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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探索：60 年来中国发展观的历史演进

李 丹 1，刘明合 2

（1．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2.泰山学院 政法系，山东 泰安，271021）

摘 要：建国后中国的发展观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建国初期，第一代领导人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局

势下实施赶超战略，形成了跃进生产观；改革开放以后，第二代领导人开启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树立了

效率发展观；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中国的发展要有新思路，第三代领导人提出了创新发展

观；进入 21 世纪以后，面对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立足当代中

国的发展实践，是在继承基础上对前人发展观的扬弃升华，标志着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形成。
关键词：跃进生产观，效率发展观，创新发展观，科学发展观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是二战后世界各

国的共同课题，更是发展中国家的头等大事。 从空间

上来看，发展既有其共性，也有个性。 中国作为人口

多、底子薄的落后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实践不同

于其他国家， 中国的发展观也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从时间上来看，发展是历史的，发展观也是历史的，不

同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时代主题特征、面临

的主要矛盾不同，发展观念就不同。新中国成立 60 年

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几代领导集体

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不

断探索发展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形成了

具有各自理论内涵、特征、风格的发展观。 诚然，各时

代领导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探寻

中国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本身自有割不断的内在联

系性和继承性。 但不能以此混淆它们的特质，如把毛

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科学发展观讲

的以人为本等同起来是不合适的，邓小平提出的“植

树造林”思想与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提出的可持

续发展理念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 “在看到继承之处

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其中的发展和创新之处，两个方

面讲全了，才能体现研究的科学性。 ”[1] 鉴于此，本文

尝试梳理归纳各时代领导人发展观的核心特征。

一、第一代领导人的跃进生产观

新中国成立后，赶超先进，摆脱落后，冲破封锁，
反对干涉，富民强国，是新中国发展的主题。探求中国

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之路，成为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

面前的艰巨任务，直接影响和促成了第一代领导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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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毛泽东多次向全党和全国发出

“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

义国家 “，“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的号召。
1956 年，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的讲话中说，“美国

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

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 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

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 这是一种责任。 你有那么多

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

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

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

你的球籍! 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

要，完全应该。 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

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2]（P89）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中，他

更加具体地指出：“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

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

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 ”[3]（P117） 毛主席在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还制定和通过了 “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此指

导下，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立的工

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和比较高的发展速度。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认

为，中国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

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在 1/4 世纪的时间

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毛泽东时代是

“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

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

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4]

但这一时期中国在发展实践与理论上的失误和

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在“大跃进”发展战略的指导

下，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超英赶美”，“一天等于

20 年”，“全民炼钢”、“大干快上”、“跑步进入共产主

义社会”，农业大办水利，工业大办钢铁……发展远离

实际，“大跃进”式的发展遭到惨败。 毛泽东转而重提

阶级斗争，使生产斗争让位于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

当作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种阶级斗

争动力论导致极“左”思潮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不

顾经济规律，抓革命促生产，大批促大干，试图以革命

为手段和基础来解决中国的生产发展问题。十年浩劫

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在亚洲、拉美等发

展中国家崛起之际错过了宝贵的发展时机。邓小平在

1980 年总结过 去 发 展 经 验 教 训 时 曾 说：“近 三 十 年

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

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

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

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 ”[5]（P249） 因此，有的学

者提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由于缺乏经验和工作

指导上的失误， 没有能够形成系统的科学的发展理

论”。 [6] 没有系统的、科学的发展理论并不是说没有发

展理论，第一代领导人的发展思路可以概括为跃进生

产观。 毛泽东关注发展生产力，但在实践中却没有探

索出发展生产力行之有效的办法，没有关注生产之外

的分配、交换、消费等问题。 这种跃进生产观“客观地

反映出毛泽东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情基础上

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之

间的距离、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与落后社会基础之间的

矛盾以及低起点与高目标之间的落差，体现了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发展初期探索的艰巨性与曲折性，饱含着

开拓者的大无畏精神与超人的胆识。 ”[7]

二、第二代领导人的效率发展观

直到 70 年代末， 发展才真正成为国家的根本任

务和中心工作。邓小平首先在发展理论的特有含义上

把 “发展” 这一术语引用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来。 [8]

