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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中的公正思想研究 

  

冯颜利 

  

马克思没有专门撰写有关公正的著作，也不是从公正出发研究现实问题的，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不重视公

正问题，恰恰相反，马克思具有十分丰富的公正思想，国内外同仁也已有研究论述
[1]

。而马克思前后花了40年
研究创作的《资本论》，虽然从各种视角对其研究的论著汗牛充栋，但却未见对其丰富公正思想进行研究的专

论，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够抛砖引玉。 

  

一、《资本论》公正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公正是对分配与自身利益的一种评价 

公正一般认为是得其所应得，但对何为得其所应得的进一步追问，却是对分配与自身利益的一种价值判

断。当人们说某种分配公正时，是指这种分配满足了他们的利益；反之，则是指这种分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但最妙不过的，是美国奴隶制度的一个维护者奥康瑙尔律师，

1859年12月19日在纽约的一次集会上，打着“为南方说几句公道话”的旗号所发表的高论。他在热烈的掌声中

说道：‘是呀，各位先生，自然本身已经决定黑人要处于这种奴隶状态。他身体强壮，干活有劲，但是，给他

以这种强壮身体的自然，却既没有给他以统治的智慧，也没有给他以劳动的意志。(鼓掌)这两样东西他都没有!

而没有给他以劳动意志的同一个自然，却给了他一个主人，把这个意志强加于他，使他在适合于他生存的那种

气候条件下，成为一个既对他自己又对统治他的主人有用的仆人。我认为，使黑人处于自然安排他所处的那种

状态，给他一个主人来统治他，这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如果人们强迫黑人再去劳动，并为他的主人提供正当的

报酬，来报答他的主人为统治他，为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社会有用的人而花费的劳动和才能，这并没有剥

夺他的任何权利。’”
[2] 

但是，“工人虽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规律，他是从属于资本家的”
[3]

，并且“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

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成熟阶段上，是无抵抗地屈服的”
[4]

。
 

(二)评价公正与否要以是否适合生产方式的发展为尺度 

尽管公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社会集团那里往往具有不同的内容，但无论哪种公正都是

以某种尺度为依据的。马克思认为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公正的，反之，就是不公正的。正如马

克思所说：“在这里，同吉尔巴特一起说什么自然正义，这是荒谬的。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

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

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

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



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

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
[5]

。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奴役的本质在于：奴役是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具体形式。主人对奴隶的产品的占用，

对奴隶来说，必然涉及到其放弃，其自身生命活动的异化和其生产意志的顷刻消沉。而这种劳动在本质上“不

是自愿的，而是强迫的，它是被迫的劳动，……自我牺牲的劳动，屈辱的劳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

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

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

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
[6]
。

 

(三)对社会不公正的批判 

《资本论》的公正思想起源于对社会不公正制度的批判。《资本论》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小群人

生活在舒适和奢侈中，而另一些数量不断扩大的人生活在匮乏和贫困中，后者劳动生产的财富被前者所占有。

《资本论》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以不公正的强烈意识。 

马克思认为，在封建社会，“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

依附为特征的。”
[7]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

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象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可

见，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

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的正常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

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8]

。
 

马克思说：“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隶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

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
[9]

。
 

马克思进而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10]

。
 

马克思不仅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性，而且认为，公正是人类社会最崇高的境

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首要价值之所在。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追求全人类

的彻底解放，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他说：“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

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
[11]

。
 

而资本家“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

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

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为这样一种人，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

有绝对的致富欲”。
[12] 

  
二、《资本论》公正思想的基本特点 

  
(一)公正的科学性 

《资本论》的公正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经得起实践检验，因而具有完整的科学性。相比之

下，近代启蒙思想家如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如莫尔、圣西门等人虽然提出过

许多有关公正问题的极有价值、闪光的思想，但是，他们有关公正的思想缺乏历史依据和现实经济依据的支

撑，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并且他们对于公正研究的涉及范围也是有限的，因而就总体而言不具有科学性。当代

公正研究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思 想家如罗尔斯(John Rawls)、诺齐克(Robert Nozick)等人对于公正问题进行过系

统而较为 全面的研究，因而应当承认，其公正思想具有较为完整的学科形态，并对现实社会产生了十分广泛的

影响。但是，他们的公正理论同样由于缺乏历史依据与现实经济依据的支撑，因而不具有完整的科学性。因

此，我们研究公正问题时，一方面应当以马克思的公正 思想为指导，另一方面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

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公正学说，使之更具有科学性。 

（二）公正的阶级性 

《资本论》的公正思想是近代无产阶级的公正观，与资产阶级公正理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指出：“现在让我们从这一大群人当中再挑出两种人来，一种是女时装工，一种是铁匠。这两种



人的鲜明的对照表明，在资本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
[13]

。这就是资产阶级所鼓吹的平等、公正的真正含

义。因为“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14]

，并且“资本家自己叫喊着要求平等的竞争条件，

即要求对劳动的剥削实行平等的限制”
[15]

，马克思进而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

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
[16]

。
 

(三)公正的社会历史性 

公正作为一种观念，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必然具有社会历史性。实际上，资产阶级的公正观也就是商品所

有者的平等观，这种公正观是与封建社会的平等观相对立的，是在反对各种封建特权的斗争中产生的。为什么

资产阶级的公正观也就是商品所有者的公正观呢？这是因为，“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

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

特征”
[17]

。并且“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象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
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

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
[18]

。
 

  
三、《资本论》公正思想的重要意义 

  
无论是从学术层面还是从现实层面来看，《资本论》公正思想都具有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具有重大的

意义。 

(一)学术意义 

从学术层面上看，《资本论》的公正思想同别的公正思想相比，明显地要高出一筹，有着无可争辩的科学

意义，它是近代无产阶级的公正观，与资产阶级公正理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它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的

有机统一。 

首先，《资本论》公正思想理论上，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公正理论，有利于批判当代流

行的西方自由主义“公正”思想，有利于为我国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公正的理论指导。中国的发展需

要新现代性的建构，但又受到西方后现代思潮的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迫切需要公正的原则、

理想与精神，人们渴望公正理论、希望进一步研究弘扬公正精神。 

其次，《资本论》的公正思想批判了前人抽象的公正观，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其思想

与理论直接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直接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展开，并极大

地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公正理论也必将进一步促进全球各发展主体达成价值“共

识”、也必将进一步推动人类公正地发展。 

因此，研究《资本论》公正思想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二)实践价值 

首先，《资本论》的公正思想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和谐世界的建构都有着巨大的实践价值。《资本论》

的公正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状况，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前景、对于现实社会里不公现象

的批判以及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途径的阐述，直接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直接推

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的展开，并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影响并改善了人类社会存在

与发展的状况，促进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传播，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 

其次，《资本论》的公正思想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价值。中国的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资本论》的公正思想在多个重要的方面在中国社会得以实现，如：中国社会从根

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中国民众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基本生存权利开始得到了初步的大面积的保证，男性女性之

间初步地实现了平等，大众教育也得以较大幅度的发展，等等。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

在公正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严重的失误，实践上需要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 

再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资本论》的公正思想越来越具有了更加

现实的价值。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

达到共同富裕。”
[19]

这是对《资本论》公正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建设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方向定位，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整套有

效而合理的规则，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资本论》公正思想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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