存在，使许多人类主体很

难实现发展的突破。另一方面，也正是对各种现实

发展难题的艰苦破解及科学排除，才使人类主体不

断地实现一个又一个的发展目标，进入越来越理想

的生存境界。可见，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

是不断认识、不断探索、不断破解发展难题的漫长

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的

发展难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发展成就，如今已经

处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时期。在这一特殊

的历史机遇期，把诸多可能的机遇变成为现实的发展，

把诸多不利的困扰与难题予以最大限度地排除和化

解，这是实现中华民族科学发展的现实选择[1]。为此，

发展哲学对发展理论的研究也必然地将破解发展难题

提升为发展的核心理念，以使人们看清楚发展的实质，

抓住发展的核心，实现和促进科学发展的现实过程。 

一、发展就是破解难题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认识和克服

各种各样的困难，破解各种各样的难题，构成了人

类社会一步步前进发展的实质性内容。在这些各种

各样的难题面前，只有生存与死亡两种选择。在付

出了无穷无尽的代价，付出无数巨大的牺牲，经过

艰难曲折的探索，人类终于发展到了今天，取得了

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发展难题一直在压抑着人的

生存，任何人都不能停留，都不能喘息，为了实现

更大的发展，必须冷静面对和破解我们面前更多、

更大、更难的难题。 

人类于自然界中成长起来，最大、最直接、最

现实的困难就是自然界的压力。正像列宁所说，自

然界不能满足我们，人类要通过实践来改造自然，

获取能满足自己生存发展的各种物质资料和有利的

环境条件，获得生存的延续和扩展，实现生存质量

与境界的提升。刚从动物界脱胎提升起来的人类，

一开始就面对着险恶的生存环境，各种凶猛强大的

动物群体，与人类争夺有限的共同生存空间，稍有

不慎，就会被狼虫虎豹夺去生命。古人们从树上居

住到地上行走，再到洞穴居住直至建造房屋，一步

步地拓展生命的空间，一步步地扩展生命的力量，

一步步冲破原有时空的局限，排解了限制生命运动

的诸多困扰，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发展。 

人类产生之初曾经面对着水患的困扰。古人们

动员几乎全部力量对付水灾。我国有大禹治水的传

说，几百年上千年的奋斗探索，几代人甚至几十代

人的艰苦磨难，终于找出了有效的办法，疏通河流，

构筑堤坝，有效抵御了水灾与旱灾。世界各国在大

江大河上修筑的大坝已经不计其数，前苏联罗贡心

墙土石坝高335米，瑞士大狄克逊坝285米，我国小

湾坝292米，三峡大坝181米。长江、黄河、尼罗河、

[收稿日期]  2010  06  30 

[作者简介]  孙跃纲（1958 ）男，宁波大红鹰学院社科部教授. 



 社科经纬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1年（第13卷）  第1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Feb.2011,Vol.13,No.1 

64. 

