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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是直属学校的独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科研二级机构，负责统一管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教

学科研队伍建设等工作。自成立以来，研究院一直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

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和主阵地，为国家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了重

要贡献。研究院按照学校 “求真、求新、求善”的办学治校理念，坚持

夯实基础、学术兴院、人才强院的建设方针，着眼于把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建设成为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色和优势，全国知名、西部一流的高水

平研究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科研单位。通过几十年和几代人的不懈

努力，研究院已在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全省高

校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目前已是云南省唯一一家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级学科博士点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思政课教学研究单位。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始称 “政治课教研室”，

１９８４年，改为 “马列主义教研室”。１９８９年４月成立 “马列主义教学研

究部”，１９９６年开始培养政治学专业 （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方向）硕

士研究生、政治学专业 （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研究生班。１９９７年以 “一

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形式恢复成立社会学系。２０００年１月，马列主义

教学研究部与原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合并成立 “公共管理学院”。２００３

年４月，从公共管理学院分出单列，从而成为全国高校第一批独立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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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思政课教学研究单位。２００８年４月，根据学校新的发展定位和要求，

在马列主义教学研究部的基础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下设 “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研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教研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教研室、“形势与政策”教研室。目前，拥有１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３个博士学位授权点、８个硕士学位授权点、１个在职硕士学位授权

点。有博士研究生 ３２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１２０余名、在职研究生

１５名。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近５年来，研究院在学校党委、行政的正确

领导下，班子精诚团结、全体教职工锐意进取，形成了一支梯队结构合

理、政治素质过硬、业务素质突出的师资队伍，在学科学位点建设、教

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不断推进了自身发展，

为云南大学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现有专任教师３１人，其中教授６

名，占１９４％；副教授１２名，占３８７％；讲师１３名，占４１９％。具有

博士学位的１２人，占３８７％；具有硕士学位的１６人 （其中在读博士４

人），占５１６％。承担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３项、一般项目２

项、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４项、教育部一般项目２项、专项项目３项、省

级项目８项、校级项目１０项，科研经费共计１３０余万元。出版专著１５

部、编著１０部，在中央报刊、社科院所办刊物、ＣＳＳＣＩ等刊物发表学术

论文５０多篇，在一般刊物发表论文１３５篇。研究院教师获得省级哲学社

会科学成果奖１５项、省级教学成果奖２项、校级教学成果奖多项，１人

作为云南省唯一代表入选教育部首批思政课中青年优秀骨干教师择优资

助计划，６人获评云南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和云南省思政课优秀骨

干教师，１人入选２０１１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 “年度人物”。目前，研究

院新一届党政领导班子团结协作、锐意进取、不断研究和探索新的发展

思路，主要工作包括：以教研室为实体单位，大力做实做强教研室；以

科研促进教学、以教学反哺科研，通过教学、科研的双轮驱动机制带动

研究院的整体发展；以博士后流动站建设为平台和孵化器，促进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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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和科学研究，深入推进学科建设；以教改项目和精品课程建设项目为

依托，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感染力，不断提高

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满意度。这些发展思路目前已显现出成效，有

效地推进了研究院的全局工作，并在全省高校产生了可以借鉴的示范

效应。

收录入本书的４０余篇学术论文，综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不同时期

教师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既有反映退休老教师和老一辈学人

在历史考察、理论思考、人生感悟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代表在职教师

和新一代学者在学术思辨、热点透析、实践探究方面的研究成果；既有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水平研究，也不乏对具体实践问题的高质量探究；

既有对理论问题的深刻洞见，亦有对实践问题的独到分析。总体来说，

这些研究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时

代发展要求和中国现当代发展的实际，从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相结合的

不同角度，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党的建设等不同视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

起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对具体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这些研究成

果，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者思索历史演进、

关怀家国命运、把握时代命题、坚守学术价值、创新理论研究、执着实

践探索的优良学风、学术传统和践行勇气，集中体现了云南大学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教师群体在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道路上的特色探索和有益贡

献。这些成果是云南大学科学研究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值此校庆期

间对之加以整理和汇编，既有回顾历史的欣慰坦然，更有立足现实与展

望未来的豪情满怀。

《东陆之光·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卷》编委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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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目的和手段的辩证关系
张俊生

