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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的现代化不仅包括知识、技能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乃至人的生活方式的现
代化。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我国人的现代化的实现必须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
实践基础和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它需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以及人与其所处的现实环境等之间的关系。
人的现代化的实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正确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的思维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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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view About the Ｒesearch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Human Being in Ｒecent Ten Years

GU Jianhong1，2， HUANG Mingli
( 1．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Huaian，Jiangsu 223001; 2． Institute of Marxism，Hohai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8，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human being includes not only the knowledge，skills，values and the
ways of thinking，even the way of lif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ociety and human being is two sides
of the same proces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human being must be based on the
practice basis of social transform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and it
need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correctly，human being and his envi-
ronment，with the instruction of the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about the thoughts of human being’s
modernization． The synthetical effect of many elements leads to the reality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hu-
man being． We need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nd apply the method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o ana-
lyze and research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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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问题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近十年来，我

国学术界关于人的现代化问题的理论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专家学者们就此问题提出了许多有

价值的见解。现将研究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人的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的界定

关于人的现代化的内涵界定，近十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认识虽然在广度与深度上较以往有了很

大的进步，但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大体而言，关于人的现代化的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的现代化不仅包括知识、技能的现代化，而且包括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

现代化，乃至人的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从广泛意义上说，人的现代化就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即作为主

体的个人和团体，应当具有符合时代发展和实现自身自由的现代意识和观念，如公平、宽容、诚信、自主、
自强、自律等。［1］

第二种观点认为，尽管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内涵会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人

的主体性特征是其不变的核心要素。而人的主体性主要就体现在人对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发展规律

的认识和驾驭，从而获得自由发展的过程中。正是在这一主体性的活动过程中，人们能够形成对自身的

主体意识，并进一步由自我认识达到自我批判、自我改造、自我设计和自我完善。［2］

第三种观点认为，人的现代化的实质就是指与现代社会相联系的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和全面发展，

是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它在实质上是人的本质的完善和进一步的实现。这一过程必然会伴随着对

传统的否定和扬弃，它是人的生存方式和发展状态的历史性转型，是使人能适应新的现代社会生活环

境，并能积极地推动现代社会更快发展的动态过程。［3］

第四种观点认为，人的现代化是人的全面发展在当代的显现和展开，它是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不

断深化对自身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的结果。而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指人的能力和关系的发展。［4］

第五种观点认为，人的现代化或者说现代人所应具备的品格，主要是指人的内心世界的现代化即指

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以及人的内在素质的全面提高。它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

是思想素质的现代化; 二是行为方式的现代化; 三是人生态度的现代化。［5］

第六种观点认为，人的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性产生和完善的过程。而人的现代性是个人与现代社

会相适应的认知态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模式等一系列基本素质的组合，它体现着人的发展进程

和水平。人的现代化在要素上包括开放、竞争、创新、沟通等现代意识，以及民主、平等、人权等人文素

质。［6］

第七种观点认为，从哲学意义上讲，人的现代化表示的是对现实的超越，它是人全面发展的一种状

态，是人适应现代实践发展需要的主体能力的现代化。人是否能成为现代化的人，并不仅仅取决于其所

生活的社会环境，更多的是取决于人自身对现代化的认知状态和超越程度。［7］

此外，对于人的现代化的衡量标准，近十年来，我国学者以及相关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其中主要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是，认同美国学者英克尔斯在其成名作《迈向现代化》中对人的现代化的衡量标准的表述，即认

为现代人应该具有以下几种特质，即愿意接受新观念、主动接受社会变迁、易于接受意见、热衷于收集信

息、有强烈的当前和未来意识、注重效率以及行事的计划性、有信任感、注重实践技能、重视教育和职业

素养、尊重他人等。［2］

二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认为，人的现代化是人从传统人向现代人、从工业人向知识

人的转变过程，它意味着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具体而言，它包括人的基本素质和竞争能力的全面提

升，如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素质、技能以及知识和观念等等。［8］

三是，我国大陆学者邹吉君、曲卫君认为，现代化的人应具有民主、自由、改革、竞争、效益等 12 种意

识。［9］

四是，台湾学者杨国枢在其著作《中国人的价值观————社会学观点》中，从社会学视角展开了对

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中国人具有 5 项传统特质，如宿命自保、安分守成、遵从权威、孝亲

敬祖、男性优越等。故而，在此基础之上的人的现代化，应树立乐观进取、独立自愿、平权开放、尊重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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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男女平等现代精神品质。［10］