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红河、雅鲁藏布江等等大

江大河上的大坝非常之多，世界六十米以上的大坝

上千座，其拦水发电、灌溉农田，为人类的美好生

存创造了良好的现实条件。我国上古传说中的神农

尝百草，伏羲作八卦，有巢氏筑舍，黄帝造字等等，

都是对当时人们面对生存难题的破解。 

从某种意义上看，人的直立行走，火的发现与

火种保存，石器劳动工具的发明，石器火器的不断

改进，到了原始农业的产生，文字、原始宗教的产

生与发展，最后是生产力获得一定发展基础上的剩

余产品的出现，私有制冲破原始族群的低级公有制

度，人类文明正式诞生。这里的每一个进步，每一

个发现，每一步跨越，都是对当时困扰人类祖先的

现实难题的艰苦探索，都是对当时人类生存困境的

坚定攻战，矢志不移，最终找出一条新路，以达彻

底之摆脱，上升到新的境界，达到人类生存的解放

与拓展。 

私有制产生以来，社会生产力得以极大解放，

从而大大增强了人类的生产能力，人口的数量不断

增加，则造成对食物的需要数量猛增，这一压力又

迫使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研究和改进劳动工具，提

高生产工具的性能，以增加食物的生产。开垦土地，

砍伐林木，搭盖房屋，破薪取暖，在食品与热量需

求的巨大压力下，人类逐步发现了石油和煤炭及冶

金，这标志着人类生存的又一巨大飞跃，巨大解放

和巨大发展。 

在石油和煤炭的发现与使用过程中，人类急速

地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在油和煤燃烧中同时被燃烧

起来的人类更美好的生存理想，带动着人类去探索

和发现更宽广的生存领域，更广大的发展空间。蒸

汽机、纺织机给人类插上了新的翅膀，地理大发现

使人类连成了一片，在开辟了一个真正的世界历史

的同时，又燃烧起人类更大发展的宏伟理想。财富

怎样才能迅速增长？财富怎样才能集中起来，被一

小部分人所掌握？人的王国如何才能与财富的王国

合而为一？这就成为工业时代开启的世界性难题
[2]。从此就有了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大国之间争夺霸

权的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 

今天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为

了对付各种现实世界的局限和束缚，人类又创造了

一种崭新的生存方式：网络。网络是一种新的劳动

工具，是一种新的生产力。网络空间极大地实现和

拓展了人类丰富的幻想，冲破了人们现实生活的各

种烦恼与无聊，给人的生存带来了又一种极富诱惑

的生存方式。在无限的虚拟空间中人可以尽情地发

挥出无穷的想像，极大地弥补和填充了现实生活的

不足与缺陷。网络中的丰富资源可以大大激发人的

更大想像与创造，引领人类对限制自己生存的现实

进行更加合理的改造与变幻，以创造出更具人性、

更合乎人的本性、接近人的理想的现实条件。 

为了应付日益紧张的地球环境和能源空间，人

类已经把视角伸向了宇宙空间。各种探险器的研究

制造与发射，各种太空研究和能源探寻，都在力求

最大限度地排解现实的生存压力，破解现实的发展

难题。 

可见，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

破解难题，不断创造美好生存条件，不断创造和实

现人类发展理想的奋斗过程[3]。从发展哲学的视角

来看，发展的实质内容就是不断破解发展难题的  

过程。 

二、发展难题的复杂性 

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着困扰人类发展的难题，这

些难题无穷无尽，变幻无常， 复杂多样。因为发展

才是人的本质，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类非要发展下

去不可，人本身就是一种发展性存在。一切困扰和

阻碍人类发展的困难都可以称作为发展难题。对人

类的无限发展来说，发展难题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一族、一链，一个无限的界面。人类生存发展的欲

望是无限的，发展难题因而也是无限的。 

（一）发展难题的复杂内容。 

虽然每一个时代人类面对的发展难题各有不

同，但是从总体上和历史发展的长画面来看，发展

难题可以分为一般性发展难题与特殊时代的发展难

题，常规性、确定性发展难题与偶然性、突发性发

展难题，客观性发展难题与主观性发展难题，人类

自身内发的发展难题与外界引起的发展难题，个体

性与群体性发展难题，物质性困扰与精神性困扰难

题等等。破解这些难题，一是要认识它，知道这些

难题的本质特征与产生的原因、变化的规律，二是

要想出有效办法，排除这些困扰，从而把人类主体

的生存与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新的境界、新的   

高度。 

1．消极性生存。对于所有的发展主体来说，对

于任何一项具体的发展进程而言的一般性、常规性

和通常性的发展难题，首先是习惯性和消极性生存。

面对着生存的巨大压力，如果不是到了非改变不可

的程度，总是有相当部分的主体会考虑到另劈新径

的不确定风险，因而选择以往的习惯性和消极性生

存，这应该是发展的第一难题。其一，习惯性生存

风险比较小，其二，这种习惯性生存主要是通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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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主体自身，通过主体对自己的需求和消费结构的