目的和手段在人身上本是辩证的统一。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

社会关系中，这种统一是极其自然的。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后，为了

要生存下去，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取得物质生活资料。原始人既是劳动

产品的享有者，又是获得这些产品的手段。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

下，每个社会成员的劳动产品只够维持自己最低生活的需要。因此，也

就不存在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产品，把别人当作满足自己需要的

手段的问题。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产生了私有制，就使得一部

分人利用权力可以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产品，把他人作为满足自己需

要的手段，供自己奴役和剥削，造成了目的和手段的分离与对立。在奴

隶社会中，奴隶是供奴隶主使用的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可以任意残杀

和买卖奴隶，奴隶的劳动产品全部被奴隶主占有。封建社会中的农奴，

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地主，他们用自己的生产工具在地主的土地上耕种，

大部分产品为地主所占有。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对资本家虽然没有人

身依附关系，但工人没有生产资料，为生活所迫，在资本家 “公平交易”

的幌子下，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成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

的雇佣奴隶。正如马克思所说，“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

３

 张俊生，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退休教师，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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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①。

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消灭了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

者不再成为剥削者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而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这样，

目的和手段又得到了统一。这种统一，比起原始社会来，是建立在高得

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因而包含着丰富得多的内容。“工人阶级

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② 马克思这句名言深刻地指出了目

的和手段的一致性。可是，我们有的同志竟把目的和手段割裂开来，对

立起来，提出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口号。诚然，在社会主义制度

下，党和国家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人是目的。但

目的是不会自动实现的，还是要靠人作为手段去争取。毛泽东同志说：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

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③ 没有人民的力量，社会主义事业不

可能取得胜利，谁也包办不了。１９世纪初期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

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病，描绘了未来社会主义的

理想图景，但毕竟陷入了纯粹的幻想。其客观原因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还很不发达，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而主观原因就在于空想社会主

义者看不到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物质手段，他们把希望寄托

在统治者、有产者身上。《国际歌》说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因此，如果不同时把人看作手段，那是无法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有其自身的

客观规律，所不同的是，自然规律是通过自然界中盲目的、自发的力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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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克思：《资本论》，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
６２９页。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７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４７５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 《毛泽东选集》第５卷，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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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来，而社会历史规律则是通过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才得到

体现。人们为维持生存而进行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

实践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 （主要是生产工具）作

用于劳动对象表现出的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是最

终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

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

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

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

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 这就使得社会由一种形态发展到

高一级的形态。而劳动者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居于首要地位，起着主导作

用。因为生产工具要由人制造出来并加以使用，才能发挥作用，劳动对

象也要靠人去改造。它们都是被动的、死的东西，只有通过劳动者的劳

动，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因此，“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

劳动者”②。否认人是手段，也就否定了劳动群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势

必导致用个别杰出人物的意志或抽象的人性来说明历史的发展，陷入历

史唯心主义的泥坑。劳动群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在任何时代、任何社

会制度下，都是抹杀不了的，只是发挥的程度有所不同。恩格斯说：“人

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

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③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中，劳动群众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他们创造历史的作用受

到极大的限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作用则得到了空前的发挥。

社会主义制度不但为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而且

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群众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为社会作出贡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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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得劳动群众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的作用，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

为突出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视实现人

是目的这个目的，而不像有的人说的党和政府不认识或者忽视 “人是目

的”。这里必须明确：我们讲人是目的，应该首先强调人民是目的，只有

实现人民是目的，才谈得上实现人民中的各个个人是目的。因为在个人

和集体的关系中，集体重于个人。没有集体，个人就不能存在。马克思

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这就是说，人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

社会的人，离开了一个个的个人，也不成其为集体。因此，人们只有在

集体利益的实现中，才能获得个人利益。而个人利益一定程度的满足，

又调动了个人劳动的积极性，反过来会促进集体事业的发展。个人利益

和集体利益有时也会发生矛盾，这时就要求人们按照个人利益服从集体

利益的原则去处理。许多共产主义者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

生命，给我们树立了崇高的典范。

我们党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宗旨，把人民的最

大利益作为衡量自己言行的标准，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为自己的

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乃是人类最理想、最美好的社会制度。

马克思曾对它的一般特征作出了科学的预见，他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

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

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

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

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

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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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所以，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赋予人是

目的以最高的含义和最丰富的内容，因为那时社会产品极其丰富，在消

费品分配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消除了，人们能按照需要领得消费品。人

们在德、智、体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人爱好自由

选择职业，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为社会作出最大贡献。那时，人们将从

自然界和社会关系中获得彻底解放， “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

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②。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