五是，部分学者认为人的现代化具体表现为: 1． 在生理属性上，应强调健康和健美。2． 在心理上，应

强调理智、热情和个性独立。3． 在劳动方面，应强调自主择业和权利自由。4． 在社会关系方面，应积极

强调对各种社会活动的参与，从而不断增强民主法制意识和主体性等。人的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相

比，除了在目标和手段上存在一些差异外，两者内涵大体相同，他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统一于社会发

展的实践。［11］

六是，部分学者认为人的现代化应该有具体的衡量指标，它主要表现为如下一系列的社会发展指

标: 公共教育支出占 GNP 的比重、人民预期受教育程度、中小学教育水平、大学教育水平、思想道德水

平、文化体育指标、医疗卫生指标、社会保障指标、社会治安指标( 如犯罪率等) 。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是

公共教育支出占 GNP 的比重，以及人民预期受教育程度和思想道德水平。根据世界银行 1998 － 1999
年世界发展报告，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 GNP 的比重分别为 4． 6% 和 5． 5%，其

中高收入国家人民预期受教育的年数为 14 － 19 年。［12］

七是，部分学者认为现代人的特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思想开放和勇于奋斗。2． 具有强烈

的个体性和社会参与意识; 3． 具有高度的效能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4． 自主权增强; 5． 富有创新精神和

创造活力。整体而言，现代人是完全摆脱了传统模式而得到全面解放和发展的新人。［13］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人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道德素质、人格素质以及角色素质等内容，也有学者把

“四有”新人作为现代人的基本特征。整体而言，这些提法不外乎是创造性、开放性、进取心、竞争观念、
效率观念、信息观念等要素的随意组合。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学者们对于人的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的界定进行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探索，

内容丰富而深刻，增强了我们对人的现代化问题的认识。但就目前而言，这些探讨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之处。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尽管学者们对人的现代化的内涵做了深入而全面的分析，但对于到底什么

是人的现代化并没有达成共识。就其原因这主要是因为学者们对于“现代化”这一内涵的理解是存在

差异的，故而，对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人的现代化”的理解自然也是不同的。笔者认为对什么是人的

现代化问题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去谈论，因为现代化一定是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的现代化，在不

同的社会环境背景下，现代化的具体内涵是不同的。因此，人的现代化也一定是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的人

的现代化，只有从现实的人出发去探讨人的现代化，问题的答案才可能是清晰的，共识的形成也才是可

能的，进而对于问题的探讨也才能是有意义的。第二，目前学界对于人的现代化的内涵的探讨，绝大多

数是从人对现代社会的适应性这一角度来阐述的。他们认为，人是社会的人，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

断推进，人从知识、技能、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去适应现代社会是人得以生存的一种必然要求，

因此，适应性是人的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然而，人固然是社会的人，但社会更是人的社会，面对社会，人

有着自身强大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主要表现为，人既有对现代社会进行积极适应的一面，也有对现代

社会进行批判与改造的另一面。所以，谈论人的现代化，不能仅仅局限于人被动地适应于社会的这一

面，更为重要的是要强调人在现代化实现过程中的主动性的一面，只有这样，我们对人的现代化的内涵

与特征的界定才可能是全面而完整的。但遗憾的是，近十年来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度明显不够。

二、关于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

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是密切相关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近十年来，一些专家学者就

这两者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探讨，现把其中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从辩

证的角度来看，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的过程。人的现代化既是社

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人的现代化的不断实现，反过来又会促

进社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整体而言，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与人的现代化的过程是一致的，两者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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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互影响。［14］

第二种观点认为，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作为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两者虽具有同质性，但也充

满了矛盾性和斗争性。具体而言，两者的同质性主要表现为，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在发展程度和发

展方向上大体趋同; 与此同时，两者之间的矛盾性和斗争性主要表现在，人的现代化的实现程度要为社

会现代化的程度所制约，但社会现代化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导致人的现代化的实现，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

环境背景下，人的现代化可以优先于社会的现代化而得以展开。［15］

第三种观点认为，当今社会发展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的交往实践的范

围、对象和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和发展，它为人的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条件。但

与此同时，由于每个民族自身的特殊性，就决定其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过程需要从自身的特定条件出发。
我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就决定其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必须抓住机遇迅速发展，因而对现代化建设

主体的要求就会更高，因为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有效选择需人的现代化先行。［16］

综上所述，对于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上述的几种观点主要从宏观上系统地

阐述了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相互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同一过程的