调整，压缩消费，勒紧需求，以对自身生活方式的

改变来取得适应环境的效果，具有明显的消极性、

被动性。其三，习惯性生存不但不能化解和排除发

展难题，反而将这种难题无限制地放大、延迟，最

终使主体被这种难题所压倒。在一般的常规发展进

程中，首先冲破习惯性、消极性生存的主体总是极

少数叛逆者，由这些主体进行英勇探索，经过反复

探险，付出一定的代价，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效果，

才会有更多的主体跟着，逐步克服特定的生存困难，

创建一个新的人类生存方式，进入一个更好的生存

状态。 

2．保守型传统。与消极性生存相联系的是长时

期的保守的传统。希尔斯的《论传统》深入地剖析

了传统的形成、结构与功能。传统一方面凝结了人

类漫长历史发展的经验与智慧，具有维持和延续人

类生存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传统只能够说明过去，

只是以往的经验，而对今天和今后主体的更好生存

与更快发展而言，只具有借鉴的意义。恩格斯曾指

出，传统是一种保守的惰性力量。传统对主体破解

发展难题而言，自然会形成束缚和障碍。传统有保

障人类生存延续的巨大的积极作用，对于人类发展

面对的新难题、新困境，却不能提供思维的突破和

心路的创新，反而与人们思想上和行为中的经验主

义倾向相协调，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人们的手脚，阻

碍对发展难题的破解。 

3．曾经成功的经验。以往的成功经验是在漫长

的人类发展进程中凝结为传统的基本内容。每一次

成功的经验都是对当时主体面对发展难题的破解，

都是人类历史的发展与进步。这些成功经验的不断

积累构成了一部人类不断破解发展难题获得发展的

进程，是人类文明与进步文化的丰厚凝结。另一方

面，人类主体在前进中总是要面对新的难题，对破

解这些新的难题，过去曾经成功的经验将成为束缚

主体不断创新的绳索，成为阻碍主体破解难题的

障碍。 

4．竞争性主体施加的压力。竞争对手施加的各

种压力，既是迫使主体发展的动力，又是影响主体

破解难题的阻力。压力会变为动力，但压力绝不等

同于动力，压力转化为动力必须具有特定的条件。

直接地看，压力就是一种消极的被动性因素，给主

体的精神与正常生活造成不确定的干扰，使主体陷

于慌乱无助的盲目状态，无法正常地生活，甚至正

常的生命活动被打乱，不能清醒稳健地正确面对发

展难题。在法制与社会监督还不很到位的背景下，

竞争性主体往往采取非正常的举措，施展各种竞争

计谋，甚至一些非法的诱惑、恐吓与伤害，明争暗

斗，防不胜防，给主体破解发展难题带来莫大的   

困难。 

5．不理想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环境更是破解发展

难题的阻碍。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成事的三大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其中天时地利等于自然条件，

