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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30年的光辉历程。
改革开放所围绕的主题是“发展”，是“中国的发展”。
围绕“发展”这一主题，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显示出两大阶段：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问题上解放思想，进行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和实践模式的革命，坚决地走上中国特色的、又是现
代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接着，又进一步提升、扩展，在“什么是发展、怎么样发展”问题上
解放思想，进行发展观念、发展模式的革命，坚决地走上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道路。
我国改革开放的坐标也随之发展变化，从生产力标准、以民为本，进一步提升、扩展为人的发展标准
、以人为本。
在新阶段推进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中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必须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
革开放的新坐标，在这一历史转变时期，杨竞业、姜晓丽合著《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当代论域》一书
的出版，值得祝贺。
这是把改革开放与人的发展问题直接结合起来的颇具现实性和探索性的研究成果。
值此书稿付梓之际，我结合本书的内容与特点，就改革开放与人的发展问题，从总体上谈一些认识和
看法，作为序言。
　　从社会开放这一角度研究人的全面发展，或者说从人的发展的角度研究改革开放，是本书选题的
新视角。
近年来，不少学术论著，从全球化角度去研究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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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时代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上提出和研究了社会开放过程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在社会开放
和人的发展的关系上显示了理论开拓性的价值；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开放观作出了颇有新意的概括并
提出了若干新的见解；对于社会开放的进程中和环境下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进行了多视角、多向度的
探索，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颇有创新性的观点，在多学科结合研究上有新的进展。
     本书提供了一个颇具创意和研究价值的宏观架构。
具体内容包括社会开放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开放视域、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伦
理视域、社会主义开放观与人的全面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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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开放的经济关系有利于提升人的总体发展能力。
其一，开放性的经济交换关系为人的社会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开放性的经济交换关系适应了多样化
发展方式、多元化价值需求，丰富了人们的社会选择。
其二，开放性的社会经济占有关系为人的多种价值选择增进了自由。
小私有制向大私有制转变，大私有制向社会化公有制转变是共产主义的目标，个人占有向社会占有转
变是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动因，个人占有方式的多样性与社会占有的开放性是统一的，开放性的社会
经济占有关系有利于发挥人类的自主权利，增进多种选择的自由。
其三，开放性的经济分配关系适应了合目的性人的发展与合理性社会发展相一致的要求，即社会发展
要体现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要求，为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社会分配奠定基础。
　　2.开放的政治关系充实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条件　　世界历史以开放社会为载体，开放社会则
以开放的政治关系和民主化的社会生活为表征。
开放的政治关系是实现社会生活民主化的基本条件，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则是开放的政治关系的主要
表现。
　　开放的政治关系要求发展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的内核是开放的意识形态和民主的生活秩序，发展政治文明要妥善解决、合理调和或正确克
服由“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①的矛盾冲突所引起的各种事变、不良后果或负面影响，使现实的
生产关系要和开放的政治关系相适应，使人民民主获得更充分、更完善、更科学的发展。
不仅要废除“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的状况，而且要使“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
政治”②的公民获得更广泛、更实际的民主权利，在政治领域为人的发展开启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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