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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利益”是日常用语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正所谓“熟知非真知”，当人们不假思索地使用这个概念时，往往缺乏深刻

的理论探讨。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那样的贴近，但却一度被很多人拒之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教科书的门外。换言之，我们今天对

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讨论还处于一个远离科学理性的感性具体层面。但是，当我们仔细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时，我们会

发现，“利益”一词在那里是无处不有、无处不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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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不是功利主义心理联想的效

用，不是施蒂纳市民社会的个人私利，也不是费尔巴哈的生物性的自然欲望和感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布局基础性范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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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青年马克思对利益范畴的初步探索 

早在1841年．当年轻的马克思刚刚跨出学校门槛时，就针对当时的德国书报检查制度写下了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第一篇论

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在这篇论文中，留下了他对利益概念的最早认识。他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

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实际上，利益在这里只是浮现于马克思眼前的大量个别事物的代名词，还不是马克思对利益的规

定。换言之，利益在这里只是一个毫无规定的混沌的整体表象，马克思还不能对其做出明确的规定 。 

早期马克思对利益概念的混沌使用并没有妨碍他在“现实生活”的基石上一步步地深入利益范畴的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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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的

专业本来是法律。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1842年10

月，在出版自由的辩论以后，马克思又一次遭遇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当时，省议会代表少数林木占有者

的私人利益，认为检枯林是盗窃林木的行为，应予以处罚，而马克思代表大多数贫苦农民认为枯枝有如蛇脱下的皮，枯枝落地，

它就失去了它同活树的联系，因而捡枯枝不是盗窃。省议会对争辩进行了表决，“结果利益占了上风”，从而通过了捡枯枝是盗

窃的法律。这一法律规定，捡枯枝者除赔偿林木占有者的林木价值以外，还得处以4—8倍的罚款。面对省议会代表为了林木占有

者的利益而不顾法和国家理性原则的行为，马克思对私人利益之卑鄙丑陋的嘴脸进行了揭示，他说：“利益就其本性说是盲目

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难道不法可以颁布法律吗?正如同哑子并不因为人们给了他一个极长的喇

叭就会说话一样，私人利益也并不因为人们把它抬上了立法者的王位就能立法’。 

从另外两段引文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具有丑陋嘴脸的利益的无情讽刺，他说：“利益是没有记忆的，因为它只考

虑自己。它所念念不忘的只是一件东西，即它最关心的东西一一自己。”他还指出：“利益不是在思索，它是在打算盘。在它看

来，动机只起着数目字的作用。动机是消灭法的根据的刺激物；有谁会怀疑从私人利益那里可以充分地找到这种刺激物呢”? 

2 利益成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 



1843年春夏之交，马克思利益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新的变化，开始从德国人的理性主义光环中走出来。在莱茵省议会的辩护期

间，从理性主义的视角看，利益是非理性的、盲目的，是理性主义需要扬弃的东西。非理性的东西是不法的东西，它本身需要理

性的法律去约束。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利益概念开始与市民社会相联系，理性主义开始在唯物主义审判台散去其耀眼

的光环。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展开的。在黑格尔那里，“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

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像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

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但在马克思看来，利益不仅不是自然人的那种生物性的需要，还与当时社会

生活条件，与当时的所有制关系相联系。因此，马克思说：“包含着特殊利益的普遍利益本身就是国家的目的这一论断抽象地规

定了国家的现实性、国家的生存”。在《神圣家庭》一书中，马克思进一步肯定了l8世纪唯物主义利益概念的论述的合理思想。

他说：“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 。换言之，市民社会就是以

利益为纽带的社会，利益内涵的奥秘就在于市民社会中。利益融人了市民社会私人利益的内容。利益概念从黑格尔理性主义光环

下走出来，在非理性的市民社会中找到了发源地。 

作为马克思的伟大战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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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把对利益的研究由理性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层面提升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层面。马克思的

利益范畴与旧唯物主义的利益概念的联系，在于都把利益看作同人的需要、感觉、欲望相关的东西。但是，马克思对利益范畴的

分析，不再是感性直观的，而是渗透着能动辩证的、一般与特殊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互统一的方法。首先，旧唯物主义对利益

概念仅仅是直观的理解，因而人的利益成为了动物式的自然享受和仅仅是生理的自然欲望需要。利益的起源在那里也只能是自然

选择的结果。而马克思不同，他对利益范畴作了能动的、辩证的理解。利益是人类用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的，是人类的社会历史

自我发展的产物，它虽然离不开自然选择，但主要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创造物，人的利益不是动物式的享受，而是社会关系的表

现。在马克思看来，利益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不是从来就有的，更不是什么先验的、绝对理念的产物。此外，利益又是利益

的个别与一般的历史的统一体。它是特殊的、具体的、现实的，但它又是一般的，是从无数个别抽引出来的一般。 

利益范畴，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与理想、历史与当代的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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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马克思和恩

格斯才正确地说明了利益的本质、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3 马克思利益理论的当代诠释 

马克思的继承者沿着他所开辟出来的道路，作了更为丰富的补充与完善。列宁曾将人们的物质利益称之为“人民生活中最敏

感的神经”。毛泽东也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邓小

平指出：“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的利益范畴首先指的是物质利益，

或者说，物质利益是人们的首要的也是根本的利益。尽管人们的利益可以具有不同的形态，但是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物质

利益应当是人们的基本的也是首要的利益，一定的物质利益是人的生存的基本前提；其他的利益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延伸出

来的。 

利益相对于思想的“第一性”使得利益关系成为人们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说到底，都是为了获取利

益、维护利益或者争得利益，从而使得社会利益关系一次又一次地得以调整和重组，并进而推动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和发展。因

此，利益关系从根本上说表现为一种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本质性关系。 

人类社会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具有利益关系的属性。因为，人类对自然的因果关系把握的有限性造成了目的性设置的有限性，

不同的人所认定的利益目标发生差异甚至对立，于是便要组成社会加以协调。人类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实现其自然的对象性

存在而协调相互间的利益关系。 

最佳的人类利益关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即推动个人行为的利益动机同时能与社会总体上获得的最大的利益相

一致，个人在进行自主的和自由的选择的同时达到了社会的目标。但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利益关系总是表现为个人之间有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差异的利益动机的各种特定结合方式，独特的个人动机与社会总体目标并不一致。于是，利益关系表现为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逐渐展开，在这一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会形成一种特定的体制，使得特定的利益关系得以稳定，于

是人类相对自然界的活动得以进行。 

利益社会的形成要依靠利益关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所谓利益关系发展不平衡规律就是：在不同利益主体使用同一尺度进行

利益交换时必然产生分化，其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利益主体的最简单的关系是从需要出发，通过劳动生产出产品以满足需要，

这是一种个人与自然的有用对象物的关系。但是，当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分工的多样化发展起来以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要借助于

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来满足了：我的需要依靠他人的劳动来满足，而我的劳动又必须适应构成他人利益的需要。对于具体的个体

来说，利益既是一种现实性的东西，又可能是一种理想状态或者抽象状态的东西。相对而言，个人利益、物质利益以及眼前利

益，其现实性要强一些；而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精神利益以及长远利益，就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或抽象的特征。“正是由于私

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

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 

通过对马克思的利益理论及其当代涵义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利益首先是同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人的利益，是人以工具去

获取人类自身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利益的必要前提，反过来说，

没有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就根本谈不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人类首要的利益，从而我们不难得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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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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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人们开始遵循一

种新的交往原则以开展相互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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