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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及哲学

以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动力观

透视全面深化改革

陈树文 侯菲菲

【提 要 】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动力观是马克思 、 恩格斯始终站在历 史唯物主义立场

上
，
从不 同语境 、 不 同层面对社会发展动力进行论述而形成的科学理论体 系 。 本文主要从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 历 史与 现实 的 角 度 ，
以 马 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动 力观为 指导 ，

透视全面深化改革 中
“

为什 么 改
”

、

“

改什 么
”

、

“

怎 么改
”

等基本问题
，
明 确全面深化改革

的 出发点 、 落脚点 ， 紧抓全面深化改革的 着力点 ， 尊重全面深化改革过程 中群众的主体地

位 ， 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 系统性 、 整体性 、 协调性 。

【关键词 】 马克思 恩格斯 社会发展动力观 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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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动力观是马克思 、 恩在更深 、 更直接层面上的实现 。 本文主要从科

格斯始终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 ， 研究社会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 历史与现实角度 ， 以

展问题而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 。 关于社会发展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动力观为指导透视全面

力问题 ，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中我们可以深化改革中
“

为什么改
”

、

“

改什么
”

、

“

怎么改
”

看到
“

需要
”

、

“

生产力
”

、

“

阶级斗争
”

、

“

人民群等基本问题 ， 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 出 发点 、 落

众
”

、

“

历史合力
， ，

等不同的表达 ， 这表明马克思脚点 ， 紧抓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 点 ， 尊重全面

恩格斯从不同语境 、 不同层面 ， 对社会发展动力 深化改革过程中群众的主体地位 ， 实现全面深

问题作了不同的论述 。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动 化改革的系统性 、 整体性 、 协调性 。

力观认为 ， 社会发展不是 由单
一因素决定的 ， 而一

、 发掘社会发展源动力 ，
明确

是由多因素在多层级上相互作用的结果 。 当前我

国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 、 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含＾
化改革的出发…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 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转型的关
洛脚川、

键时期 。 面对新形势 ， 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通社会是 由人组成的社会 ， 社会的发展表现

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为人的发展 ， 也依赖于人的发展 。 马克思主义

题的决定 》 （以下简称 《决定 》 ） ， 开启了 中 国特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学说 ， 自始至终关注着人

色社会主义向纵深发展的新进程 。 改革是社会类发展问题 。 这从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的发展状

发展的直接动力 ， 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动力作用态将社会划分为三形态 ， 即
“

人的依赖关系
”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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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

和
“

建认识和把握当前社会发展源动力 ， 必须着眼于

立在个人全面发展的
……

基础上的 自 由个性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人民群众的需要 ；

的理论中就可见一斑 。全面深化改革则应当符合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社会发展依赖于人的发展 ， 人能够获得发设实践 ， 立足当前我 国 的基本国情 。 针对我 国

展的前提是人首先能够生存 ， 那么人要想生存基本国情 ， 应当明确 以下三点 ： 我 国现在处于

就必须满足能够生存的需要 。 人为 了生存
“

首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人民 日 益增

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
一

些东西 。 因此第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 的资料 ，

盾是当前社会主要矛盾 ； 我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

”① “

已经得到满足的第
一 发展中 国家 。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 中华

个需要本身 、 满足需要的活动和 已 经获得的为民族伟大复兴实践过程中 ，
正确认识人民群众

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 引起新的需要 ， 而这种的需要 ， 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 、 落脚点 ，

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

”？ 在此我才能正确把握社会发展规律 ， 积极面对新形势

们可以看出 ， 人的历史活动开始于满足 自 身生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和挑战 。

存需要这一起点 ， 而且 ， 人在获得生存需要满一

足时 ， 会产生更髙级的发展和享受方面的需要。
—、 刀

，

社会历史就是在人各种需要的不断产生和满足过斯爪全面
＇

冰化改革的

程中向前推进的 ， 人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 。着力点

当前 ， 我们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 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存在于
一切社会形态

