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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多年来.人学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门显学。
这固然是同少数人学热心研究者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分不开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需要
。
当代中国人学的发展是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的发展相同步的。
本书研究的课题——对当代中国改革的人学分析，既不是在书斋中冥想出来的，也不是靠逻辑演绎出
来的，而是由中国改革的伟大实践提出的。
中国改革的实践和理沦也为回答这一课题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支撑。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着，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
显著的改善，国家的综合国力有了极大提高，成就辉煌，举世公认。
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问题。
如何看待、评价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理论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在改革进行到第十八个年头。
针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的学者尖锐地提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亚当·斯密的经济人为导向
的，其最终结果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而是运用了“经济人
假设”论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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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改革的人学分析》研究的课题——对当代中国改革的人学分析，既不是在书斋中冥想
出来的，也不是靠逻辑演绎出来的，而是由中国改革的伟大实践提出的。
中国改革的实践和理沦也为回答这一课题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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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斌，中共中央党校哲学博士师从许全兴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入学、制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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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当代中国改革与人学理论的历史与现实二、“改革与人”的问题研究现状与进一步研究的意
义三、研究的方法与手段四、人学应关注的当代中国改革的基本问题第一章 社会制序与^性发展要求
的矛盾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一、人性的科学阐释（一）人性的内涵（二）人性是具体的历史的（三）对
抽象的人性自私现的批判二、人学视野中的制度（一）制度的本质（二）制度的功能及其局限三、社
会变革与人性论关系的典型考察（一）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与人性论（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与资产
阶级人性论（三）无产阶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四）历史的反思——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视角
评析前苏联改革（五）历史的反思——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视角检视中国的革命和改革四、社会制
度与人性发展关系的理论剖析（一）社会变革的基本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的矛盾（二）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社会制度与人性发展要求的矛盾（三）当代中国改革的内在
依据——当下的人性发展要求第二章 人的需要和利益追求是改革的内在动因一、人性的基础：人的需
要（一）人的需要的理论分析（二）人的需要、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统二、人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改
革的深层始因（一）改革的动力在于落后的生产力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二）改革
发生的直接动因是旧体制不能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三）改革是促进入的需要持续发展的基本方式三、
人的需要的满足与改革深化的辩证法（一）人的需要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断发展的（二）改革是永
无止境的四、利益是社会改革的直接驱动力（一）利益的理论分析（二）利益是社会改革和发展的直
接驱动力第三章 改革的主体是人一、当前社会的利益结构变动是推进改革的出发点（一）当前我国社
会各阶层的利益分析（二）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对当代改革的不同作用二、人是当代中国改革模式的
构建者（一）改革模式构建的主体性尺度（二）改革模式构建的客体性尺度三、人是当代中国改革实
践的运作者（一）在改革实践中人的本质力量得到表现和确证（二）在改革实践中人本身得到塑造和
发展四、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必须提高人的素质（一）重要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二）关键是提高
领导干部的素质第四章 改革的价值目标与评价标准一、改革的价值目标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
）改革的出发点是解放人、发展人（二）主体性的确立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点（三）当代中国改
革的价值目标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二、构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平台（一）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的条件（二）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人的发展创造广阔空间（三）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
人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四）彻底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为人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五）制度改革的基本
原則三、评价改革的标准（一）生产力标准（二）人的发展的标准（三）改革的现实性标准（四）三
个标准的总体一致性第五章 改革对人的发展的双面效应一、改革的积极效应（一）促进了人们物质文
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有利于确立人们的主体地位（三）有利于树立现代价值观（四）有利于发挥
人的潜能，提高人的能力（五）有利于培育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二、从人的发展透视当代中国改革的
代价（一）极端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二）拜金主义（三）个人发展作出某种牺牲（四）贫富分化
严重（五）腐败现象严重（六）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三、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改革的代价（一
）改革的代价不可避免（二）努力减少改革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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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产品的分配形式上，改革以前，我们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实际上主要按劳动时间而不是
按劳动成果分配产品，每个人的身份和劳动时间决定了他收入的多少。
一般来说，全民所有制职工比集体所有制职工收入高，集体所有制职工比农民收入高，劳动时间长的
比劳动时间短的收入高，而每个人的收入与个人的能力大小、努力程度和贡献大小没有多少关系。
这种分配方式的弊端是：（1）不符合科学性原则。
由于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不考虑每个人对产品生产的贡献，它就不能有效地调动劳动者的积
极性和促进他们各种才能的发挥，也就不能快速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2）不符合公正的原则。
这种分配方式看起来似乎是公平的，每个人的收入都差不多。
实际上是很不公平的。
它只是立足于产品的结果分配产品，而没有考虑产品的生产过程，没有考虑不同因素对产品生产的不
同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人的发展。
　　1.所有制形式上，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建立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
多种经济成分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公有制也采取多样化的实现形式，它们长期并存
、共同发展，形成平等竞争的所有制结构的新局面。
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这样，在国有企业中，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促
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他的非公有制经济中，企业本身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它们直接享受生产的成果、承担生产的责任和
风险，这就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有利于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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