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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恩格斯的"全面才能
'

自由分工#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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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B要!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等著作中形成并阐述了$全面才能
'

自由分工%思想)

恩格斯的$全面才能
'

自由分工%思想开创了分工理论研究的新境界)如果把从斯密到马克

思(恩格斯的分工理论整合&可以形成$分工实践环%) 恩格斯的$全面才能
'

自由分工%思想

有三重实践意义'

关键词!旧的分工)自由分工)分工实践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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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我们认为!通过恩格斯的$全面才能
'

自由

分工%思想的重视与研究!亦可能找到把经济学

基于效率提高的分工转向以人的才能为基础#因

而是具有经济哲学意蕴的分工研究新境界!并可

以进而整合已有的分工理论研究成果!形成新的

$实践环%分工理论逻辑!这些研究都将对现代化

实践产生积极影响"

一'试析恩格斯的"全面才能
'

自由分

工#思想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

用$财富创造能力%为核心的时代进步与局限辩

证性理论观点!奠定了他的$全面才能
'

自由分

工%思想的一般理论框架"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

家的起源.中!恩格斯用易洛魁人氏族#希腊氏

族#罗马民族#克尔特人氏族和德意志人氏族丰富

的史料为基础!论证了人类从群体再衍生到个体

借助家庭#私有制#国家等文明的生活形式与制度

形式!大自然在人面前曾经是$陌生的#对立的#

不可理解的%!但是!随着创造财富能力的提高!

人类从蒙昧#野蛮进入到了文明时代" 这就是人

类有时代进步与局限性并存的在辩证中获得自由

的曲折奋斗历程" 文明时代从奴隶制到封建制#

现代资本主义的每一级历史时代的阶梯!都是以

$财富创造能力%为核心的时代进步与局限辩证

性的一个定格" 无论是什么具体的社会基本制度

及其具体发展阶段!$财富创造能力%都一定会跟

随时代进步!这个社会基本制度及其具体发展阶

段才能有历史$合法性%根据&同时!$财富创造能

力%也一定会有时代局限!它才有进步的必然要

求与空间" 所以!恩格斯指出!原始氏族制度!尽

管从内部人与人的关系看充满平等与血亲温情!

但是!这样的制度是必然要被私有制#国家等文明

的生活形式与制度形式取代的" 因为!在这个制

度下人类群体对外部自然界因为没有文明而没有

自由!人类氏族内部的平等也是以对自然力的一

致盲从为特征的"

/#0恩格斯又指出!分工是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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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社会发展每一个阶段的基本原因之一!分工

冲破了生产个人局限而发展了共同生产#共同生

产中个人能力又必然提高#共同生产的剩余产品

增加必然促进商品交换!财富用道德标准衡量未

必高尚但却是文明发展的扎实而持续动力"

/!0

恩格斯对他的$财富创造能力%为核心的时

代进步与局限辩证性理论观点的规范性理论逻辑

阐述!或许要回顾到-反杜林论." 恩格斯在-反

杜林论.中有两处超越一般世俗眼界#$阶级立

场%的论断!明显地表现了他的$财富创造能力%

为核心的时代进步与局限辩证性理论观点" 恩格

斯说!奴隶制尽管用现代道德观点是要谴责的!但

是!在古希腊#罗马时代!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历史

进步" 当时采用奴隶制是一种必需!奴隶制基础

上提高了生产力!发展了艺术#科学#国家等社会

分工"

/$0分工的发展!使社会群体能力#个体能

力!无疑都获得了进步" 恩格斯还说!当一种生产

方式处于上升时期!尽管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吃

了亏%的人们也对这种生产方式持欢迎态度" 比

如!大工业兴起的英国工人就是这样"

/U0恩格斯

在这里说明了一个重要的辩证思维方式)对历史

现象不能抽象论是非!要放到特殊历史阶段与环

境去分析" 比如!剥削一般理论是要反对的!但特

殊历史条件下的剥削是应该被允许与欢迎的" 比

如!大工业兴起的英国工人!尽管会受到资本家的

剥削!但是!比起封建庄园制度下的农奴生活还是

强多了" 当下中国农民工的生活!或许是特殊情

况下剥削是应该被允许与欢迎的典型例证" 农民

工在外资#私营经济干活!其间存剥削是不能否认

的" 但是!农民工的生产与生活!总体又比传统农

民好多了!这也是不能否认的"