“邓小平理论是一种发展理论， 即关于发展中国和发

展社会主义的理论。 ”[9] 效率是邓小平发展观的关键

词，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中心概念。 效率意味着大力

发展、抓住机遇、提高速度、重视科技、尊重人才、消灭

贫困……在改革开放起始时期，经过了“宁要社会主

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十年浩劫，中国正处于“一

穷二白三平均”的状态，大家不怕穷、不怕苦，就怕富、
怕冒、怕资、怕修。 效率才是当时发展的重点、难点和

突破点，于是邓小平围绕着效率开始了他对中国发展

之路的艰辛探索， 形成了他富有开拓性的效率发展

观。
1．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总方针

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他反复

强调，“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
“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发

展是中国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10]（P265、3、219）

发展也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不改革开放，不

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世界

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

不去”。“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

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空

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5]（P314） “最终说服不相

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 ”[10]（P370、354、204） 因此，
发展是中国的头等大事、基本路线，“中国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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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

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

路线”，这条路线是“中国的发展路线”。 [10]（P244、248、381）

2． 先富带后富的发展路径

邓小平同志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伟大的社会主

义者，他非常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

国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 ”[10]（P110-111） 但在中

国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如何实现这

一进程？邓小平为此设计了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路径。 “一部分人先富裕起

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
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

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
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

同贫穷， 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10]（P23、155） 1977 年到

1978 年， 他先后 14 次阐述了应该从我国经济落后，
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

带动整个经济快速发展的设想。 [10] 在当时，根深蒂固

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观念，极大地阻碍了经济

发展，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

实劳动及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一提法有力地冲击了

旧的观念，有效地激发了社会活力。
3． 台阶式跳跃的发展模式

什么是有效率的发展模式？ “可能我们经济发展

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 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

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 ”在

1992 年南巡过程中， 他对此更加确定，“看起来我们

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

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 ”[10]（P368、377）

他用“加速前进———跳上台阶———治理整顿———加速

前进———上新台阶”的简明路线图，说明发展的非均

质性、台阶式跳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我们自己这

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

够办得到的。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

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

段。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

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

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

代化建设长过程中， 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

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否则

当快不快，贻误时机，“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

台阶， 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 我们就落在后面

了。 ”[10]（P376、377、369） 事实证明，台阶式跳跃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腾飞的业绩。

4． 速度就是效率的发展战略

邓小平认为，发展要看机遇，要讲速度。 不抓机

遇，就会错失发展良机。 “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

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

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低速度就等于

停步，甚至等于后退。”[10]（P375） 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

机遇并不多。 因此，必须做到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

时，速度要保证。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

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

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只有保证发展速度才能赢得与

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够格”的

社会主义。 “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 要

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 贫穷不

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0]（P255） “发展

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是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论断

的进一步延伸说明，是从社会主义历史使命出发作出

的一个在当时极富震撼力和针对性的论断。
邓小平破除了种种迷信和枷锁，从发展中社会主

义落后大国的实际出发， 在实践中进行了大胆探索，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发展的总体方针、具体

路径、发展模式、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构建了

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邓小平的发展观

非常强调发展效率，注重实效，讲求速度，看重结果，
立足现实，强调“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5]（P312）

其突出的特点是现实主义，这与毛泽东发展思想中的

理想主义色彩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的效率发展观坚

持把经济发展放在优先地位， 发展不仅是硬道理，而

且要有硬指标，要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最终体现在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增强

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上。 在发展策略上强调“不管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在发展政策上鼓励

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发展途径上，创

造条件，实现台阶式跳跃发展，实现快速发展；在发展

前景上，如果社会主义国家老是穷，是站不住脚的，效

率决定前途和出路。 这些都是他效率发展观的体现。
效率发展观解决了中国当时最大的实际问题，让十几

亿人口吃饱穿暖并开始致富， 这是实践证明了的、正

确的发展观。 然而，随着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逐步得

以解决，其他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有人说邓小平过分

重视效率，忽视了公平；过分注重数量，忽视了质量；
过分强调了经济，忽视了环境。 这是以现在的眼光看

待过去，以现实裁剪历史。 发展观作为一种观念的存

在，首先是以现实的存在为基础和根源的，有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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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实践要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发展实践达