两个侧面，它体现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但人的现代化的落脚点最终

是在“人”本身，如何从“人”本身出发来谈论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这一问题的

另一必不可少的层面，当然，这里的“人”不仅是指在宏观层面上存在着的抽象的人，更是指在微观层面

上存在着的具体的人。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学界的关注度不够。

三、关于人的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资源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近十年来学界在人的现代化问题上出现的新

动向。传统是现代的开端，现代是传统的延续，因此，人的现代化必然包括如何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之

间关系的这一层面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学界的主要观点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应该努力适应人的现代化的这一目标，为此，传统文化需要积极地实现

自身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诸多理性缺失阻碍了人的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因此，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必然要发生

现代转向。［17］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为实现人的现代

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严复等思想家很早就对国民性的弱点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尖锐的批判。这

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自我剖析和自我反省的意识。这在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次上，体现了民族的觉

醒。［18］“五四”先贤们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他们首先对人的现代化问题进行

了思考，并把人的解放和发展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提出以对人的价值、尊严、个性与创新精神的

肯定和张扬为基础的“新人”的思想，这对我们今天实现人的现代化有重要的启迪意义。［19］

关于传统文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目前学界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五四”之前的传统文化阻碍

了人的现代化的实现，因此需要转型，而新文化运动却实现了中国人关于人的现代化的思想启蒙。前一

种观点的主要立论依据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是缺失的，而人的现代化是以人的理性的彰显为主要

标志的，因此，传统文化会阻碍人的现代化的实现。这种观点固然看到了传统文化与人的现代化之间不

相协调的一面，但却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相联系的另一面，即中国人的现代化的实现是要以其自身的传统

文化作为根基和基础的。此外，这种把人的现代化过度地理解为人的理性的彰显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

的。第二种观点虽然看到了新文化运动对人的现代化思想的启蒙作用，但却没有看到这一启蒙的历史

局限性。新文化运动以西方的价值观念为核心导向，开启了中国人思想观念中的人的现代化的历史进

程，但这一思想的发展必然要为客体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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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的现代化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人的现代化所作出的重要的思想贡献，是近十年来学界关于人的现代化问题

所关注的另一重要内容。大体而言，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分宏观和微观两种角度。宏观上则主要

是从中国共产党人的整体视角出发来讨论其对人的现代化的贡献; 微观上则主要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中

的代表人物为出发点，来谈论其对人的现代化所作出的贡献。其中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是，从整体上来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的现代化的贡献。主要观点为: 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现代化思想为指导，以西方学者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理论为借鉴，从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等不同层面对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推动。这种有益探索主要包

括，注重个人的主体性品格的塑造; 致力于人的物质利益的实现; 着力培养人的民主观念和法制意识; 重

视加强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 大力发展教育，促进教育现代化等几个方面。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关

于人的现代化问题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的人的现代化建设必须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第二，要正确认识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 第三，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必

须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大胆借鉴西方的文明成果; 第四，必须大力加强物质文明方面的建

设，从而为人的现代化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20］

二是，邓小平很重视人的现代化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非常重视人

的现代化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就必须要强调物

质条件的现代化以及教育的现代化。在这其中，教育是人的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基础。［21］

三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执政党加强执政建设的需要，也是推进人的现代化的必然

要求。人与社会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社会的现代化需要实现了现

代化的人，同时，社会现代化也为人的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条件。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推进人的现代化

或人的全面发展，本身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最终体现。［22］

大体而言，近十年来，学界从宏观和微观两种角度，分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去谈论了中国共产党人

对人的现代化问题所做的努力，并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的现代化问题所作出的重要的历史性

贡献，但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如何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去进一步推进人的现代化的实现这一问

题谈论不多，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五、关于人的现代化的实现途径

在推进人的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路径的选择是尤为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人的现代化的实现程

度。人的现代化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各相关要素的协调统一是其得以实现的关键。如何运用好与人

的现代化相关的各要素来推进人的现代化的实现，是近十年来学界关于人的现代化问题所关注的要点

之一。对此，专家学者们见仁见智，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和方案，大体而言，可归纳如下:

一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就应该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和谐相处。因为，人与自然和社会

的和谐相处不仅是人的现代化得以实现的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而且也是人的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首先，良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是人的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因为，良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有利

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是人的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基础性条件。反之，因自然、社会关系的恶化而产生

的各种生态危机、资源危机、人口危机、粮食危机等，将严重威胁到人的生存，这就使人的现代化的实现

变得不可能。与此同时，在人与自然、社会的相处过程中，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也将进一步内化为人