社会发展 ， 我们必须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 ， 从根 和历史发展过程中 ， 不会因为社会形态的变化
本上抓紧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 最现实 酿变 ， 是推动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 内在动 因
的利益问题 ，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和普遍根据 。 马克思 、 恩格斯认为 ，

“

人们之间
和拥护 ’持久＿力 》 £ 此同时 ’ 随着 －

开始就有
－

种物质的联系 。 这种联系是 由需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 ， 它 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
人们的公平意识、 权利意识不断增强 ， 对社会不 的历史 ； 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 ， 因而就
公问题反应越来越强烈 ， 更加渴望实现社会公平 表现为

‘

历史
， ”

。

③ 实践中 的人以何种方式进行
正义 。 因此 ， 必须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 生产 ，

一方面取决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如何结

合在
一

起 ； 另一方面 ， 取决于生产中 的人们形
与此同时 ， 针对人的需要是社会发展源动 成

一

种什么样的交往关系 。 因此 ， 这里的
“

生
力问题 ，

还必须明 确一个问题 。 马克思主义区 产方式
，，

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 马克思认为生
别于其他

一切主义的本质规定是其实践性 ， 坚 产力与生产关系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始终 ，

持用唯物的 、 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 改 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社会基本矛盾 ， 构成社
造世界 。 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 》 中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

阐明了实践是感性的 、 客观的物质活动 ， 是人马克思在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序言 》 中就
们社会生活 的本质和认识活动的基础 。 也正是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矛盾运动如何推动社会发
在这

一逻辑起点上 ，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需要 展作了经典阐述 ， 指出 ：

“

人们在 自 己生活 的社
是人通过社会实践产生 ， 并通过社会实践切实

实现各种需要的满足 。 而
，
人的需要是具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丄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〇 １２ 年版 ， 第

社会历史性的 ，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的需要是１５ ８ 页 。

不同的 。 当前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社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１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〇 １２ 年版 ， 第

＆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丄 卷 ， 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１ ２ 年版 ， 第

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 的矛盾 。１ ６０ 页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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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 、 必然的 、 不以他们的意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 ， 推动经济社会持

志为转移的关系 ，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 的一 续健康发展 。

”？ 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 这些生产关系阶段 ， 这就要求我们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

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 即有法律的和政心 ，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 进
一

步把
“

蛋糕
”

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做大 ， 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提供雄厚

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的物质基础 。 坚持社会发展根本动力 ， 紧抓经

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济体制改革 ， 以此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 ，

的过程 。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 的存在 ， 相引导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 ， 为其他领域改革提

反 ，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 社会 供强大动力 、 创造更好条件 ， 推动我国经济社

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
一

定阶段 ， 便同它们
一

直会的健康发展 。

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
＿

是生产关系 的法律用语 ） 发生矛盾 。 于是这些三、 激发社会发展主体动力 ，

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 的桎梏 。尊重全面深化改革中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 随着经济基础群众主体地位

的变更 ，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

生变革 。

”① 这段话包含三个方麵 内容 ： 第
―

，在 《神土家族 》
－

书 中 了青

生产力 、 生产关系 、 经济结构 、 上层建筑是社
年

“

自

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 第二 ， 生产力决定
哲学

”

思想 ’ 明确指出 了

着生产关系 ，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 ， 这两
正创造者 。 赚斯针对鲍威尔所说的

“

１人什

对矛盾构雌会发腦鉢矛盾 ， 推雜会发

展 。 其中 ， 生产力 的发展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 开单个工人不能生产任何完整的东西这
一事实

产关系 ，

一定社会阶段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 （这是不言而喻的 ） 不谈的话 ， 这种论点简直就

的经济基础 ， 而经济基础又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上 是疯话 。 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 ，
工人才

层建筑 。 因此便构成了
“

生产力
一

生产关系一经创造一切 ， 甚至就 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 ， 也

济基础
一上层建筑

”

