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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发展的若干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赵宇霞等编写的《我国农民发展的若干问题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视阈》以马克思主义人
学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当前我国农民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重要问题作深入探讨，以期发现或
揭示我国农民发展的机制及规律，促进我国农民更好更快地发展。《我国农民发展的若干问题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视阈》围绕“农民发展”的主题，阐述了农民发展对于我国整体人的发展
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农民群体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
论述了新时期农民发展的主要内容及主要问题，并对特殊农民群体的发展进行了专题研究，为政府部
门和相关理论工作者都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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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宇霞（1957-），女，山西沁水县人，中共党员，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主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多年来，作者关
注社会主义改革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相关学术研究，在国家级和省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
，主编、参编教材及著作9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3项，主持
、参加省级科研项目10余项，获省级以上各类奖励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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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农民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尺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一 人是真正发展
的动物二 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三 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四 东方社会农民发展的特殊性第二节 中国农民
发展的社会历史性一 中国农民发展的社会历史性二 农民发展问题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第三节 科学发展
观视阈下的农民发展一 科学发展观内蕴着人的发展二 农民发展是中国人整体发展的重心三 农民发展
的入学维度第一章 农民发展的一般概述第一节 “农民”的含义第二节 “农民发展”的内涵一 发展的
内涵二 农民发展第三节 农民发展的系统一 农民发展的主体要素二 农民阶层的结构与层次三 农民发展
的环境四 农民发展的动力第二章 农民发展的主要内容第一节 农民发展的需求一 人的需求理论二 农民
的发展需求三 农民发展需求的变化第二节 农民发展的条件一 提高农业生产力二 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三 享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四 获得必要的发展资源第三节 农民发展的着力点一 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二 增
强农民的主体意识三 扩大农民的社会交往四 培育农民的发展能力第四节 农民发展的方向一 从传统走
向现代二 从依附走向独立三 从片面走向全面第三章 当前农民发展的主要问题第一节 农民主体的多元
分化及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一 农民分化的特点二 农民分化引发的问题三 解决农民分化问题的对策第二
节 农民群体与社会发展、其他社会群体发展的不同步一 农民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二 农民群体与其他
社会群体发展的差异三 改善农民发展状况的思路第三节 农民发展现状与现代化建设要求不相适应一 
人的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二 农民的发展现状三 农民发展缓慢的原因第四节 农民发展程度与科学
发展观要求有较大差距一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二 农民发展中的重点突破三 “人本”理念下的农
民发展第四章 优先发展农民群体及其示范效应第五章 农民工发展的现状与作用第六章 宗教信仰农民
发展的现状与思考第七章 农村女性发展的现状与意义参考文献附录 农民发展调研报告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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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有两个基本观点：第一，人是有需要的动物，其需要往往取决于他得到了
什么，还缺少什么，尚未满足的需要具有推动人的行为的动力，形成对人的行为选择的影响力。第二
，人的需要有轻重、先后之分，某一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另一层次的需要才出现。马斯洛认为
，在特定的时刻，人的一切需要如果都不能得到满足，那么满足最主要的需要就比满足其他需要更迫
切，生存需求的满足是其他需求产生的前提。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或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在关
于人的问题上提出的种种见解，其中不乏对人的需求领域的关注。但是由于受到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
，他们对人的认识始终没有达到真正科学的水平，其思想也只是涉及人的本质、人的自由、平等和权
利等较为抽象的所谓精神需求、精神权利的表象内容。许多理论是站在对抽象的人的崇拜上，没有真
正地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态度出发，去研究理论和现实中人的各种问题，没有对人的需求
做科学的界定。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的出发点是个体的、现实的人，从人自身的存在方式和现
实活动中去考察人的生命本质、现实关系和发展趋向。个人作为生命体的存在，需要衣、食、住、行
等基本的物质条件，为此，人必须进行生产活动来满足这些基本的生存需求。一旦进入生产领域，个
人与他人就构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他也就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存在，而成了社会关系中的社会性存在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
是强调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性。人的需求自然也处于一定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思肯定个人的价
值，并把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解放与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指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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