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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

内容概要

《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社会发展为线索，考察和研究人
的发展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表现形态和历史演进过程，揭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蕴含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的全面发展所作出的理论创新以及实践成就。书
中尝试性地阐述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各个阶段人的全面发展的状况和历史特点，清晰反映了人的全面发
展事业在中国的递进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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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

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民”的发现与人的道德主体性发展　一、中国古代人的发展的社会背景    （一）农耕为
主的社会经济    （二）宗法、专制的政治制度    （三）天人合一、和合为贵的主流文化  二、中国古代
人的发展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一）顺性自然、贵身保生    （二）为仁由己、克己复礼    （三）博学
富知、笃实躬行    （四）积习成性、完善人格  三、中国古代人的发展的思想偏向和实践特征    （一）
“天神”的隐没与“民本”思想的确立    （二）整体和谐发展的要求与伦理本位的价值取向    （三）
“不平等”人性观基础上的“人人平等”思想    （四）主体意向性思维对人的认知能力的影响    （五
）融归群体心理对个体发展的压制与束缚第二章  “人”的觉醒与民族救亡　一、技术引进与体制革
新    （一）洋务运动：近代资本主义的萌生和发展    （二）戊戌变法：体制革新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三）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  二、文化革命与人的觉醒    （一）维新主张：对封建
专制体制和纲常伦理观念的批判    （二）新民思潮：民族劣根性的揭露和对理想人格的呼唤    （三）
新文化运动：个性解放的呐喊与科学民主精神的传播  三、政治革命与民族独立运动    （一）提高思想
认识，正确处理个人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关系    （二）推进民主革命，把中国人民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
迫下解放出来    （三）改革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民获得经济上的自主权    （四）进行社会革命，全面
开展妇女解放运动    （五）反对教条主义，把全党从僵化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第三章社会主义制度
的建立与人的全面发展新事业的起步  一、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使人民群众成为发展的自觉主体    （一
）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二）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做主    （三
）完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多党参政、监督人民当家做主　　（四）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实施民族自主管理、共同繁荣  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一）推进入
的全面发展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二）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对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建设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一）实
施有计划的工业化建设，开展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    （二）总结国内外经济建设教训，探索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  四、建立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培养又红又专的新型劳动者    （一）开展思想改造运动，造
就社会主义新人    （二）“向科学技术进军”，培育精通业务的红专内行    （三）繁荣文学艺术，用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群众    （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  五、阶级斗争扩大化，
人的全面发展事业走入误区第四章改革开放与人的全面发展事业的历史性转折  一、揭示社会主义本
质，提升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一）解放思想，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    （二）
社会主义必须关注人和发展人    （三）社会主义是生产力目标和价值目标的有机统一  二、准确判断国
情，把共同富裕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出发点    （一）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二）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三）初级阶段入的发展必须先消灭贫穷    （四）培养“四有
新人”是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目标  三、开展全面改革，在“新的革命”中解放人发展人    （一）改
革经济体制，打破束缚人发展的体制禁锢    （二）改革政治体制，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三）
改革科学教育文化体制，建立健康文明的文化环境  四、实施对外开放，拓展人的普遍交往关系    （一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经济全球化    （二）面向世界，扩大中华民族的国际交往空间第五章  “三
个代表”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创新  一、市场经济转轨与个体独立意识的形成    （一）深化改革，建
立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成功结合    （三）市场经济发展了
入的全面能力　二、“三个文明”建设与人和社会的同步发展    （一）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文明水平    （三）推进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建设，坚持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相统　三、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与人的全面发展理
论的丰富    （一）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二）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互为前
提，相互促进    （三）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目标是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与人的全面发展新局面的开创    （一）发展先进生产力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二）发展先
进文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    （三）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入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要求第
六章　构建和谐社会与人的全面持续发展　一、和谐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互动共进的过程　　（一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    
（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二、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和目的    （一）“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根本原则    （二）以人为本是以“人民”为
本和以“每个人”为本的辩证统一    （三）以人为本使人的全面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获得了统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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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

