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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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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人的全面发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双重效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全面发展也会产生

消极的负面效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引下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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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

结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一项

史无前例的系统工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全面发展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一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伟大旗帜,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坚持以人为本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一  人的全面发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一 )社会主义的本质核心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本质,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

要讲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做出了科学概括,指出: /社会

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

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0 [ 1]邓小平的这一对社会主义

本质的概括在目的和目标层次上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突

出了生产力的首要基础地位,突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消灭

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它在动态中描述

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以人

为本0最终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为此, 必须整体提升

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 形成和谐的

人际关系, 实现和满足人的利益和需要; 必须优化人的全面

发展的社会机理, 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四位一体 0

总体布局的实施, 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加宽广的现实空

间。解放生产力, 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只有解放生

产力, 才能使构成生产力的全体劳动人民在社会各个方面获

得自由, 才能使人民有发展自身的可能。解放生产力,不仅

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永恒的活力,而且为人的全面发

展提供了机会, 提供了舞台。发展生产力 ,是在解放生产力

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明确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只有生产力

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才能不断提高, 市场经济才能持

续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才能够不断改善。同时, 生产力的不

断发展是以人的不断发展为前提的。只有人的知识技能、思

想道德、身体素质、文化修养、创新能力等素质不断发展, 社

会生产力才能不断发展, 才能够持续发展, 社会主义事业才

能够欣欣向荣。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是为人的全面发

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人类在远古时期就追求全面发展,

体现在人类不断的对所有未知事物进行探究, 试图以之来提

高人类的能力, 促进人类的发展。可是由于当时生产力低

下,物质条件无法满足人全面发展的需要, 精神世界更是由

于封建迷信的桎梏阻碍了人的发展。在严酷的剥削制度下,

剥削阶级不允许被剥削阶级的发展, 从而两极分化极其严

重。社会主义在本质上要消除这种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也

就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必须的条件。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是社会主义本质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人的全

面发展不是个人的发展, 而是整个社会中所有人的全面发

展,不是某一类人的发展, 而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的全面发

展。人的全面发展,又在某种程度上由人们的生活水平所体

现。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0。可以说,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

质论,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最终目的

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人的全面发

展是社会进步的尺度, 也是社会进步的集中表现。马克思、

恩格斯认为,人的发展同社会发展是同一历史过程 [ 2]。人类

社会发展由低到高依次要经历三大社会形态, 即人的依赖性

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与三大社会

形态相对应,人的发展也分为三个阶段, 原始社会、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都属于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 人



都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一个

共同的特征 ) ) ) 依赖性。原始人依赖于共同体,奴隶社会和

封建社会下的人则依赖于不同的阶级或集团。在这种人身

依附关系下, 他们没有人身自由, 没有独立的人格,人的一切

活动都离不开这个阶级或集团规定的范围,个人只能按照自

己所在集团的地位再生产, 不存在人的个性发展的社会空间

和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生

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 人不再屈服于自然,而是成为自然的改造者。人类向

全面发展迈出了一大步,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资

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 由于这种不公平的阶级剥削的存

在, 使得人类的真正全面平等发展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

克服了以上两种社会发展阶段的缺点,给人的全面发展提供

了更好的机会与条件。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既是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新社

会的本质要求, 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标。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 就是全面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

素质、审美素质和劳动素质。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逐步提

高, 永无止境的过程,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确

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政

治制度, 彻底消灭了剥削阶级, 实现了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

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 必须看到,我国

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文化还相对落后, 民主政治

还不健全, 在人的价值追求上仍然存在着与第二形态以物的

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近似的特点。目前我国社会虽

然从总体上步入了小康,但这种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不

均衡的, 特别是日益凸现的 /三农 0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贫

困问题、地区差距问题和就业问题,对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

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

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 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

要务,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我国以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仅是经

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实际上也是人全面发展的必然和内

在要求。市场经济要求平等竞争、追求利益最大化、等价交

换。这样, 人作为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承担者必须做

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人的准备。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市

