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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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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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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内容摘要



从社会分工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来看，社会分工的发展
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
展，但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社会分工从本质上来说是
一种自发分工，它必将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从社会分工与
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来看，社会分工是生产关系的直接表现，

不同所有制关系下的社会分工在不同的社会中必然有着不同
的地位和作用，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社会分工使
劳动者越来越失去独立性、越来越片面而又畸形发展。

社会分工是生产性分工和社会性分工的统一体。生产性
分工是由生产的需要而引起的专业化、专门化劳动，它是提
高劳动效率的必然要求，有一个不断细化、分化的历史发展
趋势; 社会性分工是指在特定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下，劳动者
在从事专门化、专业化劳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身份和社会
地位的差异，它不仅是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的集中表现，

而且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社会性分
工的灭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科学合理分工是效率与公
平的最佳结合，是生产性分工工具理性与社会性分工价值理
性的统一体。人类也正是在追求科学合理分工的过程中推动
着社会分工不断地向前发展。
“旧式分工”特指私有制社会中造成的人类社会一切不

平等、阻碍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性分工，

它是马克思“消灭分工”的直接对象。尽管 “消灭分工”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 “旧式分工”并不是仅仅凭借人
的主观意志或想象就能消灭的，消灭 “旧式分工”不仅需要
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而且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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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自身的社会实践过程中，自觉地按照社会分工及其发
展规律办事，充分地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可以缩短
“消灭分工”的历史进程，而且还可以进一步促进人类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

社会分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当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分
工关系的实质和核心是利益关系，分工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
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分工是一种在坚持资源最大化利用、
生产关系和谐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原则之上的人与自
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的科学合理的社会分工。它要求
做到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理想
和现实的统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分工既顺应了社会分工发
展的客观规律，又符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需要，
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立足基本国情、
坚持科学发展、加强制度创新和积极融入世界潮流是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分工的基本路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
市场健全发展，提升农业专业化水平，协调劳资关系、干群
关系，缩小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
社会公平、公正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分工的主要
措施。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以及旧的、不合理
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存在和影响等因素决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分工将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Ⅲ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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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导 论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分工〔1〕是人类最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研究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范畴。从“人猿相揖别”时的手足分工，
到性别、年龄和地域等原因引起的自然分工; 从早期人类社会
三次大分工，到人类社会的普遍分工; 从工厂内部分工，到社
会各部门之间的分工，再到国际范围内的分工; 等等。分工不
仅存在于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而且还存在于人类社会的
各个领域。可以说，只要有人类劳动，就有社会分工。古往今
来，不少学者和哲人对分工及其发展规律都有过较为深刻的探
索，也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然而，或许正是因为社会分
工的普遍存在，人们在不同的背景下，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出发，对社会分工的认识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或褒或贬、
或抑或扬，至今未能达成一个统一的共识。

最早论述分工问题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管仲。早在公元前
七百年左右，管仲就提出了著名的 “四民分业定居”论，他主

1导 论

〔1〕 分工是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因此，本书中的“分工”概念，其实就是“社
会分工”。



张按职业将全国人口划分为固定的地域，使国人各居其所，各
司其职，各安其业，并世代相传，这样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实
现王霸之业。他指出: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
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士之子
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1〕

管仲的“四民分业定居”论后来成为我国各个朝代社会管理体
系的范本。孟子的社会分工学说是针对农家学派代表人物许行
而提出的。许行出于对远古时期人与人之间原始平等关系的憧
憬和向往，提出了“贤者与民同耕同食，饔飨而治”〔2〕 这一消
灭社会分工的主张。对此，孟子尖锐地指出: “然则治天下独可
耕且为与?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
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
或劳力;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
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3〕 在孟子看来，假如每个行业都自
食其力，自给自足，天下所有的人必将为衣食而疲于奔命，社
会就无法取得进步，而各领域内的社会分工则是 “天下之通
义”。可见，许行等人反对社会分工，主张 “贤者与民同耕同
食”; 而孟子却极力推崇社会分工，认为社会分工是 “天下之通
义”。这是人们最早对社会分工认识的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 ( Plato) 在 《理想国》中指出，人不
是生来都一样的，“各人性格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4〕，在
选拔用人时，“按其天赋安排职业，弃其所短，用其所长，让他

2 社会分工的历史衍进与理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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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齐语》。
《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滕文公上》。
［古希腊］ 柏拉图: 《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第 59页。



们集中毕生精力专搞一门，精益求精，不失时机”〔1〕，“木匠做
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各起各的天
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
子”〔2〕。在柏拉图看来，每个人合理参与分工、各司其职就能
实现社会正义，促进社会稳定、和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 ( Adam Smith) 在 《国富论》中指出，社会财富增
长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又是分工的结果。他指出: “工人熟练程度的增进，必会增加
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分工实施的结果，各劳动者的业务，既
然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当然能够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
度。”〔3〕 亚当·斯密进一步指出: “有了分工，同数工人都能完
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 ①工人的技巧因专而
日进; ②由一种工作转移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
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 ③许多简化劳动和减缩劳动
的机械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4〕 可见，柏拉
图和亚当·斯密都充分肯定了社会分工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
展的积极作用。

然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却认为社会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各
种弊病的根源，因此，他们提出了 “消灭分工”的主张。圣西
门 ( Saint －Simon ) 认为，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制度将是
“实业体系”，其中，行政和经济管理的 “世俗权力”将交给实

3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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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 柏拉图: 《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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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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