到什么程度，发展观才能达到什么程度。 每一个历史

阶段有这个阶段的主要问题、 主要矛盾和思想倾向，
这个阶段的发展观也就有其自身的特点、 贡献和局

限。 邓小平的发展观是时代的产物，其内容是由那个

时期要求解决的问题决定的。有人说如果从改革开放

一开始中国就实行全面和谐、城乡协调、共同富裕、环

境保护，就不会存在现在这么多的社会问题了。 这是

一个没有意义的假设，那时的发展实践不可能产生这

样的理念，即使出现了这种超前的理念也是不符合当

时实际的，也是要在实践中碰壁的，甚至会导致目前

发展基础的丧失。

三、第三代领导人的创新发展观

20 世纪 90 年代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改

革进入攻坚阶段，开放进入与西方制度或国际体系短

兵相接后的磨合时期， 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对

邓小平的发展观进行了调整和开拓。“创新”是江泽民

发展观的核心关键词， 研读江泽民的讲话和论述，可

以发现“创新”是他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语。 2000
年 10 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结集出版了江泽民 《论

科学技术》一书，有关创新方面的论述，绝大部分收录

其中。 全书 49 篇文章中，几乎篇篇涉及到创新，而直

接出现“创新”这个概念的，据粗略统计就有 37 篇文

章共 351 处。 [12] 在这本书中，江泽民先后 12 次反复强

调“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

动力”这句话；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

题摘编一书里“创新”这一字眼出现了 343 次，是他

使用最多的概念；在十六大报告中又有 95 处提到“创

新”。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创新对发展的作用、
创新与发展的关系， 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创新发展思

想。
1． 要创新发展思路

创新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成果，求

得新发展的过程。 因此，创新除了包括“新发明”、 “新

创造”外，还包括形成“新思路”、“新突破”。 第三代领

导人从中国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出发，强调发展要有

新思路、新突破，在发展结构上，注重协调发展，统筹

区域发展；在发展方式上，提出要逐步从粗放型经济

转变到集约型发展的道路上来，走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发展内容上，强调

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三个文明”一起抓；在发

展目的上，把人当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人

的全面发展”； 在发展途径上， 主张运用最新科技成

果，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发展阶段上，提出要紧紧抓

住 21 世纪头一二十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 第三

代领导集体在发展上的创新使中国不仅在复杂的国

际形势下站稳了脚跟，牢牢抓住了全球化带来的历史

机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并开始纠正经济快速

发展下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矛盾，着手更新发

展观念，调整发展思路，注重发展质量。
2． 创新是发展的动力

江泽民认为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他把创新提高到

国家强弱、民族兴衰、政党存亡的高度。 “创新是一个

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世界在变化，我国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

发展， 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

结实践的新经验， 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

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 ”[13] 他在《不断

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一文中详细论述了理论创

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三大创新形式及其内涵。所谓

理论创新，就是要使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

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 新的思想而向前发

展；体制创新，就是要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及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

面的体制；科技创新，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

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 分别从思想理论层面、生

产关系层面、生产力层面论述了创新对发展的推动作

用。 理论创新是全部创新活动的灵魂和先导；体制创

新是理论创新、科技创新的制度保证；科技创新是关

键，最终解决发展问题还是要靠技术创新。
3． 创新促进跨越式发展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是发展中

国家，应该更加重视运用最新技术成果，实现技术发展

的跨越。 ”后来，他进一步指出“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

展的跨越”，“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 [14] （P93） 十六

大报告更为明确地指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发

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

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

益。 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推进关键技术创新

和系统集成，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江泽民的跨越式

发展思路，就其本质而言，并没有否定邓小平台阶式

发展，而是强调在新的条件和形势下实现科技水平更

高、速度更快的高水平发展。 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发

展的根本症结在于经济发展不充分，而解决的途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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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快发展，通过创新跨越发展是唯一可行选择和现

