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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本社会论：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前景》以《新资本论》提出的新剩余价值原理为前
提，在批判、扬弃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新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本素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传统社会主义与传统资本主义是物本社会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而新社会主
义与新资本主义同属人本社会。
本书对有关人本社会的九大观念，即财产观、阶层观、自由观、平等观、道德观、政治观、教育观、
宇宙观、历史观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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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建中，扬州江都人，现为中共江都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研究人员，中青年学者。
自中学起即酷爱学习，马列典籍，19岁参加工作后利用业余时问通读《资本论》等著作。
后因受到极左路线的不公正处理，有计划地研究中断数年，平反后又经历一些坎坷，但始终不忘追求
真理。
1991年考入机关后，在工作之余坚，持自学，笔耕不辍，1992年以来。
在高等院校学报及其他全国性报刊发表论文七十余万字，出版专著四部：《产权理论及产权改革目标
模式探索》(1994)、《新价值论。
与产权改革》(1998)、《新资本论》(2003)、《人本社会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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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一  坚持根本全面创新    ——《人体社会论——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前景》序言二  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贵在立“论”作者前言  探索理论新大陆    第一篇  导论第一章  社会主义观念创新的时代
背景  一、改革实践的呼唤  二、传统理论的困惑第二章  “新社会主义”观念的主要思想来源  一、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山之作    (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将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建设推向新阶段  二、马克思青年时期关于人的异化和人的
复归的思想  三、圣西门、傅立叶社会主义学说中的科学成分    (一)圣西门的学说    (二)傅立叶的学说  
四、西方民主社会主义  五、《新资本论》对社会主义观念的创新    (一)《新资本论》的基本内容    (
二)《新资本论》与《资本论》的主要区别及联系    (三)新社会主义一人本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社
会=人本社会第三章  通向人本社会的东方道路  一、东方文明的起点——亚细亚生产方式  二、苏联社
会主义的成败原因和实质(国家物本主义)    (一)苏联社会主义的成败原因    (二)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质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通向人本社会的另一个过渡点  四、中国将成为人本文明的发源地    (一)文明竞
争后来居上的历史辩证法    (二)物本文明的两大危机    (三)创建人本文明——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四章  通向人本社会的西方道路  一、西方社会产权系统的演化历程  二、传统资本主义的实质(私人
物本主义)和自我扬弃  三、西方向人本社会演进的主要障碍    第二篇  关于人本社会的九大观念第五章 
财产观  一、财产的起源与财产形式及结构的发展  二、所有制的复线进化与自然分工    (一)所有制的复
线进化    (二)所有制的自然分工  三、增殖性财产——资本与资本积累的单元——企业    (一)资本就是
增殖性财产    (二)企业本质新说    (三)企业制度变迁法则——从产权单方独占到产权全面共享；剥削的
逐步扬弃  四、财产占有的两种不平等    (一)不公平竞争导致的财产占有不平等    ——“社会不平等”  
 (二)公平竞争导致的财产占有不平等    ——“自然不平等”    (三)“社会不平等”可以逐渐消除，“自
然不平等”将永久存在  五、人本社会的财产分布图景    (一)自主劳动或自由联合劳动取代雇佣劳动    (
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与按需分配相结合    (三)劳动者人人有产，财产占有趋向正态分布；中产阶层
成为社会主体第六章  阶层观  一、阶级与阶层的区别    二、阶级社会的主要特征    (一)社会划分为统治
阶级(少数人)与被统治阶级(多数人)——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    (二)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以暴力为后盾
的专政工具    (三)社会高度不平等    (四)社会流动缓慢，无数人才被埋没    (五)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明显
的阶级局限性  三、人类社会正从阶级社会向阶层社会加速过渡    (一)社会越来越难以划分为统治阶级
与被统治阶级    ——社会结构向橄榄型演变    (二)国家机器成为保护全体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民主权
利的工具    (三)平等和正义成为社会主旋律    (四)社会流动加速，英才辈出    (五)主流意识形态越来越
趋向全民性  四、一个不断向上升迁的社会分层体系      (一)社会分层体系不断向上升迁的主要原因    (
二)维系社会分层体系的自然条件第七章  自由观  一、自由是人的最高本质和最高追求  二、社会自由
与个人自由相互促进    (一)漫长的原始社会只是完成了文明和自由胚芽的孕育    (二)文明进化与自由发
展的三部曲  三、人本社会中人的五大自由    (一)财产自由    (二)政治自由    (三)宗教信仰自由    (四)科
学艺术自由    (五)性爱自由  四、人本社会由形形色色的自由人联合体构成    (一)作为社会细胞的准自
由人联合体——家庭    (二)经济上的自由人联合体——企业    (三)政治上的自由人联合体——政党    (