这样
一个逻辑关系 ， 也因此 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 。 英国 和法国 的工人

可以看出两对矛盾的发展还是根源于生产力 。 即 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

”③ “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 第三 ， 当生活动 ， 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 ， 必将是群众 队伍

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 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的扩大 。

”④ “

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 ，

础的发展时 ， 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 在阶级思想要得到实现 ， 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

”⑤

社会中 ， 统治者会通过变革或者改革的方式解决由此看出 ，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肯定了人民群众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 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

部分 ， 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 。的创造者 ， 而且是精神财富 的创造者 ， 并且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 经济体制改革对

其他领域的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引 导作用 。 全①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２卷 ， 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 ２年版 ， 第 ２

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 发挥页 ＝

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牵引作用 。 《决
② 革若干重烟翻决定 》 ’ 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１ ３ 年版 ，
第 ５ 页 。

定 》 强调 ，

“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２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 ９５ ７ 年版 ， 第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 坚持发２ ２ 页 。

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以 经济建设
④

ｇ
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１ 卷 ’ 人民 出臟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为中心 ，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 发挥经济体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１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制改革的牵 引 作用 ， 推动生产关系 与生产力 、３２０ 页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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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历史活动的不断深入 ， 群众队伍在不断地壮而这个结果又可 以看作
一

个作为整体的 、 不 自

大 。 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 ， 是觉地和不 自 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

……

历史前进的主要推动力量 。相反 ， 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 ， 因而是包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 ， 尊重人民群众主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

”① 对于这段经典论述我

体地位 ， 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 主动 回应群们可以分两个层次进行理解 ： 第
一

， 人是具有

众需求 ， 有效解决群众难题 ， 让广大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主体 ， 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 ，

共享改革成果 。 第
一

， 要尊重人 民群众的首创在社会历史活动中其行为具有主动性和 目的性 。

精神 ， 集中人 民群众的智慧来全面深化改革 ，
与此同时 ， 实践活动中人也受历史客观规律的

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力量源泉 。 改革开放三十制约 ， 人民群众主体活动不是随心所欲的 。 因

多年来 ， 很多理论和实践成果都是在人 民群众此 ， 社会历史发展是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

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极 历史客观规律性相互作用 中不断前进的 。 第二 ，

其复杂 、 具有难度的工作 ， 改革能否顺利推进 ，
社会是由众多人按不同 目 的 、 意愿和方向从事

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切实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
活动形成的合力 ， 但是这些不 同 的作用力又是

主动性和创造性 ， 激励人民群众为改革事业贡 怎样作用于合力 的呢？ 恩格斯认为 ， 合力作用

献 自身力 量 。 第二 ， 要尊重人民的意志 ，

一切 的发挥主要依赖于那些遵循经济运动发展规律 ，

以人民的意志为准 ， 党和 国家的一切工作的 出 而且顺应社会发展要求的
“

意志
”

。 这就把社会

发点都是为 了让人民满意 。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 历史的发展看成是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 、 个人

程中 ， 要努力发展生产力 ，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

意志与历史合力辩证发展有机结合的产物 ， 在

改革民主政治体制 ， 关注人民 民主生活 ；
大力 社会动力 因素 中

＾
仅有客观因素 ， 还包含主观

发展文化事业 ， 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 ；

因素 ’ 也就是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历史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 着力解决与人民群众密
能动性和

ｆ
观历史规律的辩证统一 。

切相关的社会问题 ； 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 ， 优化这表示 ， 社会历史虽然不是 由某个个人的

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 。 第三 ， 要尊重人 民的合
意志创造的 ， 但是实践中人的意志对社会历史

理利益诉求 ， 坚持让发展成果能够更多更公平 发展也起到
一

定作用 ， 顺应历史发展方向 的能

地惠及全体人民 。 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动是与 够推动社会发展 ；
逆背社会历史发展方向 的则

