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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马克思科学地确立了分工范畴,论证了分工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并
依据分工发展的历史进程,划分人类社会所有制关系的更替变化,阐释了分工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形态演进中的

巨大作用。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推动人的

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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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 Theory of Social Divisions and Human All-round Development

Jin Jianpi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starting from the human practic, Marx establishes the 
domain of social divisions scientifically, gives a demonstration of the inevitability and the rationality of 
social divisions, divides the historical phases of the social division development and elaborates the 
great effect of social divi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human race.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theory fully and correctly because it is significant both in theory and reality to implement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o promote an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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