场经济对人的意识的要求。市场经济是市场主体平等进行

交易的经济, 它的条件之一是主体间地位和机会的平等, 任

何个人或组织既不享有任何行政宗教特权,也不依据权利地

位形成某种等级差别。这就要求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主体,

自主、平等、契约及竞争意识, 争取平等自由的发展空间。二

是市场经济对人的能力的要求。市场经济运行的自主性要

求能力本位, 只有具备了相应的能力, 市场主体才能充分行

使其自主权。三是市场经济对人的自主性的要求。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使得劳动者个人成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

主体, 不仅唤醒并增强个人主体的自我意识, 而且,把人从对

物, 人对行政命令的人格依附中解放出来,使之在经济关系

中具有独立的自主性。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它既是

一种理想追求和价值目标, 也是一种现实的历史过程。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

展的具体体现,它的发展呼唤着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这一过程中的两个方面,

在这两个方面中,人的全面发展显得更为重要。人是社会的

主体,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再现,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建设的发展也不例外。然而, 在现实中, 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矛

盾。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全面发展的人。市

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开放的经济、竞争的经济、创新的

经济。这种经济对人的科学文化素质, 道德法律素质以及工

作能力、交往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一般

来说,人的素质越高, 人越得到全面发展, 就越能促进市场经

济的发展。反之, 就会影响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另一方

面,我国的市场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

种市场经济除了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的一面外, 还有

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主体是中国

人。而现实中我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总体上偏低, 人的素

质和发展状况还落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水

平。要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发展, 必须

提升和培养人们的现代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提升了人的全面发展

当代中国社会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 人的

高层需求凸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前提和目的都与

人有着直接的联系,民主政治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有利于人

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安排。离开了人民民主的社

会政治制度,不可能有人的全面发展, 也不可能有社会的全

面进步。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和远离

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条件下实现,只能在融入世界经济政治过

程中发挥出来。江泽民同志把握了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大

趋势和脉搏,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和实现人民富裕幸福

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的重要思想, 把社会主义的

优越性与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不仅要保证人的基本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 更在于比资本主

义制度更能充分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 3]。江泽民的 /三个

代表0思想, 就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以加

速发展先进生产力,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

水平,用先进文化教育人民, 用先进文化武装人民的头脑为

出发点和归宿,达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目的。党的十

六大提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 标志着当代共产党人

已经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纳入视野, 并作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胡锦涛同志指出: /中国共产党人要

坚持以兴国为己任、以富民为目标, 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

主义发展道路,经过长期的努力,不断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

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

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不断向党的最终

目标前进。0 [ 4]这就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共产

党人的价值追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在党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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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5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6中明确提出: 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

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

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围绕的中

心就是要满足人民的这些需要, 包括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

要。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

就是指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

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 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因此, 我

们要深刻认识到, 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不只是经

济的量的增长, 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科技水平的提高, 更

包括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的全面进步。归根到底, 是为了

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最后, 注重以人为本,也是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 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

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双重效应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它既是

一种理想追求和价值目标,也是一种现实的历史过程。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

展的具体体现, 它的发展呼唤着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这一过程中的两个方面,

在这两个方面中, 人的全面发展显得更为重要。人是社会的

主体, 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再现,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建设的发展也不例外。然而,在现实中, 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矛

盾。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全面发展的人。市

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开放的经济、竞争的经济、创新的

经济。这种经济对人的科学文化素质,道德法律素质,以及

工作能力、交往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另

一方面,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这种市场经济除了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的一面

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主体

是中国人。而现实中我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总体上偏低,

人的素质和发展状况还落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

求和水平。要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发

展, 必须提升和培养人们的现代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当我们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时, 并

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能够顺利地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 与资

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具有根本区别。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 ,其经济活动不可能超越一般

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如价值规律 )和一般本质, 不可能不

体现市场经济的基本功能 (如物质刺激、优胜劣汰、市场导向

等 )和基本特征 (竞争性、平等性、自主性等 )。因此, 客观地

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不是单一的,

而是双重的。即既张扬人的主体性价值,又可能使人的主体

性异化; 既丰富和发展了人的社会关系, 又可能造成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淡漠; 既促进人的能力的发挥,又限制人的能力