人和属于社会环境。主体要破解发展难题，必然面

对着诸多不利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这些因素本

身也就与发展难题融为一体，组成为共同制约主体

发展的发展难题群。破解发展难题，包括破解制约

主体生存发展的核心难题与非核心难题，一般来说，

这些不利于主体生存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客观、

明确、鲜明、确定，其本身就构成为主体发展中非

核心的辅助性障碍因素。 

（二）发展难题的特征。 

阻碍主体发展的难题具有综合性，连续性，系

统性。主体发展理想、发展目标与发展任务的不同，

相应地发展难题的具体内容与范围也就不同。随着

主体发展进程的不断提升与推进，主体必将面对越

来越新、越来越大、破解越来越困难的发展难题。

一些简单的、容易克服的发展难题人类已在发展初

期予以破解，就破解而言，人类主体今后将面对的

必然是更加困难、更加艰巨的难题。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有一些难题具有持续性、

永恒性、一贯性，如健康、生命、真理、自由、幸

福、正义，这些价值的追求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终

结和不会彻底破解的。佛教讲看破红尘，遁入空门，

他们难道不吃不喝不要健康和生命吗？另一些难题

则具有时代性、特殊性和暂时性。像某种疾病，某

种劳动工具，某一自然规律的发现与利用等等。数

学定律、物理公理、化学结构，这些真理性认识与

应用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一旦被发现被破解就

一劳永逸地被人类永远使用下去，帮助主体来对付

同类的发展问题。 

在主体的发展过程中，发展难题会时刻伴随着

人类主体，存在于主体的周围，一方面对主体的生

存构成巨大的压力，形成诸多对主体的束缚和困扰，

阻碍着主体向更高生存境界的飞跃，使主体产生一

种无法忍受，不能承受，必欲破除的强烈愿望与动

力。另一方面，主体现实面对的发展难题与此前已

经破解的难题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和某种相似

性及连续性，这样会使主体在对以往经验与传统的

学习继承中，承接前人的文化创造和智慧发明，从

而获得启示，多少领悟出破解眼前难题的思路，获

得破解方法上的突破。 

一个发展难题的破解，在表面上暂时地化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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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了压抑限制主体生存发展的现实困境，使主体

进入一个更好、更高、更理想的生存境界，主体的

生存获得更大的解放，比较充分地展示出了主体的

创造价值和生命意义及主体的发展活力，生存动力

得到进一步的展示和释放。 

从总体上看，人类生存于大自然的环境之中，

自然界的既有状况提供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料

与巨大空间，所以说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同时自

然界的广大空间和无尽变化也诱发起人类的更大欲

望与幻想，大自然的无限性和变化的无穷可能性，又

诱使人类为了未来更美好的生存而不断地探索奋斗。 

人类主体发展欲望的无限性与不断提升的要

求，使人在任何时候都面对着生存和发展难题，可

以说，生存发展难题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每天每

时都有发展难题在包围着人类，困扰着人类，压迫

着人类。有时主体可能会对发展难题没有察觉，没

有认识，没有体会，但难题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宗

教引导人们回避现实，无视现实，陶醉于虚幻的空

想，这种宗教幻想只是从主观上、思想上排解了难

题，根本没有也根本不会破解现实中的难题。 

（三）个体难题与群体难题的辩证关联。 

个体面对的发展难题与社会群体面对的难题既

有联系，又有区别。主体要生存，要发展，自然首

先面对的是主体的日常生活难题。吃、喝、住、穿、

行，是每个主体都首先要面对的，是首先要解决的

生存难题。这些基本生活难题，既是个体的难题，

又是群体的难题。帮助主体顺利解决这些基本生存

问题是所有国家、政府、社会的基本职能和责任，

也是政权存在合法性的基础和根据。 

相对而言，个体的难题主要在于物质性生存，

群体的难题主要在于组织、管理和公正、合理、高效
[4]。一个组织，一个政权，一个国家只有较好地解决

了所有人群特别是基本人群的基本生存难题，它才

能拥有比较稳固的合法性基础。同时，每个个体在

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自然要产生出更

大的发展需要，形成更高的发展欲望与更加美好的

生存理想，从而将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现实状况

纳入到自己的生存发展之中，形成更严酷、更艰险

的发展难题。 

由于不同主体的经验、素质、能力与所掌握运

用的自然、社会资源有区别，有些发展难题对一部

分个体而言可能确实是真实的发展难题，也可能确

实压倒了一些人，使这些主体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但对另一部分个体而言，同样的问题则可能不成其

