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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

取向和人文关怀。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和本质要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并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

践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是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

创新应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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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  

1、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的体现

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人文关怀。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

范畴，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进步而不断完善的。他依据社会

关系的历史发展明确的阐述了人发展的三种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

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

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

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

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

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

造条件。”[1]  

第一阶段存在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称为自然经济时期，它包括原始社会和封建社

会，在这两种社会形态下，个人没有独立性，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第二个

阶段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的发展表现为片面发展的

活动和能力、物化的社会关系、物役的个性。因为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

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使人的活动不仅片面化、畸形化，还发生

了异化。第三个阶段是共产主义阶段。这一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

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 [2]的阶段。在这

一阶段，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

人们将从自觉、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  

2、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内涵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的内涵包括三个层次，它们分别是相对

于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来说的劳动能力、人的社会关系、人的素质和潜能的发

展。  

  第一，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人的发展实质上是指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劳

动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因此人的发展实质上是指人的劳动能力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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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主要是指人的体力和脑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体力和脑力处

于分离的状态，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第二，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

发展。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变化发展同人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关系

的变化发展是相一致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马

克思主义认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

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 [3]个人是能最终达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因为

人将在创造全面的社会关系的历史进程中达到自身的全面性。第三，人的素质和

潜能的全面发展。个人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的发展，但这并不否定个人发展的独立

性。人的素质和潜能的全面发展是多方面的，它包括人的需要、人的情智、人的

活动、人的能力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 

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和本质要求  
1、以人为本思想理论的提出  
  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关于人的发展最为科学的理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

主义运动的最高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曾经存在过忽

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前，从搞“穷过渡”到文化大革命，人的全面发展成为

人们不敢问津的话题。改革开放后，虽然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精神文明建设

曾出现过“一手软”的现象，人的全面发展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江泽民明确提出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各项

事业追求的目标，中共十六大将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中，把人的

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进一步确定了人的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地位。十

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

展观，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进一步把科学

发展观作为统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执

政理念，贯穿于党的战略、方针及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2、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第一，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以人为本的人，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当

代中国，就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最广大人民

群众。以人为本的本，就是出发点、落脚点，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

本，就要坚持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

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

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关心每个人的利益要求，体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人文

关怀，尊重和保障人权，关注人的价值、权益何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最终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共产主义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把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既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着眼于促

进人民素质的提高，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第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具体

化为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四个方面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一是大力加强物质文明

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二是努力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政

治保障。三是努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文化保障。四是大力建设

生态文明和节约型社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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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人为本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  
以人为本是我国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民生在当代中国的理论体

现” [4]。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发扬光大，并结合中国实践有了发展和

创新。  
以人为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把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具体化。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

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执政理

念，事实上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落实到现实社会的运行机制之中，与现实社会运

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使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

践的巨大转变，这不仅是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我国现阶段的新发展新飞跃，也必将

使我国的人的全面发展实践在今后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更大的发展和飞跃。 
以人为本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并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

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小康社会的目标，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目标，它还包括人民

生活目标、政治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等方面的内容。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统一，把人的全面发展实现途径具体化为“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

面发展理论，又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进行了创新发展。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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