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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 面笈展走 时代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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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课题，又是实现“三个代表”的逻 

辑引申，是时代先进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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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S All·round Development is A Subject in the Presen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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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n’S all—round development is the essential demand of new society in socialist context．It is a subject put forward by 

the reform and opening outside and the constructions of the modernization． At the sanle time，it is the extended meaning of“Three 

Reprsents” It embodies the advancement of the presen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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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 

发展目标的设想。马克思认为，未来新社会的本质 

特征是“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 

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 

性”⋯，未来社会应该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 

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为了实现所有人的 

全面发展，首先必须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因为“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 

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样是社会 

主义发展过程中追求的重要 目标，是社会主义本质 

要求的体现。马克思晚年曾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过 

新的思考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二重性理论，认 

为社会主义本质是保证社会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 

的内在统一。马克思指出：“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 

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 
一 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以便 

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这 

样一种经济形态。” 2O世纪初，列宁在俄国社会主 

义革命实践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坚持把 

“不仅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且保证社会全体成员 

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写人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的纲领中。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工人阶级的发展是片面、有限、畸形的；由于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运行造成了严重的人的全面异化，人 

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和价值，成为物的奴隶。这时 

人类社会是一种物的依赖性社会。 

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生 

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与人的交往更加普遍广泛以及 

世界市场的形成，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社 

会主义不仅追求社会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且 

追求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这种共同富裕的价 

值目标，不仅应包含物质财富的共同富裕，也包括全 

体人民在精神财富上的共同享有和自由全面发展方 

面的共同提高。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人 

的畸形发展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意，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 

本质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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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具备一切 

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但既然社会主义是一种实 

践运动，是一个过程，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人的全面发 

展就应当体现在现阶段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之中，体 

现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江泽民提出，努 

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 

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 

发展。” 这些观点就是对上述思想的反映 

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人是现代化的目标，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化建 

设的内容。人类文明的发展迄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 

段：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逐步走向现代文明。 

现代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超越，最根本的标志就是以 

物为中心转到以人为中心。西方工业文明虽然体现 

了人是自然的主人，但由于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 

根本目的，人则变成实现经济增长的工具和手段，从 

而导致人格扭曲和人自身的异化，造成人的畸形片 

面发展。工业文明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创造了空前 

的物质财富和文化成果，但由于没有把经济、文化的 

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没有使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结果 

优越的物质文化条件并没有转化为人全面发展的成 

果。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现代化建 

设同时进行着两个转变：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 

变；工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因此我们所要建 

立的现代化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既要加速工业化 

的进程，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 

水平，同时又要发挥后发优势，避开西方原发型工业 

化国家出现的种种弊端，减少发展的代价。这就必 

须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走人、社会、环境协 

调发展的道路。 

人又是现代化的主体，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 

义发展的前提。从发展的动力看，在现代化过程中， 

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社会运动 

本质上是人的实践过程，社会发展体系是通过人来 

构建、运作和发挥作用的，人的素质状况直接影响社 

会发展体系的建构和运行。研究人的现代化的美国 

著名学者阿历克斯 ·英格尔斯认为：无论是一个国 

家引人多少现代化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无论是 

这个国家如何仿效最现代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倘若 

贯彻实施这个制度的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动方 

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真正能够顺应 

和推动现代经济和政治管理的健全发展，那么，这个 

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流于形式，徒有虚名。而就发展 

的条件而言，当今社会的发展已不主要取决于对资 

源的占有和资本的投人，而是取决于人的素质和能 

力，人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大和最根本的资源。改 

革开放2O多年来，虽然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 

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 

有根本转变，沉重的人 口负担还没有转化为人力资 

源优势，我们的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已 

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一个主要 

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 

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密切教育与经济、科技 

的结合，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根本 

转变，把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 

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而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努 

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人的全面发展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要求 

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 

展，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们的物质文 

化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高，给人民群众的日常 

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一是产品极其丰富、社会供 

给十分充足，既增加了人们的收人和选择，也扩大了 

人们对体育、艺术 、音乐、时装和旅游等方面的兴趣； 

二是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农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城市中劳动力市场、人 

才市场的形成，以及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 

开放，提高了人们迁徙和择业的自由度，降低了单位 

和企业对人们职业生活的影响；三是改革开放还使 

人们摆脱种种束缚，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 

公平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开拓进取意识得到提高， 

人们的精神状态从消极被动转向积极主动，个体的 

存在价值得到肯定，才华和潜能得到发挥，促进了人 

的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给人的 

全面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 

场经济在本质上仍不能摆脱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这 

主要表现为拜金主义的泛起、极端利己主义的滋长 

以及商品生产者作为“经济人”发展的片面性，“经济 

人”的活动以追求功利为目的，为了达到目的甚至可 

以不择手段，这些人只关注眼前的物质利益，忽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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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身精神世界的追求和满足。同时改革开放使中 

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这种变革最终要落实到 

每个人身上，从而对个体的精神、思想、心理和信仰 

等精神世界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每个人对这种影 

响的心理体验和精神感受是不同的，具体表现在其 

中一些人有消极的心理体验和精神感受，对新的社 

会变革和社会环境无法适应，在精神上感到痛苦和 

迷茫；有些人对异常激烈的各种思想文化竞争和思 

想文化渗透放松警惕，在思想上产生矛盾和迷惑；有 

些人对社会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的现实感到无所适 

从，认识上出现混乱、疑惑和偏差；有些人对 自身既 

得利益在改革中受到冲击，心理上出现失落、焦虑和 

烦恼；有些人因不满生存境遇，信仰上出现某种危 

机。这种消极心理体验和精神感受给人们带来心灵 

的痛苦、精神的焦渴和人生的困惑。为 了解决人内 

在精神世界的需求，必须坚持和把握好人的这把尺 

度，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 

人文精神，克服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对人的物化和 

异化现象，从而逐渐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四、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三个代表”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 

的要求，其中最具有时代先进性的一个根本要求，就 

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因为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 

定性的力量，人才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宝贵财富。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 科学技术 

只有被劳动者所掌握，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 

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 

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 

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 

方向，其中最具时代先进性的前进方向，就是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因为，文化就其深层本质讲，首先是一 

种价值观念体系，其次是人的活动方式和行为模式， 

再次是人格培养和个性形成的活动过程 在这三种 

意义上的文化都是围绕人、为了人而且指向人的。 

文化的实质和功能，归根结底就是提高人的素质。 

因此，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根本 

任务和本质要求，就是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 

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民思想和精神生活的 

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全面发展的公民。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其中最具有时代先进性而且作为最高形式 

的根本利益，就是不断推进人民的物质生活、政治生 

活、精神生活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一方面，在现代社 

会条件下，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经济和科技竞争日 

趋激烈。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 

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则体现为人的素质的竞争、人的 

全面发展的竞争。人要获得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越来越依靠人的内在发展和全面发展。只有不断提 

高自身素质和全面发展，才能增强在社会中的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进而获得更多的经济、政 

治、文化利益。另一方面，人的利益有物质利益、精 

神利益以及在这两者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人的 

全面发展是最具有涵盖性和终极性的利益。我国已 

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水平，在人民的根 

本利益的构成中，精神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 

高利益的因素 日益增长，人的全面发展是人民群众 

根本利益的内在要求和现实基础。 

总之，在当今时代，关注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正成 

为时代的必然呼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时代先进 

性的体现，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都应该有利于人的 

全面发展，通过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为人的全面 

发展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加快精神文明建设，为人 

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加快政治文明建 

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政治保证；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提供可 

持续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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