正是基于$财富创造能力%为核心的时代进

步与局限辩证性理论观点!恩格斯在-共产主义

原理.中比较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全面才能
'

自

由分工%思想" -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 #KUH

年 #" 月至 ## 月间!为 #! 月即将发表的-共产党

宣言.作理论与舆论准备的文章!文章采用问答

式写作"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一方面充

分肯定大工业时代促进了$分工愈来愈细%#财富

增加促进世界市场及全世界相互开放等历史进

步!同时!恩格斯明确指出!当时的资本主义分工

是以私有的生产资料为轴心的!这是一种$旧的

分工%!其特征是私有制的分工压抑了人的自由

与才能全面发展!这种分工是对人的一种异化"

明确指出!他们主张建立的新社会将形成一种

$全面才能
'

自由分工%新的分工制度!这种制度

可以图示如下)

图 #

通过图 # 可以看出!恩格斯用异化理论批判

了私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旧的分工%!这种观点

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是一致的!与马克思在

-#KUU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分析方法论

是一致的" 但是!恩格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全

面才能
'

自由分工%思想!这是马克思分工理论

中所未论及的创新观点!且迄今仍未受到学术界#

特别是哲学界的重视"

值得指出的是!认为$自由分工%是当下马克

思主义分工理论研究中应该指向的重要内容!国

内学者亦有持相同观点的" -唯实.!"#! 年 U 期

发表了王虎学题为-马克思分工思想研究回溯.

的文章" 文章认为!分工问题贯穿于马克思一生

的理论研究之中!分工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矛盾

运动以及分工理论在整个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的

地位及其意义!历来为马克思所重视" 我们在社

会主义建设中该如何运用马克思的分工理论来解

决分工对当今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应该促成

$实现一种新的分工形式,,,自由分工%"

我们认为!无论是斯密用以提高微观生产效

率的分工思想!还是私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旧

的分工%!其立论前提是着眼于分工的物质技术

条件!学术视野都是经济学的$实证%!恩格斯把

分工基础着眼于人$全面才能
'

自由分工%这就

把分工这个经济实证问题提到了人学即哲学层面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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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研究并寻找解决路径" 根据恩格斯的观点!分

工的效应无疑是要发展分工进而发展生产!但是!

发展分工又要冲破生产资料的物的束缚!要把生

产资料#教育等社会物的条件!转化为支撑人的才

能全面发展的条件!人的才能全面发展了!分工就

是人自由拓展的舞台!人在分工舞台上从片面角

色向自由才能展示的转化!反过来将促进生产力

的更大发展"

二'恩格斯将自由与才能'分工相链

接%开创了分工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上述引证材料说明!从-共产主义原理.到

-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

斯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分工思想!立论基础是$财

富创造能力%为核心的时代进步与局限辩证性理

论!最显著的理论成果是-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

的$全面才能
'

自由分工%思想" 恩格斯的分工

思想从理论范式看与马克思的分工思想是一致

的!这种一致性表现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及其

对现代化实践的历史的科学分析" 恩格斯的分工

思想与马克思的分工思想相比较!又有明显的个

性特色与独特的理论创新视角!因而是马克思分

工思想不可缺少的补充" 这种$不可缺少%!表现

为恩格斯将自由与才能#分工相链接!开创了分工

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恩格斯的$全面才能
'

自由分工%思想!开辟

了什么分工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我们认为!开辟

了对分工研究的价值选择导向从$客观条件分工

论%到$实践能动分工论%的新境界" 查阅迄今关

于分工研究的文章!大多数学者都是从社会宏观

的发展阶段#水平或中观与微观的行业划分及企

业装备水平出发谈分工!强调这种客观现实分工

需求对人的一种先在性#限制性" 这种$客观条

件分工论% 的价值选择导向!使反对异化与压抑

人的创造力的$旧的分工%的理论基础很难受到

根本冲击" 唯有$实践能动分工论%!才能使我们

找到反对异化与压抑人的创造力的$旧的分工%

的理论基础" 因为!在$实践能动分工论%的思维

方式中!主客观因素的地位才是互动的#辩证的!

