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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及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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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贯穿着对公平的向往和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是在

吸收借鉴前人公平思想，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公平本质和构想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马

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的特点，认为可以通过消灭私有制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践路径实现人

自由全面而发展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核。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从马克思主义公平思

想中能够汲取力量推动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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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ism fair thought and enlightenment to realize common rich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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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lways run through the yearning 
and pursuit of fairness. The Marxist concept of fairness is established in the process of absorbing the predecessors' 
thought of fairness, criticizing the unfair nature of capitalist society and envisioning the ideal society of 
communism. Marxist thought of fairnes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ity and class, and it holds that people's 
pursuit of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practice path of abolishing private 
ownership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Equity and justice are the core values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is 
new historical context, we can draw strength from the Marxist idea of fairness to accelerat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constantly meet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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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对公平观点进行专门论

述，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公平思

想，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公平正义、每

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

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

贫富差距逐渐增大，社会公平问题逐渐突出。通过挖

掘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理论渊源和深刻内涵，对于

新时代加快推进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共同富裕

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1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 

1.1 西方古典公平思想和自由主义公平思想 
在马克思之前，西方哲学家们对社会公平理论已

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主要有西方古典公平思想及自

由主义公平思想。苏格拉底从哲学角度将社会正义

（公平）视作一种美德；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在等

级制度和社会分工下和谐运作的秩序彰显了社会公

平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看来，公平之于个人是德性的

表现，之于城邦则是秩序的基础。以苏格拉底、柏拉

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人物的西方古典公平思想认

为需要依靠有智慧的人建立并维持合理、公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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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而普通人寻求公平只能服从于有智慧的人所判

定的社会制度。自由主义公平思想的代表人物有霍布

斯、洛克和卢梭。霍布斯认为通过订立契约可以结束

人与人之间相互对立的社会局面，实现社会公平原则；

洛克认为不公平是由权力滥用导致的，而订立契约可

以实现权力的让渡从而维护社会公平；卢梭宣扬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认同资产阶级的交换方式，认为私有

财产和私有制具有合法性。自由主义公平思想着眼于

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不公平现象，从维护人的自然权利

出发主张通过订立契约维护社会公平，进而实现自由

和平等的价值追求，是一种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

的公平观。 
1.2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公平思想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与费尔巴

哈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

作用，公平观点是其中的一部分。黑格尔认为公平是

理性和绝对精神的化身，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公平观。

此外，他指出人类社会“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

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1]因此，公平作为人类社

会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暂时的，并不存在永恒不

变的公平观。费尔巴哈否定了黑格尔将绝对精神和自

由意志视作绝对支配地位的唯心主义观点，他的唯物

主义思想引导了马克思从现实出发深刻认知和批判

资本主义，对马克思公平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促进作用。马克思的社会公平理论是建立在唯物主

义和辩证法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

革命性地超越了以往公平思想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 
1.3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公平思想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也是马克思的公平理论

的重要思想渊源。空想社会主义的开篇之作是托马

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在此之后圣西门、傅立

叶和欧文等许多的欧洲学者开始研究空想社会主义，

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公平正义的损害，并从注重社

会生产和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等方面设想理想公平

社会的蓝图。虽然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未来社会的构

想具有很多不现实的地方，但他们的思想揭露了资本

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公

平的障碍，并试图用制度设计来构建一个理想的公平

社会。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制度层面对未来的设计在一

定程度上带有共产主义的特征，因此对马克思公平思

想的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 

2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深刻内涵 
2.1 不公平现象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 
资产阶级打着自由与平等的旗帜推翻封建贵族

统治，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但资产阶级宣称的

人人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本质上的不平等。

工业革命以来，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手段迫使原本的农

民、小手工业者和部分小资产阶级转化为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以工资的形式换取工人的劳动力价值，这种

交换其形式上的公平掩盖了背后榨取工人剩余价值

的剥削本质，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财富越来越集中

于少数资本家手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同时，随着

生产过程中机器的应用和管理方式的不断精细化也

让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更加严密且残酷。维护

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不断追求

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使

得工人阶级无力承受被剥削的不平等命运，由此产生

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引发了无产

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反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

式上和表面上的平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揭露了资本

主义社会内在固有的剥削和实质上的不公平问题，在

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 
2.2 公平观念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平观念具有社会历史性，马克

