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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分工的历史衍进与理论反思: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指向的研究》依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多学科交叉融合和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从社会分工的基本概念入手，着重对社会分工的历史进程
，社会分工的本质、类型和根源，社会分工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分工演化的客
观规律，马克思“消灭分工”论断的内涵与实现过程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社会分工等方面
内容层层深入地进行探讨和研究，以求深化人们对社会分工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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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民，男，1972—，安徽南陵人，2009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
2011年度上海市“阳光学者”获得者。
现为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副教授。
先后于《求实》、《求索》、《兰州学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理论教育》、《华东理
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目前主持教育部课题1项、上海市教委课题1项、上海市教卫党委系统重点课题1项、华东理工大学校级
课题2项，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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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内容摘要 导论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l 二、社会分工的概念／l0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20 四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23 五、创新和不足之处／27 第一章社会分工的历史衍进 第一节
从自然分工到社会分工的演变 一、自然分工／34 二、早期人类社会三次大分工／40 第二节资本主义
社会分工 一、工场手工业分工／52 二、机器大工业分工／58 三、自动化工厂分工／62 四、国际分工
／74 第三节社会主义社会分工 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分工 ／81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社会分工／84 第二章社会分工的本质、类型及其根源 第一节社会分工的本质 一、社会分工是人类劳
动的社会存在形式／91 二、社会分工是生产方式的直接体现／95 三、社会分工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
／104 第二节社会分工的基本类型 一、生产性分工与社会性分工／110 二、自然分工、自发分工与自觉
分工／112 三、生产劳动分工与非生产劳动分工／114 四、社会内部分工与工厂内部分工／ll7 五、国内
分工与国际分工／l20 六、有效分工与无效分工／l22 第三节社会分工产生的根源 一、内在根源：需要
的多样性与自身劳动 能力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l25 二、历史条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 历史阶
段和相对剩余劳动产生／l28 三、推动因素：交换及其发展／l31 第三章社会分工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和作用 第一节社会分工与生产力 一、社会分工的发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 ／l35 ⋯⋯ 第四章社会分
工演化的客观规律 第五章 马克思“消灭分工”论断的内涵与实现过程 第六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
下的社会分工 结束语：走向自觉的社会分工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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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随着猎物的不断增多，人们把一时消费不了的、幼小的野生动物圈养起来，开始了
驯养动物的劳动。
恩格斯指出：“野蛮时代的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到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畜牧的驯养和繁殖以及较大规模的畜群的
形成，使人类在适于畜牧的地方便转为游牧生活，尤其是在水草丰美的河谷和草原地带，生活在这里
的人们也就逐渐地发展成了游牧部落。
恩格斯指出：“牲畜的驯养和繁殖以及较大规模的畜群的形成，看来是使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其余
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原因。
”“闪米特人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草原上，雅利安人在印度、奥克苏斯河、药杀水、顿河和
第聂伯河的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
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多和季节气候等原因导致的草场的变化，游牧部落也出现了迁移的情况。
据考证，游牧部落中的确存在着迁移的情况。
 在游牧民族形成的同时，另有一些原始人群和游牧民族的一部分发展起种植业。
原始人群在最初采集劳动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地发现了一些可供食用的植物，也出现了零星的植物栽
培。
后来，随着给驯养的家畜准备饲料，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便成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于是，植物栽培劳
动慢慢发展和固定下来，形成了原始的种植业。
恩格斯指出：“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起初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
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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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分工的历史衍进与理论反思: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指向的研究》认为，社会分工是人类
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它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宏观到微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社会分工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劳动细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不同所有制形
式下社会分工的更替。
前者是社会分工与生产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客观趋势，后者是社会分工在不同所有制和分配形式下的阶
段表征。
因此，社会分工既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
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它是生产方式的直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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