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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过去我国用GDP指标衡量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现在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参照阿马蒂亚·森
参与设计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来制定各种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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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基于“四个文明”综合指数的地区人类发展差距比较研究
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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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进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认为：“我的结论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
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
”指出“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
在私有制社会，人的产物，包括劳动产品、商品、国家、宗教、意识形态等，对人都发生着异化，摆
脱人的控制而变成支配人的、与人敌对的异己力量。
在这种异化现象中，劳动的异化是一种根本性的异化。
异化劳动，最初产生于人类的自发分工。
在私有制逐步形成以后，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异化劳动强化着私有制，私有
制又强化着异化劳动。
在资本主义这个最后的、也是最发达的私有制社会里，异化劳动达到了顶峰。
资本主义制度是雇佣劳动制度，雇佣劳动是典型的、充分发展了的异化劳动。
异化劳动的内容主要有：第一，劳动产品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并不属于劳动者自己，反而成为一种同他对立的异
己的独立力量。
结果，劳动者创造的产品越多，他所受的剥削就越重；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劳动力也就越成为廉
价的商品；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越多，他自己也就越贫穷。
第二，劳动本身即劳动活动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作为被雇佣者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他的劳动活动或劳动过程便
不属于他自己，而成为属于别人的异己过程。
劳动活动对于劳动者不是自觉的和自由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的、不自由自主的劳动。
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
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
时就觉得不舒畅。
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
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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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自由看发展:马克思自由发展观视阈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以自由看发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