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才有发挥的条件#空间和舞

台"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的!在实践

框架内!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在具体条件与情

况下都是相对的" 一般说来!物质条件是重要的#

第一位的!但是!当不创立理论客观物质方面就不

能发展的时候!理论之类精神东西又变成第一位

的了" 按照恩格斯的$全面才能
'

自由分工%思

想!人们在分工中的自由获得!不仅来自于特定条

件下人们与社会宏观的发展阶段#水平或中观与

微观的行业划分及企业装备水平的耦合!更来自

于人自身才能的全面发展状况" 在特定的社会发

展阶段#水平与行业划分及企业装备水平条件下!

因才能的群体与个体的全面性发展差距!形成了

就业能力#收入水平的差距是较普遍的现象"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寻找就业能力#

收入水平的差距原因时!往往容易从社会客观的

社会发展阶段#水平与行业划分及企业装备水平

去寻找!很少有人从群体到个体才能全面性的角

度去分析" 这种对现实分工认知的误区!反过来

说明了概括#宣传恩格斯的$全面才能
'

自由分

工%思想的重要性"

恩格斯的$全面才能
'

自由分工%思想的创

新内容是在于把分工与才能全面发展#才能的全

面发展与分工自由相联系!形成了一个关于$自

由分工%的严密逻辑结构" 现代社会分工对人的

才能要求是专业性与专业相关才能全面性的统

一!在专业性与专业相关才能全面性中强调一个

方面否定另一个方面都是有害的" 在知识经济条

件下!人的才能在专业基础上更强调才能全面性

这是趋势" 只有社会日益增多的成员把才能的专

业性基础上的全面性作为终生不懈努力目标且取

得普遍成效时!新社会的自由分工构想才能从预

期逐步变成现实"

三'整合方法论与"分工实践环#

库恩有一个重要观点!理论创新是以研究方

法创新为前提!形成的被可以称之为$范式%的概

念!$范式%的概念之间的$不可通约%使得旧理论

被替代" 用这样的理论思维方式看问题!关于分

工理论研究目前亟须解决的是研究方法的创新"

具体说来!应该是从比较方法论研究过渡到整合

方法论"

查阅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分工研究的学术文

章!虽然专门探讨研究分工的方法论不多" 但是!

归纳有关文章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不少学者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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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实上$以马克思划线% 的比较研究主导的倾

向" 他们基本上是以马克思的分工思想为标准!

要通过阐释归纳马克思的分工思想内容!得出马

克思的分工理论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高#大#

全%的结论" 这种研究的倾向#方法#路径!事实

上不利于科学的分工理论形成" 比如!-学术研

究.!"#! 年第 % 期发表了王虎学#万资姿题目为

-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双重逻辑.的文章" 文章在

谈到分工研究方法论时!也比较突出强调马克思

分工思想的辩证方法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高明"

无论是以亚当2斯密#萨伊为代表的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的分工思想!还是马克思的分工思想!

都是对以市场经济为动力与经济运行条件的现代

化过程相结合但不同阶段的分工实践的理论概

括" 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分工思想与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的分工思想的区别与传承中创新的关系( 区

别高下优劣不应是目的!目的应是找到区别基础

上的传承中的创新关系!用$传承中的创新%整合

从斯密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思想" 确立这样

的研究思路需重温恩格斯与列宁的有关论述" 恩

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有一句

名言)不成熟的理论是与不成熟的社会条件相联系

的&列宁在-谈谈辩证法.中说!人类的认识之树上

有不结果之花!如果我们把本来是认识曲线中的一

小段$被变成*被片面变成+独立完整的直线%!我

们得到的$它无疑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J0

根据上述恩格斯与列宁的有关论述!我们要

看到!斯密与马克思代表了现代化不同阶段的认

识真理" 亚当2斯密所处的现代化时代是恩格斯

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欢迎时期!斯密关注分

工的效率提高效应是正确的" 马克思所处时代是

现代化的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异化悖论凸现期!所

以!崔向阳认为马克思形成了关于分工的三重理

论框架)

/%0

$生产力,分工,生产关系%的矛盾运

动构成了马克思分工发展理论的第一层分析框

架& 社会分工与企业内分工相互促进#相互替代!

