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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李君如李君如李君如：：：：“怎么看怎么看怎么看怎么看”是为了是为了是为了是为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理论热点面对面·2010”有一个吸引人们眼球的题目：“七个‘怎么看’” 。其实，它的内容更

吸引人。建议大家读一读这本图文并茂而且只有 9万字的通俗理论读物。我读了之后，深感

它不仅对于我们认清复杂的社会现象有帮助，而且对于我们了解当前党和国家的大局，充满

信心地向前走，更有帮助。 

 

  （（（（一一一一）））） 

 

  我曾经说过：“在这个社会里，谁都可以发牢骚，惟独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资格发

牢骚。因为牢骚是社会矛盾的外部表现形式，我们的责任是研究牢骚及其背后的社会矛盾。

如果我们也跟着发牢骚，不是失职，就是无能。”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我们应该直面社会

矛盾，而不是回避矛盾。《七个“怎么看”》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把大家关心的问题摆到桌面

上来。 

 

  七个“怎么看”，就是“怎么看我国发展不平衡、怎么看就业难、怎么看看病难、怎么看

教育公平、怎么看房价过高、怎么看分配不公、怎么看腐败现象”。中宣部理论局在“出版说

明”中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梳理出来的七个问题。 

 

  问题梳理出来后，他们就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和理论界部分专家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研

究，作出深入浅出、有针对性和有说服力的回答。对于中宣部的理论工作主管部门的这个做

法，我非常赞赏。因为它体现了我们党一直在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 

 （（（（二二二二）））） 

 

  既然讲到“实事求是”，我想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都强调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是“改变世界”。也就

是说，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 

 

  读了《七个“怎么看”》，我注意到，这本理论通俗读物有一个值得人们重视的优点。这

就是，讲“怎么看”，是为了“怎么办”。或者更准确地说，它讲的是“怎么看”，实际上告诉人

们的是“怎么办”。 

 

  比如，第一个问题，是讲“怎么看我国发展不平衡”的。在经过实事求是的分析之后，就

对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意见，专门讲了“如何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如何解决区域发

展不平衡问题”。 

 

  又比如，第二个问题，是讲“怎么看就业难”的。其中，讲“如何促进农民工就业”、“如

何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怎么帮扶困难人员就业”的篇幅，比分析问题现状及其成因

的还要多。 

 

  你只要读一读这本书的目录，就可以注意到这七个“怎么看”，每一个“怎么看”中不仅都

包含了“怎么办”的内容，而且重点讲的就是“怎么办”。 

 

  指出这一点，是要告诉大家，这本通俗理论读物不是以往人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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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是真正从人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出发，在分析问题中提出解决问题方向的理论读

物。因此，在就业、看病、上学、买房子等问题上有困难的朋友值得一读，没有这些方面困

难但关心着中国发展前途的人们也值得一读。 

（（（（三三三三））））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七个“怎么看”》在讲“怎么看”中讨论“怎么办”，具有方法论的

意义。 

 

  这本理论通俗读物在论述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时，总是紧紧抓住老百姓的“关心之点”，努

力达到“三清”的要求。 

 

  一是客观地厘清问题。讲问题决不遮遮盖盖，是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用书中的语言

来说，就是要厘清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是研究问题并能够解决好问题的科学出发点。 

 

  二是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理清问题的成因。书中在讲“看病难”的问题时，有一句双关语：

“治病，首先要找到病因，才好对症下药。解决看病难问题，同样如此。”要解决人民群众关

心的这七大问题，首先也要理清楚它们是怎么样形成的。我们注意到，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成

因时，是客观的就讲客观的，是主观的就讲主观的；客观的是自然的原因就讲是自然的原因，

是历史原因就讲是历史原因，是体制原因就讲是体制原因；主观的是认识上的就讲是认识上

的，是政策上的就讲是政策上的。这是一种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分析问题的科学态度。 

 

  三是准确地讲清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政策，以及专家学者的政策建

议。书中对于“怎么办”所给出的回答，尽管不能够说句句都是有“来头”的，但是决不是随心

所欲的，其基本点应该讲都是有依据的。这个“依据”，就是这几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解决这

些问题的思路和政策，以及专家学者的政策建议。这样做，有利于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

党的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我国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党中央正在制定“十二五”

规划，准备在明年向全国人大提出中共中央的建议。“十二五”规划，联系着我国 13 亿人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我国在后国际金融危机阶段能否为危机后新一轮综合国力竞争作好

准备，也关系到我们党向全国人民承诺的“全面小康”的目标能不能实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这是当前我国最大的政治。读了《七个“怎么看”》，有助于了解“十二五”规划要解决的问题，

也有助于我们在客观地厘清问题的基础上，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理清问题的成因，进而提出

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政策，制定好“十二五”规划。 

 

  古人说：“开卷有益。”事实上，在今天，并非所有的书都“开卷有益”，但《七个“怎么

看”》对于我们今天在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上“怎么办”，肯定开卷有益。 

 

  （作者为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