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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辅导员主体论》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各离等：学校和出版单位共
同建立的学术著作出版平台，旨在为推动“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L作者
出版学术著作创造条件。
　　《高校社科文库》将坚持“广泛动员、集中征集、严格评审、精心编校”的工作原则，致力于通
过资助优秀学术争著出版、推动学术成果交流推广等形式，让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和优
秀工作者走进交流空间，进入公众视野，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繁荣哲学什会科学作出积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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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忠军，男，1968年生，法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
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学生工作部部长，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
地（东北师范大学）常务副主任。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教育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8项，出版《高校辅导员工作案
例研究方法与实证》、《意识形态安全与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研究》专著2部，主编教材4部，在《光明
日报》、《高校理论战线》等报刊上发表论文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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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科学发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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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当代发展　　中国共产党一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人学与中国革命建设的
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人学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
论。
如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①邓小平同志强调必须夯实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实践基础，他曾说“我们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
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的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
决。
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②
江泽民同志则更进一步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人学，必须关注人的具体利益，并将之提升到党的根本性
质的高度予以理解，强调“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保护了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本质。
”③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执政不久，就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将“以人为本”
概念首次正式写入党的文件，并把它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五个统筹”的概念作为
一个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从而使科学发展观有了最初的理论形态。
2003年12月27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
，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在这里“以人为本”强调
的是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同志首次明确揭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
，他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
、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
，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④党的十七大在表述“以人为本”时，重新添加了“尊重人民主体
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的表述，并将之定位成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至此，“以人为本”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人学在当代中国的集中表述，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继承和发
展。
具体来说，“以人为本”在以下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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