的意志结构，从而不断增强人的主体性和本质力量，进而能进一步促进人的现代化。其次，人的身心和

谐是人的现代化的核心和根本保证。人的现代化的实现是与每个个体的主观努力分不开的，因此，人的

身心和谐对推动人的现代化的实现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总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

的和谐发展是人的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在这三者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实现人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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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外部条件，而人的身心的和谐发展则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12］

二是，实现人的现代化需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从而能进一步促进中国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现

代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状况，就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精神文明。人的现代化是和

现代化的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是以经济基础的大幅提高为条件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人们打破传统经

济中那种封闭、狭隘和保守的眼界，从而形成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因此，实现人

的现代化需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23］

三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普遍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特别是全体劳动者的素质，这是推进人的现代化

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大体而言，这需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

发展各类各级教育，如各类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等。第二，改革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努力提高教学质

量，力争实现素质教育。第三，要着重根据社会发展的长远需要来培养人才。第四，要注重学生德、智、
体的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的现代性品质。总之，通过教育，力争为今后形成现代化的人格和品质打下坚

实的基础。［24］

四是，努力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为推动人的现代化的实现创造条件。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

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只有在一个让公平与正义成为现实的社会里，人的

各种能力和素质才能得到真正的提升，从而使人的现代化的实现成为可能。［10］

五是，体育在促进人的现代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转化作用。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问

题，它是包括人的素质现代化、职业现代化、组织现代化在内的多层次的全面现代化。社会体育是人民

群众在现代生存方式下不可缺少的文化形态，体育以其特有的精神内涵和运行方式，对人的身体、心理、
社会适应能力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从而为人的现代化的实现创造了积极的条件。［25］

六是，法治意识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的精神支撑。人的现代化与法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
离开了人的现代化就谈不上法治社会的现代化; 而没有法治社会各方面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的现代化

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两个不同方面，人的现代化能够促进法制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而

法制现代化则能为人的现代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两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26］

七是，大众传媒对促进人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负有重要使命。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精神文明方面，

在培养“四有”新人、促进人的现代化进程方面，发挥着极为独特的作用。它能激发人的公民意识，生发

开放、创新的意识，催生现代法治意识，并能促进人的主体意识的形成。因此，要积极地对大众传播媒介

加以管理和引导，从而进一步发挥其在人的现代化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27］

八是，人的现代化的实现要从每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出发。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现代化的路

径选择，在人的现代化问题上也不例外。中国需要从自身的国情出发，在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基础

上，促进人的现代化。当前，我国的社会现代化之路正处于城镇化这一特殊阶段，人的现代化是城镇化

的前提、动力与目的。而城镇化这一特殊阶段也对人的现代化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即我国目前大规模地

促进人的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是文化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但其基础依然是经济现代

化。［28］

总体而言，关于人的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目前学界的主要观点是分领域地探讨不同要素在人的现代

化的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经济、教育、体育、法制、传媒以及环境等。这固然很好地强调了个别要

素在人的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的重要性，也进一步拓宽了我们对人的现代化问题的认识视野。但人的

现代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综合性的命题，单一要素的发展是绝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因此，它更需要各

种相关要素的系统组合及其在宏观上的整体推进。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关于人的现代化问题，学界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极大的提升。首先，

它在人的现代化的内涵、特征、衡量指标以及路径选择等相关因素的挖掘方面较以往而言是更深入、更
全面了。如，近十年来出现了对传统文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的现代

化所做贡献的分析等新内容; 其次，就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而言，较以往也有了更大的进步。如，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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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得以实现的衡量指标以及实现路径的研究方面是更丰富，更全面了，它涉及了政治、经济、法制、
教育、传媒、体育等众多领域。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这主要表

现为: 一是，在研究内容上，对一些基本概念内涵的界定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如“现代化”等。二是，在

研究方法上，尽管目前学界对与人的现代化各相关要素的挖掘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依然缺乏系统性的

分析，还不能实现各相关要素的系统整合。对于人的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我们应该学会站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对其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研究，在深入地探究和挖掘其内在组

成要素的基础上，努力使其与当前正在讨论的人学、文化价值观等内容相结合，从而形成系统的关于人

的现代化的理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三是，人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大众的现代化，最终，它是要

依靠群众性的实践才能得以很好地完成。而当前，我们关于人的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主要还是局限在理

论层面，其影响力虽然已经部分地向社会其它领域渗透，但距离该理论的实践旨向还相距甚远。对于当

下的中国社会而言，如何把人的现代化的理论转化为成群众性的社会实践，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

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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