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的发展”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4年4月7—8日，由中国人学学会和绍兴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的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绍兴召开，来

自全国的100余名专家学者莅会。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有

学者从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形态出发，认为以人为本的人应该理解为个体、群体、类的统一，在当代尤其要从类、民族、个人的角

度来理解人。因此，以人为本也就有了以人类为本、以民族为本和以个人为本的区别。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人应该理解为具体

的、现实的个人，抽象的类、群体概念往往淹没了个体。以人为本应该有这样的含义：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存在都不能被忽视，每一

个中国公民的权利都不能被践踏，社会发展的成果要惠及每一个人。 

有学者指出，以人为本是针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提出的，是对以经济为本、以物为本的纠偏。更有学者指出，

以人为本是对以往发展理论的超越，以人为本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另有学者指出，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原则。唯物史观从有生命的个体出发，目的在于解放全人类，实现每个人的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唯物史观中的以人为本原则使得马克思主义既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又区别于西方人本主义。 

谈论以人为本，必然涉及到人道主义的问题。大家都认为，如何看待人道主义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以人为本的提

出使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变得更加紧迫。很多学者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来探讨人道主义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增

大，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和权利没能很好地得到保护，社会生活中的非人道现象日益严重。因此，在我国急需厘清社会主义人道主

义的理论，大力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在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还就人学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如何进一步促进人学研究作了探讨。有学者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国

的人的问题具有别国无法比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且，中国的人学研究事实上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因此人学研究大有作为。也

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人学研究理论落后于实践，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中国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期，处理人的问题

的经验相对缺失，中国人学研究工作者需要拿出扎实的成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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