其 自身利錢不可分Ｗ ， 要紐人酣众麵

参与到改革过程中 ， 就必须保证人民群众合
我们应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中 国广大

利益诉求得到满足 ， 只有这样才能让广大人民
Ａ民群众的

“

意志
”

， 充分激发工人 、 农民 、 知

ｉｔ同参与改革 ｉｔ享改革成果
识分子和其他

一切劳动人民的积极性 、 主动性 ，

＾°

促使广大人民群众一致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四 、 发挥社会发展系统合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向 用力 ， 形成建设中

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性 、国特色社会主义合力 。

整体性 、 协调性恩格斯认为 ， 除了生产力 （经济因素 ） 是社

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外 ， 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
ｍ格斯在晚年提出 了推动历史发展的 种杠杆或直接动力 ，

历史发展不能仅仅归结为某
力论

”

， 他指出 ：

“

历ｉ題棚韻 ： ｓ賊 一种单
一

动力 的細 ， 而必须归结为多种动力形
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 中产生 細合力的结果 。 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 ， 腿大
出来的 ， 而其中每一个意志 ， 又是由 于许多特 篇幅阐述了上层建筑诸因素的能动作用 。 他指 出 ：

殊的生活条件 ， 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 。 这样

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 ， 有无数个力 的平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４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 ２ 年版 ， 第

四边形 ， 由此就产生出
一个合力 ， 即历史结果 ，６０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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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们 自 己创造 自 己的历史 ， 但他们是在既定展短板效应 。 《决定 》 指出 ， 改革从经济 、 政

的 、 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 ， 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治 、 文化 、 社会 、 生态 、 国 防和军队 、 党的建

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 ， 在这些现实关系 中 ， 经济设七方面着眼 ， 使改革从整体上向前推进 ； 改

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革是调整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各种不协调因素

的——多大影响 ， 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活动 ， 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我们要通过经济 、

的 ， 它构成
一

条贯穿始终的 、 唯一有助于理解的政治 、 文化 、 社会 、 生态协调发展 ， 协调好各

红线 。

”？ “

政治 、 法 、 哲学 、 宗教 、 文学 、 艺术层面 、 部门 、 地区的发展 ， 注重实现人与 自然 、

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 但是 ， 它们人与社会 、 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 。

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 。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动力观为我们揭示了

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立场 、 方法 ， 科学地表述 社会发展源动力 、 根本动力 、 主体动力和系统合

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力 ， 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

既辩证统一又双向活动的作用规律 。这也直接决定了改革必须是全面的 ， 不能单独在

社会是 由经济 、 政治 、 文化等多元因 素构
一

个领域中进行 ， 必须深入到经济 、 政治 、 文化 、

成的复杂有机体 ， 社会发展必然不能依据单
一

社会 、 生态 、 国防和军队 、 党的建设各方面 。

动力进行发展 。 改革是对社会发展动力 的优化

配置和合理调整 ， 社会发展动力 系统性要求我本文作者 ： 陈 树文是北京 交通大学人文与

们必须全面深化改革 ， 在紧抓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科学 学 院教授 、 博士 生导师 ；
侯菲

全面深化改革着力点 的同时 ， 进行政治 、 文化菲是北京交通大学人文与 社会科学学院

等领域的改革 ， 注重全面深化改革的 系统性 、２０ １４ 级博士研究生

整体性 、 协调性 。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宏大的责任编辑 ： 周勤 勤

社会系统工程 ， 必须坚持系统思维 ， 以 系统方


法谋划全局 ， 统筹安排
——

要在系统设计中坚

持改革的方向 和主线 ， 处理好点与面 、 局部与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４ 卷 ，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 ２ 年版 ， 第

总体 、 创新探索与顶层设计的关系 ；
经济 、 政

６４９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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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 文化是社会有机整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６４９页 。

部分 ， 任何
一

部分发展不均衡必然导致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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