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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

人学思想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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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结合我国

的具体国情，继承并逐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极大丰富

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指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说明

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它在社会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提出了

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并提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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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主

义理论体系立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在中国迅速传播并

成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也得到我

国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视，并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尤

其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系统分析了在我国当前阶段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

一系列问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提出及其基本思想  

  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中都作过阐述，如《伊壁鸠鲁哲学的

笔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等，这些观点看似零散，

但实际上却是关系密切、浑然一体，形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1、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涵  

  首先是人的各种能力的充分发展，即“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

展”。[1]其次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他认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

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

[2]意即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其三是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  

  2、初步回答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条件  

  首先，马克思认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

是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其次，消灭私有

制和不合理的社会分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的基础。其三，实现的根本途径是实践。无论是人的能力和个性自由的全面发展，

还是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都只能在实践中实现。  

  二、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思想  

  马克思之后经典作家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原因，都未能全面阐述人的全面

发展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越来越成为我们必须充分

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系统地探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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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发展问题，最终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有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表述主要出现在江泽民同志的

论著和党的重要文献中，其中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七一”讲话)最为集中，此外，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

“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

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

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这些思想十分丰富，归纳其精髓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1、更加全面地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 

 长期以来，理论界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理解有许多不足，比如：以往我们常把人的全面

发展看成是一个遥远的理想，而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理想与现实统一的历史过程；常常把人看

成是手段，而没有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根本目标；常常把人的全面

发展的内容看成各种技能的培养，而没有把人的素质看成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党的

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功解决了这些问题。  
  （1）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江泽民同志一方面坚持和重申了实

现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的远大理想，又认识到实现这个远大目标和理想需要制定

现阶段的具体目标。在此基础上，他在“七一”讲话和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制订了在现阶段上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目标，即在经济上，“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

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在政治上，“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

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在
文化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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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们思想和

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    
  （2）说明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它在社会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在总

结理论与实践得失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他说：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

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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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3）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

同志明确地把素质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他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2、提出了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首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而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根本

途径是社会的进步、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其二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

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4]其三是把重

点放在提高人的素质上。“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

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要让“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形成全面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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