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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新发展 

———龙迎伟著作《马克思利益机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简评

谭培文

（广西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龙迎伟博士《马克思利益机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一书，透过文本与现实的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原则，科学地建
构了马克思利益机制思想的理论范式，突出了“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彰显了“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进一步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对我国当前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进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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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研究取

得了丰硕成果。在这些成果中，龙迎伟博士的新著

《马克思利益机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１］是一

部颇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体现了马克思

主义利益理论的新发展。

　　一　运用了文本与现实辩证统一的方法

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文本为

根据。但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不仅在数量上“擢发

难数”，其思想更是“浩如烟海”，任何一本著作都

难以穷尽。该书在导论中认同了以下观点：马克思

主义进入中国后，人们对其的理解抑或人们的兴趣

点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不同时代的实践

彰显出不同的理论特质。该书认为，利益的调整是

我国当代的时代主题。因此，研究马克思利益机制

思想无疑体现了时代的要求。结合现实确定了基

本理论旨趣后，该书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进行了深入

研究，并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文本的选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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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本人的经典原著为主，二是论述的逻辑以文

本的历时性为主线，三是论据基本采用了文本固有

的素材。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实践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途

径。但是，实践不是“直观”的活动，而是“对象性”

的历史运动。因此，该书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

过程中始终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文本为依据。基

于马克思主义文本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经典原著，

该书建构了马克思利益机制思想的基本范式。也

正是借助马克思利益机制思想，该书展开了对现实

的科学剖析。如，通过马克思的“生产”范畴尤其是

“物质生产”范畴，科学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产方式是实现中国梦的现实途径。

辩证统一不是为了“同一”，而是为了发展和创

新。该书所体现的文本与现实的辩证统一既不是

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简单“回归”或“还原”，更不

是将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机械地“对应”，而是结

合解决现实社会、经济、政治等提出的重大问题，熟

悉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发展和创新马克思

主义理论，并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该书体现了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问

题的一定的文本功底。作者在研读博士期间，潜心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先后参与或主持了多

项与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和马克思利益机制思想

相关的国家级和省市级科研课题，并在近４年内已

公开发表近１０篇相关学术论文。

　　二　凸显了“物质生产”与“以人为本”辩证统

一的主题思想

　　该书的主要内容除导论和结束语外，共有 ６

章。其基本的理论框架是，首先界定利益机制及马

克思利益机制思想的一般规定，其次论述马克思利

益机制思想的来源及其形成和发展，接着研究马克

思利益机制思想的具体内容，最后研究马克思利益

机制思想的当代价值。该书的主题思想体现了“物

质生产”与“以人为本”的辩证统一。

该书认为，马克思利益机制思想的一般规定是

利益主体、利益客体通过利益机制实现的手段，现

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利益机制思想的利益主体的逻

辑起点，物质生活条件是马克思利益机制思想的利

益客体的初始范畴，生产（首先是物质生产）是马克

思利益机制思想的实现手段。该书认为，现实的个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解放是马克思利益机制思想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解

放又是通过人自身所从事的生产而且首先是物质

生产才能实现。然而，在现实的物质生产的过程

中，却存在着“见物不见人”以及“物压迫人”的现

象。因此，物质生产方式的生产必须坚持“以人为

本”的原则与价值目的。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

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解放却是马克思一生从

未改变的追求。而要实现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

和解放，首先必须认识人到底是什么，即人的本质

是什么。在建立生产的概念之前，受费尔巴哈思想

的影响，马克思主要是从“类”的范畴认识人的本

质，认为劳动就是人的类本质。因此，在《１８４４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强调通过消除“异

化劳动”实现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解放。到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阶段，马克思建立了自身的生产

范畴，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

马克思进一步认为，社会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总和

的经济基础的产物。因此，马克思重点研究了生产

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就有了伟大的

著作《资本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

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物质生产。在资本

主义社会，物质生产表现为商品生产。因此，《资本

论》就以商品开篇。一言以蔽之，在马克思那里，

“物质生产”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解放”本身就

是辩证统一的。当然，在论述“物质生产”与“以人

为本”相互运动的方面，该书还有进一步深入探索

的空间。

　　三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显著

该书的理论价值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深

化了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发展的历史，以及马

克思主义利益理论最终形成和所涵盖的内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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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利益机制思想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利益理

论的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主要强调

的是物质利益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而马克思利

益机制思想主要强调的是物质利益的生产过程对

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解放的重要意义。换言之，

前者的着眼点是社会的发展，后者的着眼点是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和解放。在当代价值方面，马克思主

义利益理论呼应了我国当时“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基本政策，马克思利益机制思想的研究回应

了我国当前“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二是为

马克思生产范畴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对马克思

生产范畴的研究，传统的视角主要是两个：一是历

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二是经济学的视角。前者主要

强调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之间的关系，着重于探索了社会基本矛盾，旨在揭

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后者主要强调的是

物质生产内部的运动规律，通过对生产、分配、消费

和流通的研究，意图探索出促进物质生产进一步发

展的有效途径。但是，物的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为

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该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

理论方面，对于马克思生产范畴的研究要把握两个

基本原则：一是要结合人自身的生产研究马克思的

生产范畴，要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解放作为研究

马克思生产范畴的出发点和归宿；二是要结合每个

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实际，研究马克思生产范畴的现

实意义。

该书对我国当前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

进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进入了新一

轮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众所周知，改革基本上

都是一种倒逼机制，是每个时代的突出问题逼迫时

代做出相应的变革。我国当代的突出问题是利益

严重失衡，如何认识和改变人们日益关切的利益矛

盾是我国当前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

基于此，该书在结束语中特别指出，我们要正确认

识和看待当代中国的不同的利益阶层之间的利益

矛盾：一是这种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二是这种矛

盾必须通过物质生产来解决；三是这种矛盾本身就

是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动力

源泉。也就是说，正是这种矛盾的不断出现，才会

促使我们不断调整和改善物质生产方式，从而使得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不断得以前进和完善。

换言之，当前我国出现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为我

国调整和改善物质生产方式提出了现实的任务。

同时，该书还指出，在利益机制的框架里，利益主体

的主观能动性恰恰体现在不同的利益主体能够认

识到自身的利益所在，而且能够把自身的利益充分

地表达出来，并且通过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实现自

身的利益。作者的这些观点无疑值得从事实际工

作的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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