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圣西门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价值的思想



达到的高度水平相适应的新大厦
。

山此
,

他得出结论
,

知识的程度
、

科学文化的发展
,

是社

会前进的动力
。

他还把科学文化的发达看作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
。

每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腐朽的社

会制度
,

都是文明社会山低级向高级发展
,

而这种进步的显著标志是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
。



现理想的社会
,

必须在未来社会的变革中充分发挥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
。

他认为
,

知识分子和工权
、

实业家一起
,

是未来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

在未来的制度中
,

学者和实业家都是执政者
,

分别掌握着社会的物质大权和精神大权
。

这就明确肯定了学者在

实业制度 �圣西门设想的未来社会 & 中的地位
。

他指出
,

在未来社会的改革中
,

学者要完成

下列任务
∋

一是要向大家宣传在未来社会中
,

一切阶级的福利都能增加
,

以此增强对未来社

会而奋斗的信心
( 二是要设法找出保证广大生产者的不间断的劳动手段

,

拟定社会教育的主

原则 促进生 的发展 是政治在他 手中 为人类 的补充 切学者 包



应与其才能和贡献成正比的思想
。

显然
,

这是他不赞成绝对平均主义
、

站在实业家和学者的

根本利盆 卜来考虑问题的
。

这甲
,

不仅保障 了学者的物质利盆
,

以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 创

造性
,

而且还包合着按劳分配的思想萌芽
。

最后
,

在织织上要量才录用
。

正因为知识分子的才华和贡献 出众
,

也正因为社会的发展

对知识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

所以圣西门认为对知识分子要 量才录用
。

他把未来的实业制度分

为两部分权力
,

一部分为世俗权力
,

一部分为精神权力
。

精神权力集中于
“

最高科 学 委 员

会
’ ,

由学者掌权
( 世俗权力则集中于

“

最高行政委员会
” ,

由实业家领导
,

主管行政和经



页 &
。

这就是要求国家行政管理十部对于行政管理知识有较深人的 了解
。

对于经 济 管理 干

部
,

则要求他们精通经 济管理知识
,

掌握客观经济规律
,

善于经营管理
。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

−−/+ 期
,

就特别强 调共产党员要能作文明商人
。

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
,

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日盆巩固
,

政治体制不断完善
,

特别是革命干

部队伍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
,

政治
、

文化等方面的素质不断提高
,

成为了组织和领导社会主

义建设的重要骨干力量
。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干部队伍建设的论述
,

主要是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