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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正在经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

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

个社会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呈现出利益主体多

元化的发展趋势。利益主体多元化为人的全面发

展带来了广泛影响。因此，如何在利益主体多元化

背景下全面协调解决人的发展问题，成为目前我国

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 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所谓利益，就是一定的客观需要对象在满足主

体需要时，在需要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时所形成的一

定性质的社会关系的形式。[1]利益具有两方面的依

赖性：其一，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水平与它相适应

的物质关系，创造或形成了一定利益产生的可能

性；其二，受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制约的主

体，尤其是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利益的方向和范围。

利益依不同的标准可作不同的划分，就主体而言，

利益可分为个人利益、集体利益、民族利益、部门利

益、地区利益、阶级利益、国家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

等[2]。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单一的公有制体制，

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

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还包括人们生存

和发展的机会。国家通过制定一整套组织化的方

式和原则确定各群体的权利和义务，让他们获得相

应的社会地位，确定自身的行为，由此形成“两阶级

一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

传统利益格局。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体制的

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所有制结构，生产经

营方式和分配制度以及产业结构，职业结构都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重新被人

们所认识，各种利益主体逐渐受到尊重和保护，从

而使个体利益、集团利益、民族利益、部门利益、地

区利益、阶级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等多元化

利益格局最终形成。

二 利益主体多元化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
利益主体多元化一旦作为人的生产活动方式

客观存在下来，必定会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对

人的发展起作用。利益主体多元化对人自身的发

展产生了双重效应。它既可能对人的发展产生积

极的正面效应，也可能对人的发展产生消极的负面

影响。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利益主体多元

化对人自身发展带来的双重影响，以便发挥其有利

影响并尽可能避免或减少其对人发展的不利影响，

最终在利益主体多元化背景下，使人自身也得到充

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1 利益主体多元化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积极影响

首先，人的需要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

们在实践基础上所产生和创造出来的作为主体人

的需要。需要是利益的前提和基础，人的需要的丰

富和发展促进人的利益的多样化，反过来利益主体

的多元化又会促进人的需要的进一步发展。根据

美国学者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需要可以划分为

五个递进的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

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改革开放前，利益主体

比较单一，主要是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

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人的需要也较为单

纯、简单，主要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改革开放

以后，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滋生出新的社会阶层，

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

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

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集中在非公

有制领域，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知识分子”。这些新

社会阶层，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政治诉求，使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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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实现的需要得到发展。

其次，利益主体多元化使各利益群体的人格分

化更加复杂与细化，如教师人格、经理人格、艺术家

人格、技术员人格等不胜枚举。人格的分化更有利

于集中精力在自己单一的领域做出更大的成绩，以

便体现自身的劳动价值和人格价值，这样就使得每

一种领域都向纵深发展。利益主体多元化加重了

人格的片面化，片面化的人格使人走向一条远离完

整自我的道路，人因此而陷入痛苦之中。趋利避害

的本能又使人坚决回归自我，找回自己的完整性。

人在找回自己完整性的过程中获得了多重能力，丰

富了自己的本质。所以说，利益主体多元化和人格

的片面化发展使人的生活总体趋向丰富和多样化，

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了道路。

2 利益主体多元化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消极影响

首先，利益主体多元化，使各个不同的利益群

体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构成的文化

认同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人们之间先前所建

立的交往方式、交往规则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障

碍。社会每一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不同

利益群体在交往时必然要以不同的精神和物质为

载体来表现自己的文化，文化的差异使得人们在交

往过程中发生文化的冲突。人们在坚持自己的交

往方式和价值观的同时，也因为其他交往方式和价

值观念的冲击而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产生一种不确

定性。人们在社会交往之中开始游离于不同的价

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之间。

其次，利益主体多元化，文化冲突的背后还表

现出更为复杂的道德危机。改革开放之前，利益主

体比较单一，由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等相互接近，

人们在心理上都互相认同，彼此间非常“熟悉”，感

觉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交往关系。然而，由于

利益主体的分化，一部分人拥有的社会资源发生了

变化，其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消费观念以及价值观

念等必然会随之发生某些变化。这本身是很正常

的一些变化，然而在原来的社会交往环境中，这些

变化会被视为一种“道德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样

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文化氛围中，一旦这

种心理得到了强化，交往的一方或双方就会出现某

种程度的人格或心理扭曲，彼此间出现心理和人格

认同危机，人们感到非常“陌生”。当人们处于这样

的交往情境时，就会碰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或冲突，

从而表现出“边际人格”的特征。

三 利益主体多元化背景下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的现实途径

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完全

实现。但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历

史条件，并需要人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创造这

些条件才能实现。关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

条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

1 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是人存

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为人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坚实

的经济基础。“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

在质和量的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

不能获得解放”。[3]也就是说，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

的前提下，人们才能够追求享受和发展。因此，物

质生产劳动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要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必须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满足人们的物

质生活需要，并不断向更高水平前进。目前，在我

国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首要的是制定具体的富民

政策，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

入，不断改善人们的吃、穿、住、用、行的条件，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改进医疗卫生条件，提高生活质量。

2 实行制度改革，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保障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人的全面发展起着双

重的作用。市场经济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形成了

人的全面关系，促进了人的各种能力的发展，为人

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自由条件。同时，市场经济又有

它的历史局限性，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条件破坏了

人的全面发展的完整性。因此，我们要推进经济体

制的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其次，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政治保障。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平等的保护以及促进一切正当

利益。为实现目标，国家要通过各种权利的赋予，

给人们以日益扩大和丰富的选择的机会和行动的

自由，使人们在富有活力的调整机制中实现全面发

展。

3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

途径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重要手段。马克思明确

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

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

的唯一方法”。[4]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有着非常直

接和密切的关系。就个体的人而言，人并不是生下

来就是真正的人，只有在社会中学习和接受教育，

经过文化的“濡化”，他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人的能

力依赖于教育。人的能力不能充分发展会导致教

育水平低下，教育的不发达又必然会导致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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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潜能的退化。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必须从教育

入手，通过教育使人类在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

普及、推广，并代代相传，使社会大多数成员都能掌

握新知识、新技能，从而有利于人的能力和潜能的

开发、利用。没有教育，人类的发展就会中断。只

有通过教育，后代人才能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获得

更高级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要改变一般人的本

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

达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5]

因此，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我们应狠抓教育，狠抓

智能，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铺下宽广的路基。

4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

政治前提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改革的政治目标，这

个目标充分体现了改革同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致

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新型的社会关系在政治

上的集中体现，是政治改革的中心环节。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建

立和完善能够使人民群众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的政治体制，以保证人民依法管理国家

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江泽民指出：“发展社会主义

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目标”，“社会主义民主

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6]为此，在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应重点解决从基层做起，在

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直接参加管理，充分发挥

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实现人民

的愿望和利益。对基层单位实行直接民主，特别是

经济民主，要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地健全和发展

民主，使人民群众逐步做到直接参与和监督国家大

事的重大决策，逐步实现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结

合。从而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

使全体人民在社会生活中切实做到当家作主，最终

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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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on’s Overall Development on the Background
of Multiple Benefit Subjects

FANG Hui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Culture，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 411105）

Abstract: The so-called multiple benefit subject is the pattern that independent of personal benefits and the
various benefit communities coexis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market economy，the old benefit
communities have been divided，the new benefit subjects have emerged.The traditional benefit pattern has been
broken，the pattern of multiple benefit subjects is taking shape in our country. The pattern of multiple benefit
subjects has both positive effects and negative impacts.We should grasp correctly the dual impact of the multiple
benefit subjects to the person’s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take various measures actively to promote the person’s
overall development mor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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