构成了马克思分工发展理论的第二层分析框架&

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分工发展的基本推动

力!这是马克思分工发展理论的第三层分析框架"

所以!我们不宜用比较方法在马克思的分工思想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分工思想中去分高下优

劣!而要结合世界现代化的阶段去认识从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的分工思想到马克思的分工思想之间

的认识递进阶梯"

根据现代化本身的历史连贯性#实践累积性!

我们完全需要用整合方法处理从斯密到马克思#

恩格斯的分工思想及其理论成果"

如果用整合方法处理从斯密到马克思#恩格

斯的分工思想及其理论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在世

界现代化过程中!从宏观特别是社会实践的历史

角度看!分工链接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 在现代

社会生活中!具体说来是阶级发育与分工有关!市

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也与分工有关" 从社会现实生

活的中观与微观看!分工应用实践主客体的循环

来看待)从客体讲是行业产业链与企业基于设备

及工艺流程的岗位分工!从主体看是与个人才能

全面性发展状况相应的自由分工的发展" 这种主

客体架构并通过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经济生活交

往%系统或平台!就构成了重点我们应关注与研

究的$分工实践环%" 这个$分工实践环%可以图

示如下)

图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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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这个$分工实践环%所以能够从理论上建构

并提出!就是整合了从斯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分工理论研究成果" 马克思的$生产力,分工,

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发展理论!是这个$分工实

践环%的理论主干!斯密与恩格斯的分工思想分

别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现代生产力的主客体方面"

提出这个$分工实践环%的必要性何在( 其

必要性在于!$分工实践环%才能说明市场经济的

现代生产力的分工与传统社会分工的区别" 恩格

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概括了农

业与畜牧业#手工业从农业中分工出来的自然历

史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分析这个过程时

强调了人在这个过程中对引起分工发展的历史因

素的不自觉!这个结果所形成的奴隶制及其奴隶

与奴隶主阶级#商品生产与海外贸易大多数人都

是被卷入参与的"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分析的是现代社会从$现实的个

人之间的交往%为逻辑起点!到$世界交往*即世

界历史+%的横向过程" 交往与分工互为因果!形

成与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国家与民族

的发展" -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看作是提出$分

工实践环%的理论依据"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分工逻辑与

条件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就是市场经济的现代生

产力的分工与传统社会分工的区别!主要是自发

与自觉#纵向历史客观偶然因素$发散冲击%与横

向实践主客体$交往建构%的区别" $分工实践

环%可以从理论内涵内生与形式上彰显现代生产

力的分工与传统社会分工的区别"

什么是$分工实践环%( 是指现代市场经济

条件下社会分工的主客体互动机制" 主客体互动

机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

中才能存在与运作!在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中

$实践式样%就是市场经济!现代交往也主要是借

助市场经济体制的$游戏规则%进行" 离开了市

场经济!现代经济生活就是虚无4 但是!如果不用

$主客体互动机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看待

市场经济及其分工!分工的异化#片面化将难以避

免" 因为!如果只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企业

的技术装备#工艺流程#生产线对分工的刚性需求

与约束!必然得出人的分工职业及岗位对应!在技

术装备#工艺流程#生产线面前只是附庸!不可能

也不需要有所作为" 如果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分工的主客体互动机制的$分工实践环%看