的多向度发展, ,。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

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极大地彰显了

人的主体性价值,使人成为独立的人。人的全面发展以主体

性的活动为现实形式,而主体性的发挥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

要内容,主体性的发挥与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的确立直接

相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冲破了传统计

划经济对人的发展的种种限制和束缚, 从根本上造就了人的

独立与自主,使人真正成为独立的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国家是经济运行的主体,企业和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只是国

家意志的执行者,经济发展与企业效益和职工利益脱节, 生

产只能在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中进行。社会缺乏

竞争,个体缺乏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和条件, 个体的行

为处于机械地或盲目地服从的状态。这种状况不仅造成财

力、物力的极大浪费, 而且严重地压抑了主体的主动性、创造

性,扼杀了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经济运行过程以市场为导向, 企业生产不再遵循政府的

指令或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市场优化配置社会资源, 通过市

场需求组织生产, 通过市场调节社会生产与供求之间的关

系,国家的职能是依法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 对经济发展进

行宏观调控。这种状况不仅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生机

与活力,而且为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创设了充分的空间。另

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 把人

们的经济活动置于平等的宏观环境之中, 为人们提供了平等

受教育、平等就业、平等发展、平等竞争的机会和平台。人们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地选择最适合自己并最能够

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专长的工作, 自主地应对市场的变化, 独

立地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 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命运, 使人

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消解了传统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

间的人身依附关系, 人情关系,长官意志等不良现象。应当

指出,当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还不完善,人的主体性的发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

发展还有很大距离。人身依附关系,人情关系,长官意志,官

本位等现象还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完善和发展,上述不良现象最终会消除。市场经济极大

地张扬了人的主体性,为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有利

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

济,这种性质决定了劳动者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 他们是社

会的主人,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因而也是自己劳动活动的主

人。这种主人地位的确立, 使人真正具有了独立的人格, 凸

显了人的主体性,激发了人的主动性, 保证了人们在竞争中

独立地主宰自己的活动,并以自己特有的个性显示其才智和

价值。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为个人能力的发挥

提供了广大的舞台,使人成为创新的人。人的能力的充分发

挥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为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市场经济是竞

争经济,优胜劣汰是它的基本原则, 这是一切社会的市场经

济必须遵循的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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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活动中的竞争是激烈的无情的,这种竞争归根到底还

是人的能力的竞争。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公平竞

争的舞台, 但是主体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必须具备

多方面的能力。如分析判断市场行情和掌握最佳信息的能

力, 审时度势和自我创新的能力, 团结合作和组织协调的能

力, 投资融资和承担风险的能力, 口头表达与社会交往的能

力, 以及专业能力,驾驭能力等等。以企业为例, 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把企业推向市场,企业不再依附政府, 而是独立经营、

自负盈亏、自主发展的主体,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不再像计

划经济条件下与企业及职工利益无关,而是直接关系到职工

的切身利益, 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这就迫使企业管理

者和广大职工必须积极主动地把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地释

放出来。作为企业管理者,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复杂的经

济关系, 能否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及时地制定出经

营管理的战略决策, 调整产品结构, 提升产品质量,转换产品

研发的重点和方向, 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发展直接相关。显

然, 企业管理者没有多方面的能力是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的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能力的这种要求, 在客

观上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了主体发挥自己的主

动性和自我超越性, 使主体的现有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潜在

能力得到开发利用。同时也迫使主体与时俱进,随着市场的

变化发展不断开拓创新。人的能力愈得到充分发挥,对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贡献就越大,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

所说, 在经济活动中,人的知识、能力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 比物质资本的增加重要得多。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促进了人与人