实出路。
4． 实施三大创新战略

江泽民的创新发展观具体落实在“可持续发展战

略”、“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三大战略

上。其一，可持续发展战略。江泽民明确指出环境与发

展是正向关系，“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他多次

强调创新就是要使发展从旧路子转到新路子上来。
“我们既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又要抓紧解决人口、资源、环境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
着眼于未来，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15] （P461） 其

二，科教兴国战略。 “科教兴国，坚持全面落实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

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

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

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

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 ” 江泽

民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落实于提

高人的素质上。 “各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

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 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

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 ”[15]（P449） 第三，西部大开发战

略。 东西地区差距不断扩大，越来越成为我国现代化

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突出问题， 不解决西部地区的发

展，就不能很好解决当前全国范围的进一步发展。 开

发中西部，这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江泽

民明确指出：“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
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否则“就会

犯历史性错误”。 [16]

综上所述， 创新观点是江泽民发展理论中最重

要、最基本的观点。 从创新理论的提出到创新实践的

开拓，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要有新思路”，从

强调科技创新到重视理论创新、体制创新，从鼓励一

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到强调城乡共富、东西共富，
从重视当代人的发展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强调

经济发展到重视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这些都是

江泽民创新发展观的标志性成果。有人认为毛泽东发

展思想的关键词是革命，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关键词是

改革，而江泽民发展观的关键词是创新。 毛泽东十分

强调革命斗争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事实证明这

不是解决建国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邓小平主

张用改革的手段兴利除弊， 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
但当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 旧的东西革除得差不多

了，只有创造出新的东西才能进一步地激发释放发展

的潜能。 改革与创新都是指开拓性、创造性的思想或

行为，但改革思想重在破旧、除弊，革除旧事物中非科

学、不合理的东西；而创新思想重在首创，创立新生事

物，用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四、新世纪新阶段中央领导集体的科学发展观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

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应了邓小平那句话，“发展起来

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发展中涌现的各种问

题日益突出。 2003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

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把新的中央领导集

体的发展理念正式概括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

中国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 它刷新了一系列发展观

念，是当代发展观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1． 重置发展目标

发展目标从单一到多元，由关注经济发展到关注

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环境发展；由重量的

变化到重质的改善，从只顾增长、贪大求快到统筹兼

顾、又好又快；从关注发展的速度、规模、当下效应到

强调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从关注发展结

果到关注发展过程和发展方式；从关注物的发展到关

注人的发展。
2． 拓展发展内涵

科学发展观开阔了发展视野， 拓展了发展内涵，
将发展置于四个层面上：在个人层面，追求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在国内层面，致力于社会和谐发展；在全球

舞台，倡导世界共同繁荣普遍发展；在人与自然关系

方面，坚持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人与人、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之间、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和谐发展。
3． 厘清发展思路

科学发展观站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命运的深切关

注和世界各国能够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坚持走科技

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

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发展道路，引领人类走

向科学发展、高效发展、节约发展、清洁发展、人文发

展与和谐发展。
4． 优化发展动力

以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把国内发展与全球发展

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探索和平发展道路，既利用好

外部的有利条件，又发挥好我们自己的优势，利用国

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
利用内资与利用外资结合起来，努力把国内改革发展

和对外开放协调好、结合好。
科学发展观是全球化时代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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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长期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得出的重要结论。新

时期的发展理论与实践与以往相比，发展目标日益人

文，发展内涵不断丰富，发展的动力不断增强，发展环

境更加优化。 这表明，建国 60 年来，中国的发展观经

历了一个从萌芽到成熟、从零散到系统、从表层到深

层、从初级到高级、从朴素到科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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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 Exploration: the History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Concept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60 Years
LI Dan & LIU M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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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of evolu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 founding of PRC, the first-generation leaders practice the Catch-Up Strategy under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
tions, and formed a leap production concep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second generation leaders started to foster effi-
cient development concept. In 1990’s,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leadership put forward an innovation concept of development with new
idea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d new task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put forward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adapt to new changes and meet emerging challenges.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China’s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of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ir predecessors’ viewpoints on China
development, it marks the 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leap production concept; efficient development concept; innovative development concept;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
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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