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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结构的延伸件和断裂性来解释?而且这种延伸性与断裂 

性的原因是什么?三是生产力时空结构的实质性和先决性 

的内容与作用，是否提供了认识社会发展的两个维度——自 

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以及这两个维度的关系和其对人类社会 

发展的影响?四是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和其技术体系与结构 

特征，对于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观 

的建构，是否具有更多共性的内容和要求?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两种发展理论的逻辑传统看，尽 

管在历史观、价值观方面存在重大差异，但因共同基于工业 

社会这一生产力技术结构体系而具有许多共性的东西。虽 

然共性的东西都将因为各国基本制度的差异而存在扬弃和 

再选择的必然，但是，尊重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和两种发展 

理论及逻辑传统中科学的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是张扬“发 

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应然需要，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全 

球性共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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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市场需求与资源中心配套 

为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劳动者的不同情况，有针对 

性地开展培训，法国于 18年前开始创建了个性化教育小组 

(APP)。每个APP有自己的培训场所、设备和资源中心，并配 

备3—4名工作人员。 

APP培训的主要方式和步骤：对每个接受培训的人进行 

学前评估，了解其现有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水平，确定所 

需的培训内容；针对每个人的不同情况， J导学员利用资源 

中心的培训设备和教材资源，以自学为主，教师辅之以相应 

的指导；帮助学员达到各 自确定的目标，并形成自我培训和 

提高能力。APP的优势在于：教学形式灵活，学员能就地就近 

接受培训；可为学员自我培训创造条件。 

教育培训观念、手段和方法的不断更新，是法国职业培 

训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资源中心的活动 

中。资源中心的活动在教育培训思想观念上，充分体现以人 

为本的思想，强调个人需要的满足和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 

体现终身学习和在实践中学习的思想，强调为劳动者创造随 

时自主培训学习的环境和条件。在培训手段上，充分体现现 

代信息技术在培训中的应用，强调培训媒体的多样化，利用 

网络、电视会议等现代化远程技术手段提供培训服务。在培 

训方法上，充分体现个人 自主学习、传统课堂教学、生产实习 

操作，教师个别辅导等多种形式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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