之间的普遍交往, 丰富了人的社会关系, 使人成为开放的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

的,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表明社会关系对人

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关系的状况决定着人

的发展程度。人的社会关系愈宽广, 愈丰富, 就愈能体现人

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它的建立和发展, 拓

展了人的活动的范围和交流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开

放物化劳动市场, 也开放劳动力市场。这样的经济环境, 使

劳动者能够独立地选择工作岗位, 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才能,

为人的能力向多方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使劳动者成为国家的主人,人与

人之间建立起了平等、互助、合作的关系,人们的交往范围不

断扩大, 突破了单位、地区、民族、国家的界限, 经济生活趋向

高度社会化、国际化, 这种状况要求个体主动地参与各个方

面、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社会交往, 开阔视野,更新观念, 走

进无限的开放的丰富多彩的社会交往环境。社会交往的扩

大, 迫使人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不断提高自己的交往

能力。这种良性循环, 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完美无缺的, 它对

人的全面发展也会产生消极的负面效应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出现物对人的支配

现象, 忽略人的全面发展。我国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

这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要求, 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最终目标。追求经济效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经

济效率的高低是通过人的作用实现的 (即使是现代化生产

也是如此 )。在这里人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

化,人成为获取物质利益的工具。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崇拜和

追求,使物成为人的支配者和主宰者, 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则

被对物的追求所淹没。正所谓 /物的世界的增殖以人的世界

的贬值为代价, 社会财富的增长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

价。0而物欲的膨胀,又会产生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滋生腐败

现象。这种种现象的存在极大地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

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仍然是充当一般等

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职能会使人产生拜金主义, 丧失独

立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 有商品就必然

有货币。商品在交换和流通中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

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等职能。货币的这种职能决定了它在市

场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和重要。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由

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 经济不发达, 人们的物质生活还不

富裕,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 还不可

能 (离开 )没有货币, 而且必须用货币到市场上去换取生活

的必需品。除了生活之外,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其他工作也离

不开货币,以至在人们的脑子里形成了没有钱什么事情也办

不成的观念,难怪有人说 ,钱不是万能的,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的。这在客观上容易产生向钱看的思想, 在工作中表现为钱

多多干,钱少少干, 无钱不干,一切为了钱。人拜倒在金钱脚

下,成为金钱的奴隶, 被金钱统治和支配。这种对金钱的狂

热崇拜,严重的扭曲了人的独立人格,阻碍着人的全面发展。

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种种因素, 可能出

现人际关系淡漠,影响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基础上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

商独资经济、公私合营经济、中外合资经济等等。其中个体

经济、私营经济、外商独资经济等经济成分中, 存在着雇佣劳

动和剥削现象,在这些企业工作的人们, 彼此之间实际上变

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 人际关系变得冷漠, 人的社会关系的

发展萎缩了。另外,由于种种原因, 个人在收入分配上存在

着事实上的不公平现象, 产生了贫富悬殊的差别; 由于就业

机会不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失业人口的生活和再就业

问题日益突出;由于教育不发达和受教育费用较高, 使一部

分人难以接受应有的教育, 造成人们在文化素养上的差距。

还有工农之间的差别,残疾人与正常人之间的差别等等。这

些差距的存在,可能形成一个弱势群体, 人们在心态上难以

保持平衡,也会产生人际关系淡漠, 使人的社会关系出现片

面发展。

4.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旧式分工的存在,

可能导致个人能力的片面发展。当前, 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完善, 旧式分工仍然存

在,体脑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尚未根本消除。这些差别

的存在,严重地制约着个人能力全面发展。另外, 随着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分工日趋细微化。分工的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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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既促进了个人某个方面能力的提高, 又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分工的细微化,使每个人实际从

事着比较固定的专业和工作,加上激烈的竞争, 迫使个人必

须将大量的甚至全部的精力用在本专业、本工种的工作上,

否则将会面临失业的危险。因此很少有精力和可能顾及其

他能力的发挥, 致使个人的能力呈现片面发展趋势。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

建设高速、协调、发展的市场经济社会同努力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的, 是不断解决当前中国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矛盾, 推进社会经济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

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在努力实现社会进步的各

项经济社会目标的同时, 必须把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放在

突出地位。党的十六大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了我国新世纪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