和谐社会坚持全面协调发展，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一）和谐社会是“四位一体”科学发展的
过程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人的物质利益    （三）完善民主制度，实现人的政治利益    （
四）建立和谐文化，实现人的文化利益    （五）着力改善民生，实现人的社会利益四、和谐社会坚持
统筹兼顾，推进“每个人”持续发展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
二）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使人民都享受发展的成果    （三）解决群众切身的利益问题，促进社会
的公平正义    （四）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代际公平发展    （五）保持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
持续统一，促进人的永续发展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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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的发现与人的道德主体性发展中国古代社会，人的发展主要是指人的道德素质的提升和
理想人格的实现，古代思想家以此为核心提出了丰富的人学思想，形成了注重人的道德修养的“圣人
”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和谐与稳定，并在人生的终极意义问
题上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外在救赎”方式的“内在修养”之路，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容。但由于
它片面强调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忽视了人的物质需要和利益，因此，作为独立的个人是不受重视的，
更谈不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了。如果说在西欧的中世纪，人是被上帝压迫着的话，那么在中国的
古代社会，人则是被各种道德观念压迫着，并最终被消解在宇宙天地之中。一、中国古代人的发展的
社会背景中国古代人的发展是与古代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互为前提，相互
一致。社会发展的程度决定人的发展的水平，反之亦然。探讨中国古代社会人的发展思想和状况，我
们有必要首先论及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状况和基本特征。古代中国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区
别于其他文明的特性。中国地理环境的优越和农耕经济的早熟，促进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最早跨入文
明时代，从公元前二千多年到公元19世纪前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的国家。（一
）农耕为主的社会经济中国古代社会以农耕为主，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从进入文明社会一直到近代
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特别是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应用技术，在明
朝中前期以前，处在世界发展水平的前列。社会经济总量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还算是个比较富足的
国家，特别是在几个所谓的“盛世”时期，诸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
盛世”和清朝的“康乾”时期等，社会经济出现了一定的繁荣景象。尽管古代社会兵荒马乱不断，内
患外扰交织，但是社会经济和人口却一直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长，到18世纪，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居世
界首位。中国的农耕业同时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由于黄河流域的土质疏松，适宜远古木石农具的
运用和粟、稷等旱地作物的生产，农耕业首先在黄河下游达到较高水平，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国古代
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中国的农耕区域
逐渐向土肥水美的长江流域扩展。殷商西周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
来源，春秋战国时期，农耕业得到长足进展。从《孟子?梁惠王》等篇所表现的当时物质生活状况看，
谷物生产、蚕桑业及小家畜饲养是人们衣食的基本来源。发展农业，提倡“耕战”，成为历代王朝竞
相效仿的国策。帝王们都下劝农令，以“帝亲耕，后亲蚕”之类的仪式和奖励农事的政令鼓舞天下农
夫勤于耕作。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自唐以后的千年间，中国农耕区不断扩大，随着
中原农人的南迁，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各种高产、耐瘠作物的推广，农耕区从黄河流域和长江
中下游渐次向长江上游、长城以外，又向南越过五岭，达到珠江流域及云贵高原。 中国是农耕文明的
典范，早在公元6世纪就形成了世界上卓越的、系统完整的耕作理论。与欧洲中世纪农业对比，当欧
洲人还在使用木犁时，中国在汉代已推广铁犁；当欧洲农业还是休耕制时，中国已进入轮作复种阶段
；欧洲人长期实行放牧，中国早就有家禽圈养。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生产国，还是世界上饲养家
蚕、织造丝绸、栽培果树和种茶、制茶最早的国家。特别是在水利工程方面，中国更有不少举世瞩目
的创造，驰誉世界的都江堰、著名的郑国渠和灵渠都是在两千多年前建成的大型水利工程。中国的手
工业生产，也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由此产生了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革命性作用的四大发明—
—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这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文明的伟大科技成果。除此之外，灵
巧的工艺品、精美的纺织品，长期风靡世界市场。造船业的发达，使中国最早开辟了亚、非两大洲之
间的海上交通。古老的赵州桥领先于世界一千多年，气势雄伟的万里长城更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观。
冶炼术、炼丹术、瓷器、漆器、酿酒、染色、兵刃、食品等方面的技术也相应取得突出成就。农耕经
济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主体，自然土地制度被提到最为重要的地位。农耕社会，土地是家庭最主要
的财产。经济上形成了各级统治者的土地等级所有，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封建时代
的农业经济，是建立在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分散的个体小生产的基础之上的。这样，土地的被分割则
不可避免。特别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以来由于土地可以买卖等原因，土地所有权的流动变化很
大。而随着人口增长，土地被分割的现象日益严重。这样，各个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并非各自连成一片
，而是互相交织，呈现犬牙交错的状态。宋代以后，尤其是在江南一带，这种情况更为突出。虽然土
地占有集中的趋势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存在，但土地占有的集中仍是与土地的分散结合在一起的。
这种土地制度和实际占有情况，使人依附于土地，成为土地的农奴，同时又使一部分人（拥有土地的
私人）因分散而有一定的自由，即出现“天高皇帝远”的行政权力难以干预的自由情境。这便使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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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