思指出“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

因人而异。[2]”社会公平的内涵和形式总是随着社会

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反映着其

经济基础的特性，因而具有其历史局限性。从原始社

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经历社

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最终到共产主义社会，公平观念是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不断从低级状态发展到

高级状态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公平还具有阶级性。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是建立在

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基础之上的，阶级社会的本质决定

了阶级社会中不存在维护所有人利益的公平观念。

“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或甚至是公

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
[3]” 

2.3 公平的价值追求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

展 
不同社会集团对公平持有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主

义理论具有人民性的特点，其公平思想代表着最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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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根本利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定人类历

史的首要前提是“现实的个人”，若无“现实的个人”

这个前提，历史将无从发展[4]。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

的主体，社会上每个人都公平享有自由发展的权利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

义理想社会中，公平的最终价值体现是通过自由人联

合体的形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没有剥削、

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不以部分人的自由和全

面发展机会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全社会共同占

有物质生产资料，各尽其责、按需分配，每个人平等

享有公平、尊严和自由发展的权利，真正实现人与人

之间的社会平等。 
2.4 公平的实现路径是消灭私有制和发展生产

力 
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认为要想实现真正的公平

正义必须首先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旧的资本主义社会

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奴隶

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平都是维护部

分阶级利益的公平，没有自由平等的生产关系作为支

撑一切公平正义都只能是浮于表面、部分人的公平，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平等，

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5]”

马克思也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消除一切

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一不明确的语句，应当改

成：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

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6]”阶级间的不平

等是阶级社会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看来，

只有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

正义。 
在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之后，还需

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

能使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

物质生产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实现社会公平

正义的基础和保障。只有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产

力高度发展以至能够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的社

会中才能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实现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同时，要构建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资产

阶级自由平等观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反映，那么与

共产主义相适应的新的社会意识必然是随同“现实的

运动”而不断的历史地生成的真正的公平正义观念。

不同的社会集团会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提出不同的公

平标准，只有建立起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先进的意识

形态，每个人都发自内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

念，才能彻底消除不平等现象，实现社会关系高度和

谐平等。 
3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

启示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不断追求和建设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探索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毛泽东带领中国人

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的

新中国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这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政

治基础和社会保障。邓小平带领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

的新篇章，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探索了“先

富带后富”非均衡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之路。新时代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发

展水平不断提高，民生水平不断改善，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的举措不断落实。但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

初级阶段，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社会主要矛盾，我

国发展不协调、分配不公正等问题仍然存在，距离实

现共同富裕目标仍有差距。公平正义是共同富裕的内

在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将“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纳入 2035 年远景规

划，在新的历史方位下，需要我们不断用马克思主义

公平思想指导实践，为实现共同富裕、人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远大目标而不断奋斗。 
3.1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认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是

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和保障。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已

经建立起了能够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制度。

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领导力和组

织力，能够把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和

重要举措落到实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国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打赢了脱

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是让发展成果由

全国人民共享的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践行马克思公

平思想的现实实践。在党的领导下，保障共同富裕的

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全体人民的幸福感、安全感、获

得感稳步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奋斗目标决

定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由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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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现实的根本保障。 
3.2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要贯彻新发展理念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认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

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物质基础。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

的关键，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所面临的全新发展困境需

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去应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

发展增速放缓、质量不高、结构不均衡的现实挑战，

需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

理念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立足新发展阶段，要在

充分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的基础之上，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始终坚持公

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好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

以有效市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加社会财富

总量，让全国人民共享物质文明发展成果，推动实现

共同富裕目标。 
3.3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

由而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奋

斗才能实现，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下，还不具

备实现所有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但要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创造每个人自由平等发展的社会环境。

新时代，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过程中，要在推动物

质文明发展的同时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物质共同

富裕和精神共同富裕的协调发展。物质生活水平得到

满足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首要基础，精神层面的自

由健康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之路。空有物

质生活充裕而精神世界空虚，不利于实现每个人的自

由而全面发展和社会的长远发展。要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在全社会培育人们能够平等发挥聪明才智的自由

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坚持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人，不断提升实现共

同富裕目标的内生动力。 
4 结语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认为公平具有历史性和阶

级性，社会不公平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消灭

私有制和发展生产力可以实现公平正义，实现人的自

由而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马克

思主义公平观具有与时俱进的发展特性，为我国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实现共同富裕

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必然要求。在新的历史方位下，

要始终坚持以党的坚强领导作为政治保障，以贯彻新

发展理念，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作为物质基础，以

坚持以人为本，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不断

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取得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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