为难题，不成为问题。富家子弟哪里知道柴米油盐

之艰难啊！在社会发展中，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

级、阶层，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人们所面对的发

展难题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有共同的难题，更有特殊的难题，有长期的永

久性难题，也会有临时的、暂时的难题，有真难题，

也有假难题。难题的存在与破解的条件方式方法各

有不同。对此都应该认真地具体分析，认真对待。 

发展难题的复杂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可以将这

些复杂性概括为层次性、多样性、连续性、综合性

与特殊性。另外，发展难题是相对于主体的发展而

讲的，这种相对性变化与选择既体现出发展难题存

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又生动具体地表达出发展难

题存在的绝对性。 

三、当代难题与科学发展 

过去有过去的发展难题，今天有今天的发展难

题。许多古代的发展难题已经解决了，许多古代的

发展难题在今天仍然存在。有的难题改头换面，以

新的面目出现在人类面前，也有许多难题是古代难

题在今天的再现。真实地破解这些人类今天面对的

当代难题，是我们实现和推进科学发展的根本途径

和现实任务。 

发展难题难在哪儿？难就难在他是新出现在我

们面前，且用过去的方法所解决不了的。破解这样

的发展难题必须创新，即创新思路，创造新法，制

造新的工具，开创新的途径，用人类的智慧战胜困难。 

总结历史上人们破解难题的经验教训，可以看

出：真正地破解难题，首先必须要有科学精神和科

学态度，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积极探索事物

发展的规律，严格按规律办事。第二，要有高素质

的人才，能人、神人、至人、真人等各类人才，团

结拼搏，密切协作，共同奋斗，形成强有力的攻坚

队伍。第三，坚持科学的方法，辩证综合各种因素，

反复试验，精益求精，科学总结，善于集中大家的

智慧，提出创造性的方案[5]。 

当代难题是与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工业的迅猛发

展密切联系的，也与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紧密相关。

大工业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相当

大地拓展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极大地解决了人

类面对的诸多发展难题，把人类的生存发展推进到

新的阶段、新的境界。同时大工业又从根本上提升

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把人认识改造自然的能力

提升到新的高度，使人类的能力与智慧达到了无以

复加的程度。人类要把地球上的一切都纳入自身生

存发展的范围，使宇宙间的一切存在都要为人的欲

望服务。而大自然对人类的任何一个巨大的进步都



 社科经纬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1年（第13卷）  第1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Feb.2011,Vol.13,No.1 

67. 

给以或迟或早的惩罚作为回敬和报答[3]，即在破坏环

境，妨害自然平衡的总效应下，引发出一系列的当代

难题。 

（一）当代第一难题是环境问题。 

大自然本来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给人类提

供了基本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但是大工业却无限

制地毁坏环境，自然界本身的循环代谢、自组织平

衡系统受到极大破坏，使得自然环境出现诸多对人

类不利的影响。例如大气，大气层中越来越多的CO、

CO2、SO等不利于人类生命健康的元素越积越多，

给人的生存带来无穷的威胁。越来越多有毒废物排

放到内陆河流、地下水与海洋中，越来越多有毒废

物的排放，直接伤害了地球上动植物的结构与有机

质构成，造成大量生物灭绝，使地球生态系统不断

恶化，同时直接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命健康。气循环、

水循环、生物质循环在越来越广大的范围和层面上

受到工业的侵害。如今，大气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整

个人类生存发展的世界性经济与政治问题，今年的

世界气候大会在哥本哈根召开，吸引了世界几乎所

有地区、所有国家、所有国际势力的高度关注，也

引起了大气科学、环境科学、水科学、有机化学、

食品学、植物学、动物学等方面的高度关注与深入研

究[6]。 

（二）能源问题。 

大工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石油、煤炭、天然气、

电等这些传统能源基础之上的，石油是工业的血液，

煤炭是工业的命脉。工业革命引发的300年以来的工

业发展，极大地消耗了地球上的传统能源。据有关

学科研究的资料显示，目前地球上的石油储量按目

前的开采速度，只能继续60～80年，煤炭只能继续

开采50多年，这就给人类的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危

机和挑战。能源难题不只是存在于未来，而且存在

于现实，为争夺有限的能源，各个国家展开了剧烈

的竞争甚至战争。国际战略之中的能源战略已经上

升为核心的部分。国际油价也牵动着各个国家、各

个民族、各跨国集团的神经。为此也引发了人类开始

研究和开发非传统能源：核能、太阳能、风能、水电、

生物能源等绿色环保能源。破解能源难题不能只依赖

于能源大战，而要依靠科学技术，依靠世界各国和国

际社会的合作。 

（三）和平与反恐问题。 

两次世界大战使世界各国政府、政党和政治集

团及各国人民都深受其害，战争极大地损害了人民

的生命与财产，阻碍了人类文明的正常发展。战后

世界各种政治势力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战

争的发生。但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经过近半个世

纪的冷战，美俄核大国军备竞赛日甚一日。原苏联

解体之后，美国这一超级大国打着各种幌子出兵其

他国家，单方挑起局部战争，给伊拉克、阿富汗和

前南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世界恐怖势力也在

“9·11”之后迅速凸现出来，对各国的稳定与发展

造成明显的压力。今天，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恐怖

势力，仍然是摆在各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紧迫难题[7]。 

（四）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问题。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

