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经济中我国现代人才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文/贾玉珍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主要是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和谐发展进程、和谐发展的
物质基础、制度基础、精神文化基础的构建；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构建。
而这些都取决于人的发展，取决于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以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刻认
识和理性把握为思想逻辑前提的，它的建立必将促进和提升人的全面发展。 
   一、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一直把人的全面发展同社
会发展紧密相联，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逐步提高、不断发展的奋斗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高度发展的产物，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
全面的发展”是对和谐社会最经典的阐释。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人的全面发展”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845年恩格斯《爱北
斐特的演说》中，指出“每一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1867年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对于“个人全面发展”作了更完善、更科学的论述。他指出，旧分工“压抑工人多种多样
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培植工人的片面技巧”，致使“智力和身体上的畸形化”，“从根本
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针对人的片面发展，马克思提出“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相互交替
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马克思关于人的
发展的论述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全面剖析的基础之上的，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发展的片面性、工
具性和有限性的状况，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包含着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的三个方
面：第一，人的活动及其能力的全面发展。第二，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性。第三，人的个性的自由
发展。它的发展主要是个人生命有机体的各种构成要素的均衡协调发展，个人各种需要的不断丰富
和发展，使自己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综合上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其根本就在于人成为人。只有人成为人，人的关系才是真正的
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是一种实质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关系本身就构成了人的和谐社会。人成
为人不是按照某种对人的抽象规定去塑造人，人是生成的存在，人的生成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历史
中。马克思把人的生成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依赖性阶段”。二是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三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这是人彻底摆脱
“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而通过自己本身获得独立，真正实现自己个性的新阶段。在
这一意义上说，人成为人就是和谐社会的终极性价值理想。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使人的世界和人
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实现人类的解放。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在现实的社会实践意义上，就是解
决一切压迫人、使人不成其人的各种关系，就是实现人类的解放，使人与自然、社会成为真正的统
一整体，实现人的真正自由。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时，便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实现人民的解放和自由作
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毛泽东同志结
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要大量培养能够适应中国新形势需要的“新人”，即“使受教育者在
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邓小平把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具体化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
人。江泽民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第一次集中提出和突出强调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人的全面发展列
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之中。胡锦涛在讲话中多次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
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让发展的
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此，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成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 
   二、和谐社会的构建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现实前提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把马克思的科学论述逐步变成现实，它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
规律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想，也是党执政的价值取向，和谐社会的构建将为人的全面发
展提供更广阔的现实前提。 
  （一）和谐社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和谐社会是经济发达、共同富裕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



 

的发展，创造了较为丰富的物质财富，使国家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这不仅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这
种物质基础，很难想象会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实现和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对人的各种培
训体系的构建，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多方面的训练、陶冶、全面发展成为现实和可能。 
   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社会。展望2020年：是一个城乡区
域发展差距逐步缩小，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的社会；是一个家庭财富普遍增加、人民普遍富裕、社会创造活
力显著增强的社会；是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是构建和谐
社会的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生产力高度发
达，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的自由度和社会性不断增长，人们
才能把劳动当作自我完善的手段，才能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和谐社会的
构建无疑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 和谐社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政治制度保障 
   和谐社会的纲领，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首。民主程序与法治政府，乃是和谐社会的
制度基础。民主法治意味着，民众拥有平等的权利，它要求政府应当通过民主的程序，为不同群体
之间的博弈提供平台，由此制定出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公平、公正的规则体系。民主法治是营造公
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的前提，民主法治的社会必然同时能够实现社会公平的社会。民主程序能够使民
众觉得政府所制定的法律规则、政策是公平的，公正的司法体系则能够给权利和利益遭到侵犯的民
众找回属于自己的正义。社会公平意味着社会的各项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
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意味着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公平正义的
大环境。这样的社会是平衡与和谐的，广泛存在的社会民主必然会增强人民的社会认同感。 
   我国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强化政
府的管理职能，把公民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可以肯定，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
会，同时是一个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一个公民与政府有着良好合作的社会，一个政治参与和政
治透明程度较高的社会。这样一个民主活泼、稳定安宁、有条不紊的社会，必然有利于人的自由而
全面的发展。 
   （三）和谐社会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文化环境 
   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社会。全体社会成员之间拥有普遍的认同，人与人之间互
相信任、宽让、具有团结协作精神。构建和谐社会，要在全社会倡导宽容、谦让、奉献的社会道
德，营造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社会氛围，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局面。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科
学发展观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的新标准，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全面提升国民素质，具有深远意义。通过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建设，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整个社会营造出
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崭新的精神风貌和道德风尚。而这一过程必然会大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
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的精神的解放和精神生活的健康而丰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
丰富的精神资源，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
社会氛围。 
   （四） 和谐社会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条
件，也是人自身发展的重要前提。自然环境对人来说，不是一种简单的主观与客观、改造与被改造
的关系，而是一种包裹着人的、决定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质量的有机系统。良好的生态环境既可以
提高人的身体素质，也可以使人科学、合理地运用自身的能力，还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保持人
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实际上是使人的生存系统处于有机的协调状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自
然的关系也在发展变化。科学技术为人类创造出惊人的物质财富，使人们在征服自然中获得了极大
的解放。但人与自然的对立也隐含着巨大的危机，过度地开发征服自然、违背自然的规律，使当代
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危机。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在人
类发展的无限性与人类能够利用的资源和环境的有限性背景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存悖论”的
解决，是面向人类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体现，是由个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关系所构成，包含着深
刻的哲学意蕴。 它在时间的维度上体现着现在和未来的统一，以未来的发展规范现在的行动；在
空间的维度上体现着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包括生态持续发展、经济持续发
展、社会持续进步的系统的整体过程，是为未来发展创造条件的发展。因此，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可持续的生态保证，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
中工作和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者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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