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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架构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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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伟光《利益论》 

 

孙宝灵   

 

当前，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暴力拆迁时有所闻，上访人员急剧增加，进入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剧烈碰

撞。如何处理好各种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焦点。早在30多年前，王伟光同志就对利益理论和实

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的专著《利益论》200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1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次修订再版，学术著

作的再版是个可喜可贵的事情。《利益论》从哲学的高度,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相统一的立场来分析和把握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利

益问题，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显示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开阔的理论视野和经学致用的实践品格。 

列宁指出：“物质利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早在1841年，年轻的马克思在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

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留下了他对利益概念的最早认识：“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1843年春夏之

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第一次提出了利益不仅是自然人的生物性的需要，还与当时社会生活条件，与当时的所

有制关系相联系。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谈到：他之所以从法律改为研究经济问题，是为了要对

“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恩格斯在研究了政治经济学之后，对利益范畴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理解。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

社会消灭了封建制度，实行了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首先宣布，人类的联合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来实现；而

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来实现。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正是由于接触了现实生活中的物质

利益问题，才推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转向对现实经济关系的研究，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 

我党早期领导人倡导革命功利主义观，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人民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

统一为出发点。然而，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和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割裂了集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

把集体主义原则绝对化。把合理正当的个体利益当作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来批判，忽视甚至是完全否定个体利益。王伟光先生回

忆说：“在那个时代，谁言利，谁就大逆不道，谁言利，谁就被扣上种种‘政治帽子’。” 

邓小平同志恢复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

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

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 

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由于利益分配等认识的滞后，当今社会也出现了利益分配不均、贫富两极分

化、社会丑恶现象频发、犯罪率上升等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现象。由于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大影响，当今很多的利益理论

和观点都是建立在近代西方功利主义上。近代西方功利主义利益观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它的提出和发展对规范

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竞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约束作用，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提供有益的借鉴，但不符合我国



社会主义政治的要求和共同富裕的目标。目前，为了建立和谐社会，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

展，实现共同富裕，加强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建设十分必要。 

《利益论》系统回顾了中外历史上有关利益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利益问题的论述和观点，建构了

自己的利益理论体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重大成果。 

《利益论》从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出发，认为人的需要是利益的基础。他全面分析了人的本质需要及其类别，明确了利益

的构成要素及其社会本质。特别注重从关系的角度，研究利益主体与利益客体、利益个体与利益群体等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

突。并详细分析了利益的形成机制，从利益制度、利益原则和利益观念各方面探讨利益动力机制和实现途径，对于利益理论的实

践运用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作者认为，“利益冲突是利益主体基于利益差别和矛盾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P165）这些冲突的发生、发展和

转化有某种规律性。“只有认识到冲突的这些规律性的东西，在具体处理利益冲突时，才可以事先觉察出利益冲突的端倪，从稳

定冲突情绪入手，尽量避免语文冲突，把行动冲突解决在萌芽状态。”（P170）只有对不同的利益矛盾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妥善

处理和协调利益矛盾关系，化解利益冲突。 

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从深层来讲首要是利益问题。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上看，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各种利益关系，合理调整利益结构，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败的关键。因而，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理论，理清利益问题和利益矛盾，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 

当前的一些社会矛盾，表面上看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最终往往会发展演化到群众对党和政府公平协调利益关

系的诉求上来。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多样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经济物质利益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大

量涌现。利益矛盾已经成为引发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因素。“钉子户”、“药企门”、“封

口门”等诸多事件表明，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数量增多、涉及面广，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

题。发生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因为群众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部分群众以极端方式上访请愿，以过激行为制造影响，，从而引发

群体性事件。化解社会矛盾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有了矛盾能够尽

快解决的社会。 

《利益论》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关系理论，聚焦现实问题，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作者区分人民内

部矛盾为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种矛盾，详细研究了两类矛盾的种种表现，探讨了从利益分配角度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各种社

会关系的思路和原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向深入发展作了有益的探讨，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王伟光同志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利益和利益矛盾问题，30余年的研究中，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并广泛

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聚焦现实，关注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和焦点问题，从利益分配和矛盾关系协调的角度，探究解决这

些问题的思路方法，剔肉见骨、拨云见日。《利益论》主要表现了三大特色。 

第一、历史的眼光。《利益论·历史篇》回顾了有史以来人们有关利益的思想认识，是一段简短的学术史。书中指出，利益

问题由来已久，远古神话中就有有关情欲的描写，人的私心欲望是历史发展的杠杆，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和内在动力，阶

级社会以来，一切阶级斗争的背后都有利益上的冲突。与此同时，人们对利益的认识也逐步发展，西方的早期思想家德谟克利

特，中国的古代思想家墨子都认识到了人的需要和“利”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历史的形成

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是随着马克思主义萌芽、成熟和发展而逐步展开的。作为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础性范畴，利益的基本内涵是指物质生活条件，利益关系的实质是一种社会关系。 

第二、关系的眼光。《利益论·理论篇》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和利益理论。利益是关系范畴，反映的是人与人之

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主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对需求对象的分配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

‘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 王伟光同志认为，

利益是对客观需要对象的更高的理性上的意向、追求和认识，是需要在经济关系上的体现，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对需求对象的一

种经济分配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是经济关系——利益关系——社会结构三位一体的。经济关系从对象的角度看利益

问题，说明利益的客体；利益关系从主体的角度看利益问题，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利益交换方式；社会结构则说明，为了实现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人与人之间公正与持久的利益交换，社会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制。利益关系的建立意味着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准则的出现。 

第三、实践的眼光。《利益论·现实篇》着眼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现实问题，正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利益差别

和利益矛盾，细致分析不同的利益群体及其群际矛盾，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充分的论述。并且针对若干社会焦点问题给予了及时有

效的分析阐述，对解决当前存在的利益争端给予了指导性意见。补遗部分关于社会危机、人民内部矛盾、中西部差距、金融危机

的论述，由于从利益问题入手，很多复杂问题的分析都切中要害、清晰了然，充分显示了高屋建瓴的实际问题分析能力。 

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也有一个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利益范

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范畴，利益矛盾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和

建设的实际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利益矛盾问题，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都有其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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