改造。我们党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遵循着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领导

人民群众进行改造世界的斗争，把我国历史推进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使

我国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它在各个方面都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旧中国经

济文化十分落后，工业很不发达，农业也很落后，粮食和棉花大部分依

靠进口，劳动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全国人口的８０％以上是文盲，

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

“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来进行建设的。虽然经过３５年的艰苦奋斗，各方

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经济文化的发展仍不充分，必然给人民的生

活、就业、教育等带来一系列的困难。这种由长期的历史造成的问题，

还有待于长期的努力才能根本解决。如果脱离历史条件，忽视当前生产

发展水平，在个人享受、个人自由方面向社会提出过高的要求，是不切

实际的。人们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是一个历史过程，人们的

享受和自由也就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是人们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出的第一步，我们仍面对着在很大程度上未被

认识的必然王国。由于生产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我们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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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的认识和改造还很不够，从自然界中获得的自由是有限的。在社会

历史领域中，要做到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并结合实际正确

地加以运用，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人们还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

只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对世界改造的深化，获得愈来愈多的自由。

因此，要实现未来的 “自由的人”这个目的还要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懈的

努力。

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离这个目的不是愈来愈远，而是愈来愈近了。

我们的党和政府为了实现人是目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在新中国成立３５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光辉的成就。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纠正了 “左”的错误倾向，实现了指导思想上

的拨乱反正，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工农业

生产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８３年的３４年间，钢产量从

１５８万吨增至４００２万吨，原煤产量从０３２亿吨增至７１５亿吨，发电量

从４３亿度增至３５１４亿度，粮食产量从１１３１８万吨增至３８７２８万吨，棉花

产量从４４４万吨增至４６３７万吨，油料产量从２５６４万吨增至１０５５万

吨。最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更快，１９８３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９２０９亿

元，为１９７８年的１４６１％。尤以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最为突出，１９８３年

的农业总产值达３１２１亿元，为１９７８年的１４６３％，轻工业总产值达２９５４

亿元，为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０１％。

随着生产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７８年

的２６年间，全国人民的消费水平，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

２２％，而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３年的５年间，上升到平均每年提高７２％。其中

农民的消费水平提高特别明显，前２６年只增加了７０元，平均每年只增加

２７元，而最近５年增加了１０１元，平均每年增加２０２元。人民的居住

条件也有所改善，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２年的５年中，国家用于城市职工住宅的

投资共４８０亿元，新建住宅３５亿平方米，相当于１９７７年前１９年新建住

宅面积的总和。由于人民收入增加，储蓄大幅度增长，１９８３年年末，城

乡储蓄余额达８９２５亿元，比上年末增长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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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 “人是目的”，同时也使人能更好地发挥手段的作用，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增加了智力投资，发展了文化教育事业，

使人民的文化水平得到提高。文教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

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０１％增至１９８２年的１７１％。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２年，普通高等

学校由５９８所增至７１５所，在校学生由８５６万人增至１１５４万人。１９８２

年，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等各种类型的成人高等学校在校生达

６４万多人。１９８２年底，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总数达２０７亿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目的和手段对于人来说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

的。人们具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热烈向往和追求未来，以实现共产主

义、解放全人类为奋斗目标，就能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前进道

路上不管遇到多少艰难困苦，都能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充分发挥积极

性和创造性，使自己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手段。这也正是我们

党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群众的道理。当然，以共产主义思想

为指导，也必须同社会主义的现行政策相结合，实行物质利益原则。在

分配制度上，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兼顾长远和当前的利益，

使群众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从物质利益

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和生产的发展，从切身体验中加深对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性的认识，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

然而，如果把目的和手段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只强调人是目

的，反对人还要充当手段，就会助长个人主义思想，使人们忘记作为主

人翁的责任感，使一些人只想到自己应享受的权利，不考虑自己对社会

应尽的义务，只想到从社会获得较多的满足，不考虑用自己辛勤的劳动

为社会作出较多的贡献。当他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对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动摇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从而偏离

正确的政治方向，不能发挥人作为手段的积极作用，使人的目的不能得

到很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剥削，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人要生存下去，总是要以劳动作为谋生的手段，不充当手段的人是没有

的，区别只在于是为人民谋利益 （包含个人利益）而充当手段，还是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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