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的发展程度相适应�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国情。只有不断改革开放和进行现代
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的
自由平等人权才能不断得到充实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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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and Practice Marxismʾ s View of Freedom�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L uo Wendong　T an Y ang f ang　Ren Jie
Abstract： Marx and Engels adopted a kind of dialectical negative attitudes about the theory
of liberty�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in history∙ They created Marxismʾ s view of f reedom�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and provided us a scientific guide to carry ou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f reedom�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Marxism revealed the inter-
nal contradiction of form and class nature of the view of western bourgeoisʾ f reedom�equali-
ty and human rights�and clarified the narrowness�hypocrisy and inequality declared by
Bourgeois thinkers and politicians∙Freedom�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are not patent of the
capitalist world∙It is the essence and important task of socialism to effectively guarantee the
peopleʾ s f reedom�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ure and devel-
opment t rend�socialismʾ s f reedom�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have three obvious character-
istics：fairness�universality and truthfu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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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对立统一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秦正为

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聊城大学思政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廉政研究中心副教授秦正为在 《国家利益与社会利
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的中国政府改革创新》一文中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对立统一�但能够真正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由于社会主义社会
仍然是阶级社会�国家仍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别。并且�由于体制
和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肯定还会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真正实现了劳动
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占据社会绝大多数的广大人民群众�因而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从根本上又
是一致和统一的。即使存在矛盾和冲突�也会通过调整和改革得到解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社会�
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将更加突出。对此�恩格斯曾深刻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
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 正因如
此�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同于以往的任何阶级社会�能够真正实现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并且�随着社会
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统治职能将不断缩小�社会管理职能将不断扩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也将不断交融。由于
“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 因此�到了共
产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消失�国家利益也将最终融入到社会利益之中�最终消除掉自身的异化性。

（周勤勤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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