发展出现了绝大多数人发展的不自由和个别人具有一定发展自由的矛盾局面。长期的农耕经济使生产
力发展一直平稳，但到宋明以后，社会生产的发展十分缓慢，特别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社会经济发
展就走下坡路了。如果把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缓慢状况与西欧的大踏步前进进行比较，这种不进则退的
趋势，便更为显著。在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历代皇朝都比较重视农业生产，也
重视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建设，以及农业生产的工具、技术的改造，农业生产的水平不断
提高。在社会稳定发展阶段，基本能够生产满足人们维持基本生存的粮食，这是我国古代人口数量一
直居于世界各国前列的一个根本原因。从这一点而言，农耕社会为人的生存和简单发展提供了基本的
保障。但是，从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和对整个人群共同体的生存、发展需求而言，不发达的农耕经济
和社会生产总量是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也不可能提供全面促使人发展的资源。同时，由于社会资源
被极少数的人所掌握和支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等现象大量存在。由此，绝大多数
人连最起码的生活资料都很缺乏，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许多人只能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
生活。在基本的需要还得不到满足的社会，是谈不上什么满足人的享受和发展需要的。中国古代社会
只是为极少数统治阶层的人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资源，中国古代绝大多数人的发展问题在实践上
是难以解决和实现的。（二）宗法、专制的政治制度中国古代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其政治制度的性质。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家族制度、宗法制度的扩大化和法定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内容特征主要表现为
：1.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长期植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稳定和巩固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服
务。2.君主专制、个人集权与宗法血缘关系、婚姻裙带关系贯穿政治制度发展的始终。皇权高于一切
，君权不可分割，皇权、君权是国家权力系统的中心。皇权、君权深受宗法影响，借助父权加强君权
、借助礼制调整伦理关系和等级秩序。华夏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亦曾经历从原始氏族到家庭
、私有制及国家产生的历史过程。这已被考古发掘、文献记载以及有关的研究成果所证实。而商周时
期宗法制度的产生与实施，则显示出华夏民族家族制度的高度发展水平与特点，同时它对当时以及其
后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
周之际。”又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日‘立子立
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日庙数之制
；三日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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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的研究成果。其主旨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
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社会发展为线索，通过理论分析、事实论证来揭示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的具
体实践、表现形态和历史演进过程，努力展现中国共产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成就和理论贡献。
全书跨越时间较长，从古代、近代到现代再到当代。但我国理论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却很少，一些理论
问题的争议也较大，这都给相关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虽然我们收集和筛选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但由于所站的角度不高，提炼出的思想难免有欠准确；更由于理论水平有限，在分析问题时难免会
出现疏漏和偏差。在此，敬请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在本书写作过程中，防化指挥工程学院科研部
和基础部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学院基础部的马雪峰、项飞、管飞、赵宜华、宫玉萍、魏维、邓明辉
对本书进行了文字校对，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Page 7



《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

编辑推荐

《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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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集百家之言吧，没创新

Page 9



《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