待分工!我们对人在技术装备#工艺流程#生产线

面前的地位与作用或许将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一

方面!我们要看到与肯定在特定情况下技术装备#

工艺流程#生产线对分工有刚性需求与约束的效

应!但是!一旦进入生产过程!这种$刚性需求与

约束的效应%只是一个弹性区间" 生产结果与效

率!不仅取决于技术装备#工艺流程#生产线自身

的技术客体化先进程度!更取决于社会分工的职

业与岗位主体的才能全面发展状况及其对应时空

中的主观发挥/H0

" 同样的技术装备#工艺流程#

生产线!生产的效率与质量结果差距甚大的例子

并非个别!证明了$分工实践环%的现实存在与

作用"

$分工实践环%是怎样的自身结构( 由特殊

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发展形

态及其阶段!从总体上规定着现实的分工结构"

具体说来是!时代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决定着生

产行业的分化#行业的产业链构成及其可能容纳

的生产法人数量&人的才能必须首先与社会生产

行业对应!形成职业身份的定格!人的才能再在与

行业对应的职业基础上与岗位耦合形成生产技

能" 从社会全景看!生产行业与职业人群及其个

体的稳定性较强!生产法人与岗位技能变化性较

强" 大多数群体或个体在一定时代或职业生涯中

都会坚持特定行业与职业!新增行业与跨行业发

展!往往不会是常态的分工主流"

值得指出的是!在$后工业化%时代#特别是

知识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日俱增的情况

下!$分工实践环%的主客体关系在发生着$位移

趋向%" 在$后工业化%时代#特别是知识经济以

前!社会分工的实践结构中!总是行业#企业发展

与形成在前!人们根据现有行业与企业的职业分

野及岗位技能要求与需求!学习训练职业知识及

技能&但是!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特别是知识经

济的发展!人们的$职业与技能抱负#设计#选择

的自由度%作用日益增加!这种职业与技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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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度反过来可能创造出新的行业#企业及其

职业技能" 比如!比尔2盖茨当年作为不愿按常

规读完大学的年轻人!这时他的$职业与技能选

择的自由度%至少被社会容忍了" 盖茨的职业与

技能选择的自由度!创造了Y4行业及其若干知识

经济岗位" 如果说盖茨的成功只是个案!那么!美

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2梅耶在总结美国

硅谷知识经济经验时指出!硅谷以知识作为价值

源泉!以创新知识作为生产的中心!结果是新产

品#新服务#新岗位以没有想到的状况被创造出

来" 硅谷创新成功的基础是与充满个性#自由的

文化氛围与发挥创造自由为宗旨的职业团队联系

在一起的" 硅谷的自由组合的职业创新团队与文

化)都飘扬着$职业
'

自由
'

创新%的旗帜4 充满

自由精神的职业团队#充满自由的职业与创新互

为因果#相互促进!创造了硅谷奇迹" 克里斯托弗

2梅耶指出!知识经济虽然使美国 !"" 万个工作

岗位$消失%!但是!却创造了 # K"" 万个新的工作

岗位/K0

" 硅谷的成功说明!在分工#职业#岗位中

注入自由的人文精神!可以解放以人的创造力为

主要内容的生产力!可以使分工从客观的定格现

实存在转化为创新推动下的发展存在" 这或许是

研究与提出$分工实践环%的价值"

/E0

四'恩格斯的"全面才能
'

自由分工#

思想的三重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恩格斯的$全面才能
'

自由分工%

思想虽然已经提出一百多年了!但是!这一思想在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以创新#创业为动力转

变增长方式的阶段其指导性与日俱增" 这种指导

性具体表现为三重现实意义)

第一重现实意义是$全面才能%应该成为普

遍的成才价值导向" 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自然经

济走向市场经济的" 在计划经济#自然经济时代!