四)信仰上的自由人联合体——宗教团体第八章  平等观  一、平等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兼评卢梭的有
关思想  二、不平等的演化趋势    (一)不平等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而产生    (二)不平等随着剩余产品的
增加而扩大    (三)不平等随着剩余产品的继续增加而缩小    (四)不平等随着剩余产品的丰足而趋于消失 
三、人本社会是平等与效率高度统一的社会      (一)地本社会是最不平等、效率也低下的社会    (二)物
本社会是不平等逐步缩小、效率不断提高的社会第九章  道德观  一、道德的起源  二、地本社会的道德
实质——以群体或社会为本位  三、物本社会的道德实质——以个人为本位    四、人本社会的道德实质
——个人与集体双本位第十章  政治观  一、国家的本质和国家形态的演变    (一)国家是阶级和阶层分化
基础上的公共权力机构    (二)国家形态的演变——从阶级国家向阶层国家过渡  二、人本社会的政治本
质——和而不同  三、人本社会的政党制度    (一)有核心政党的多党合作制    (二)没有核心政党的多党
竞争制第十一章  教育观  一、受教育权的历史发展    (一)地本社会大多数人享受不到受教育权    (二)物
本社会受教育权有很大发展但仍不平等    (三)人本社会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二、人本社会的
教育理念——培育健全的人    (一)有自由个性    (二)有道德修养    (三)有创造能力    (四)有强健身体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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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  宇宙观  一、宇宙的“生”“死”循环    (一)宇宙的开端——体积无穷小、质量无穷的混沌体    (
二)宇宙“生命”的起点——大爆炸    (三)宇宙的发展    (四)宇宙的“死亡”  二、宇宙的根本法则——
差异统一(一分为二式的对立统一是差异统一的特殊表现)    (一)自然界是差异统一    (二)人类社会是差
异统一    (三)人与自然是差异统一第十三章  历史观  一、人类历史的轨迹——从上升到回落    (一)上升
阶段    (二)回落阶段  二、人类生存的意义——不断地悟“道”、循“道”，以便活得长些，活得好些
第十四章  结束语附录一  “地力资本”与现代化的农地产权制度(田底权公有、田面权私有)——凸显
土地的资本功能附录二  企业本质与企业制度的创新——确立人力资本产权(变雇员为合作伙伴)附录三 
企业人力资本价值的计算公式附录四  生产力价值论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风起于青苹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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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学者林松说：“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它产生在19世纪40年代，盛行于19世纪后
半叶的欧洲，现在已成为世界性的一种思潮和社会党人与社会党国际的行动纲领。
社会党国际和各国社会党已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其活动范围日益扩大，政治影
响遍及世界各大洲，它所属的成员党目前在二十多个国家中掌权，在许多国家里是主要的反对党。
”①可见，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今的影响主要不是表现在它的学说上，而主要是由社会党人主张的一种
社会主义实践运动。
　　民主社会主义在早期又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
直至恩格斯逝世前，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主张还没有明确的分歧。
林松在前书中说：“社会民主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广泛在工人运动中传播。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曾经是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成为工人阶级一种强
大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
1874年第一国际解散后，马克思、恩格斯培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大都回到自己国家建立了社会民主党
组织。
所以，法国、美国、英国、西班牙、挪威、丹麦、奥地利、瑞士、瑞典等国相继成立了社会党、社会
民主党或工党。
各国社会党代表于1889年成立了第二国际。
第二国际成立初期，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团
结工人阶级队伍，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起到了一定作用，并使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向亚洲、拉丁美洲和
大洋洲一些国家发展。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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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丁建中是位业余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者，并且坚持业余潜心基础理论的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他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为了解决传统理论的困惑，把业余的时间都用在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上，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又进行了全面创新
，使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完全摆脱了传统理论的桎梏，使人耳目一新，实属难能可贵，值得赞赏。
    这是一部标新立异之作，读来令人感到震撼和深思。
作者用批判的眼光全面审视既往的人类历史和理论，推翻了以往不少既定的结论，提出了自己的新论
点以至新的理论框架。
这一套新的理论观点如果能够成立，可能会影响中国今后的走向和社会主义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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