两大潮流，并直接影响到各国的利益和未来的发展。

但是各国人民所要求的是符合历史必然性、符合各

国人民利益的合理的全球化，而并非是现实中由经

济大国主宰的事实上是资本独占的全球化。在现实

的全球化进程中有许多强制性的损害落后国家和弱

势群体的资本逻辑，以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人民

的巨大代价为前提，这样的全球化自然受到这些国

家与地区的强烈抵制。世界政治的多极化，一方面

抑制了独裁和霸权，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分割和牵制。

面对着人类发展的共同难题，需要各国之间的合作

努力，需要建立一种合作、和谐、对话、共赢的良

好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目前，世界政治的多极化格局正在形成之中，

现已形成一强（美国）多极（欧盟、俄、日、中）

的世界政治格局，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博弈较量之中，

自然形成的政治格局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不

可能完全合理。因而，建设一个合理的能给世界各

国人民带来稳定、和平、发展福祉的经济与政治格

局仍然任重道远，困难重重。 

（五）贫富差距以及文化融合问题。 

工业化进程的特殊性、差异性形成了发达工业

国与落后传统国的巨大差别。在一个国家内部，在

市场化进程中也自然地分化出贫富两个阶层的人

群。穷国富国，穷人富人，贫富阶级与阶层的人们

在社会生活中必然产生诸多不和谐的矛盾，甚至会

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国际上富国主宰全球化

进程，制定国际交往中的各种标准，引导世界贸易，

垄断高新技术，笼络尖端人才，控制世界资源，在

很大程度上伤害了穷国和弱势人群的生存，损害了

这些人们的发展，从而引起各种国际争端。 

发达国家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

正逐步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绿色环保清洁能源、

第三产业、虚拟网络创造为特征的社会生产生活方

式正在成为潮流，一方面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另

方面却把落后的污染、低能、低效产业调整转移到

了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和地

区的利益，引发了各种国际矛盾和冲突，包括针对



 社科经纬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1年（第13卷）  第1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Feb.2011,Vol.13,No.1 

68. 

发达国家和侵略者的恐怖活动，这就更加剧了全球

化进程中的贫富差距和矛盾冲突。 

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融合与文化矛盾也逐步凸

显出来，并且伴随着宗教的因素。在文化格局中，

强势与弱势、现代与传统、竞争与和谐、伦理与人

情、科学与习俗、宗教与信仰，甚至不同地域的文

化风格既相交融，又在博弈竞争中争夺主流强势地

位。文化的冲突、文明的竞争与经济竞争遥相呼应，

相互影响，在动荡不安中向前推进。 

破解发展难题成为科学发展的实质内容和根本

动力。今天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发展难题概括起来

就是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解当代发展难

题，才能实现科学发展。破解难题的过程就是创造

科学发展的过程。破解发展难题需要科学理论的指

导，需要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需要坚持科学发展

的战略方针，需要一大批坚持科学发展，勇于创新

求胜，公而忘私，全心为民的高素质优秀人才。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是科学

发展的应有之义，是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选择。科技是第一生

产力，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要素。只要我们不断地培

养出一批又一批能够破解各种发展难题、创造科学

发展的优秀人才，坚定不移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实践科学发展观，就必然会不断地破解我们面前的

发展难题，实现又好又快、福及全民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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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ment is to break difficulties. Every step of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is to crack the 

difficulties which the human beings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subjectives of development have to face the reality, 

and eliminate the development resistances, such as passive survival, long tradition,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competitive pressure. Today, human beings are facing with even greater challenges. Once one difficulty is solved, 

one step of development is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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