$铁饭碗%与不发达分工及经验型技能使人们对

$饭碗%看重而忽视$技能
'

才能%" 改革开放以

来!市场经济与分工发展及其职业多样化与技能

竞争水平日益提高!给人形成的表面现象是$就

业难%与$大量高技能岗位%虚位并存" 在这种情

况下!相当数量的人*特别是包括大学生在内的

年轻人+仍以$找个饭碗%为成才价值导向!并未

以$全面才能%为普遍的成才价值导向" 其结果

是相当多的人一旦有了$饭碗%!便惰性日生#不

思进步#工作以过得去为标准!缺乏终生学习和

$本领恐慌%的自觉!这对社会进步的阻碍是明显

的" 我们如果去发达国家考察就会发现!那里从

公务员到公司职工!在就业后不断自觉#自费学

习!已经成为普遍的习惯!这应该是发达国家迄今

仍在国际产业链$微笑曲线%高端的真正原因与

基础" 可是!当下中国劳动者普遍缺乏在就业后

仍主动不断$充电%的自觉!就业后只要不被$指

派%或$选派%!休闲时间宁愿浪费在麻将桌或$斗

地主%中!也难以主动学习不断完善与提高自已!

这就是未以全面才能%为普遍的成才价值导向的

证据" 中国要冲破$中等收入陷阱%!从$中国制

造%飞跃为$中国创造%!各层次的劳动者才能的

全面发展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与力量源泉"

第二重现实意义是社会教育体制应该以$教

育与生产结合%为指导进行构建" 恩格斯在-共

产主义原理.中!在谈到如何使每个人得到全面

发展#形成全面才能时!多次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因为!人除了智力因素受先天遗传影响外!才能是

不能遗传的!才能形成的前提是接受现代系统化#

专业化的教育" 没有现代系统化#专业化的教育

为前提!就不可能形成现代化意义上的技能!更别

说$全面才能%"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

出了$进行生产教育%的概念/#"0

!并认为这种教育

可以使年轻人熟悉整个生产系统!使他们对生产

部门#工种有不断增加的选择权利" 教育怎样与

生产结合( 怎样进行生产教育( 这些具体问题不

可能苛求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为我们解决" 在改

革开放#市场经济实践中!我们逐步探索出了有中

国特色的实现教育与生产结合#进行生产教育的

做法" 总的来讲!是推动高等教育#高层次理论研

究与生产结合&把高层次技术岗位变成创新平台"

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高等教育#高

层次理论研究与生产结合的典型" 北京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际上是一个高端全面人才的

特区" 目前中关村海归创业人才 #)J 万人&北京

地区入选中央$千人计划%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达

到 $## 人!其中 K"Q在中关村地区" 这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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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以人才的创新成果向项目转化为基础构

建!深入挖掘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建立备选项目

库&建立专家库!进行技术#市场#团队#管理等综

合评价!筛选出一批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产

业带动作用强的项目&然后发挥中关村与北京市

重大项目联席会议集中决策#统筹支持的作用!加

快推进项目落地" 鞍钢是把高端技术工人培养成

为具有全面性创新能力的企业之一" 从 #EEU 年

开始!鞍钢开展了先进操作法命名评选活动" 到

!""% 年共评选命名了 K 批 H" 项先进操作法" 值

得指出的是!鞍钢工人的才能全面化基础上的创

新是把$创新领队%作用与团队作用结合的" 鞍

钢有个$李晏家技术攻关小分队%! 两年中完成

K# 项技术革新!创效 # U"" 多万元"

第三重现实意义是基于全面才能与自由分工

的辨证思维方式!可以有助于使整个社会生产与

生活预期归于理性" 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发展

动力!好处是发展机会#空间可以不断被开拓与创

造出来!因而发展的速度及民众参与的深度和广

度是任何其它体制无法比拟的" 但是!市场经济

条件下与分工发展同行的优胜劣汰竞争作用下!

群体与个体利益差距的鸿沟也是其他体制所没有

的" 在社会合法主导兼有非法存在#合理差距与

不那么合理差距并存的现实面前!$分工
'

才能

'

职业
'

收入%的关系仍然是基础性的东西!人

的简单思维与$怪人难怪已%的人性弱点!都容易

脱离才能及全面性来看待分工#职业#收入!一系

列怨恨#嫉妒#不满等非理性情绪及行为都可能发

生" 如果将个人与群体才能及全面性与分工#职

业#收入进行多角度的链接和因果分析!社会在经

济利益上的理性认识水平将大大提升!这是社会

转型的$矛盾凸现期%所亟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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