略部署特别是头 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党

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 /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

展0;强调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

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的要求0,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样完整地提出科学发展观,是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坚持以

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是从新世纪新阶段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们党在

实践 /三个代表0重要思想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执政理念。科

学的发展观是 /三个代表0重要思想的发展观,贯彻了 /以人

为本0的发展原则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 把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重要观点,要使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宏伟目标深入人心, 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深入人心,使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发展观深入人心, 使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

观念深入人心, 以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

面进步, 实现全社会始终保持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

的政治局面,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一 )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

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 ,把依靠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

提, 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

展的根本准则, 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始终把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 5]。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坚持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 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进步,

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 在

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协调发展, 就

是要使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领域比例适当、结构合理、

相互促进、良性运行,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

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

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

面相协调。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

环境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

型国家、建设环境友好型国家,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二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速发展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

的发展中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 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 关

系人心向背和事业兴衰成败。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产力,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 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使人民群众过上更加殷实富足的生活, 才能为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而且为人们

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整体素质的提高提供更加充裕的条件。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是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强大动力,因而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的动力。

要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

场经济的建立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 同

时,市场经济也在一定程度造成人的片面发展, 使一些人变

成经济动物,只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享受而不顾国家的、人

民的利益,损害人的健康的政治思想文化生活, 使人得不到

平等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市场经

济所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和克服这种片面发展是内在统一

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 为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不断完善,社会必定会朝着不断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

的方向前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也必然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谐

一致,同步共进。

(三 )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

协调发展的进程,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

明全面建设的进程。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整体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基

础上的,它反映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和规范

化,因而, 政治文明又称制度文明。这三种文明建设是一个

互动的过程。政治文明属于上层建筑, 它以物质文明为基

础,以精神文明为指导,同时又以其制度、法律, 对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起着促进、保障和制约作用。推进政治体制

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一项战略目标。

首先,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其次, 它体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

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和价值的主体。

实行和发展民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是党

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发展人民民主, 建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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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 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对国家和

公共事物的管理和监督, 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和民主政治

建设的发展, 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 有利于人的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进一步说, 它本身就是人的发展、社会的

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内涵。

(四 )坚持不懈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统领社

会意识形态,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坚持不懈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应该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把全体人民的积极

性充分发挥出来,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国民教

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

坚持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0重要思想和科

学发展观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增强干部群众学习运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加强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

力、感召力,着力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善于把人民群众

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 善于用理论创新的成果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倡导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思想, 加强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 引导和帮助人们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

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在全社会形成知

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风尚。

(五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

资源和环境的关系, 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不断增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

个重要目标。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是 21世纪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

史选择。而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首先要明确人的发展和

自然界是有机统一的辩证过程。我们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要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久利用、环

境不断改善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协调统一,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

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

发展道路,从而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

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 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 又越

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以,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推进人的

全面发展必须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

坚持以 /三个代表0重要思想指导新的实践, 牢固地树立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才会走

得更稳、更快、更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

方面全面发展的目标才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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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istM arket Economy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 ent ofHuman Being

KE Jian

(Party Schoo l of CPC J iangx i P rov incial Comm ittee, N anchang 330003, Ch ina)

Abstrac t:  Round deve lopm ent o f people is the bas ic requ irem ent o f improv ing the soc ialist m arket econom y, wh ich has a dua l

effect: the soc ialist m arket economy has created favorab le cond itions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 lopm ent of man, but the soc ialist ma r-

ket economy is not a panacea, it has the nega tive effects on the all- round deve lopm en t of m an. Unde r the conditions o f the so cia list

m arket economy the fundamenta lw ay is to se t up the sc ientific concept o f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people- or iented, and es-

tab lish a com prehensiv e, coord inated and susta inab le development concept, to promo te soc ial econom y and a ll- round deve lopm ent of

m an.

K ey words:  socia listm arket econom y;  a ll- round hum an deve lopm ent;  the sc ientific deve lopm ent concept; people- 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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