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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理论及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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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体现。马克思

和恩格斯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对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进行了相关论述，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

理论。在当今世界，时代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以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理论为指导，结合当代现实情况

来建构一个适合当代中国语境的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是一个重要且艰巨的课题。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发展

的实践中，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公平正义理论应用于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发展实践，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

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正义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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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and Engels' Theory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its Sinicization

HONG Tao，LI Xu-feng
( School of Marxism，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anzhou 730050，China)

Abstract: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 and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CPC's original mission． Marx and Engels discussed the issue of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from the economic，political and social levels，and formed the theory of Marx and Engels'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today's world，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conditions of the times． It is an important and arduous task to construct
a Marxist theory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suitable for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text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 and
Engels' theory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ntemporary reality． In the practice of national develop-
ment，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pplies Marx and Engels' theory of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to the development prac-
tice of new China for more than 70 years，which promotes the equity and justice of Chinese society and enriches and devel-
ops Marx and Engels' theory of equity and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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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书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毕生诉求。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

本人没有对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进行过专门论述，但在他们的

经典著作中，对于公平正义问题的相关表述非常多，蕴含着

十分丰富的社会公平正义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

克思恩格斯社会公平正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丰富和

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公平正义理论。

一、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理论的内容

公平、正义是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一种社会氛围，它代

表了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社

会公平正义理论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对当时的

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问题进行了思考，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

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 生产力———社会公平正义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公平正义有极其

重要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他

们认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力和

经济的发展程度，不能抛开生产力发展水平追求所谓的社会

公平正义，必须要在经济发展的现有水平范围内谈实现社会



公平正义的途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对现存的社会秩序

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通过对公正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与人

类社会的生产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了经济层面的

社会公正观。马克思经济层面的社会公正观指明了生产力

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通过消灭私有制和剥削，

建立生产经济公有制，方能实现社会经济层面的公平正义。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对资本主

义社会生产中的不公正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 “劳动者生产

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1］

劳动者在生产实践活动中付出了劳动，却并没有得到所期望

的合理回报，劳动者由于没有生产资料，只能被迫出卖自身

的劳动进行社会生产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从这个现实角度

出发，马克思设想出未来社会实现生产公正的途径。第一，

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用足够的物质财富做基础来保障人民最

基本的生活，从而实现公平正义。第二，必须要变革生产关

系，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能够更好融

合，从而保障生产关系层面的社会公正。
( 二) 尊重人权———社会公平正义的政治基础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中所存在的不公正现象进

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公正学说是

虚伪的，不现实的。资产阶级口中的自由、民主，把广大的无

产阶级排除在外。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政治不公

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关于政治层面的公平正义观，不是让无

产阶级“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

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2］这种公平正义观主要包含

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财富公平分配的标准是劳动。马克思认为，资本

家凭借自己对资本的占有，对无产阶级进行无情的剥削，是

极大的政治不公。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按劳分

配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除了

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3］由此可见，劳

动才是衡量平等的唯一标尺。
其次，社会公平正义的主体是全体人民。马克思认为，

民主是指人民真正得到了参与政治的权力和机会，有了这个

前提，才有社会政治公正的可能。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

民主政治“是狭隘的、虚伪的民主，对剥削者而言是天堂，对

被剥削者来说是陷阱”。［4］马克思设想未来的民主制度将保

障人民参与政治、管理国家与的权利，政治特权现象消失。
最后，司法公正是人权公正的重要保证。为了推翻封建

社会，资本主义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但始终没

有真正付诸实践。马克思强调，人权保护不只要在立法上平

衡各个主体之间的权利，政府部门也要更加重视尊重和保障

人权。当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公正及时的司法保护，是

保护人权最重要的防线。因此，司法公正的程度关系着国家

政治公正的实现水平。
马克思关于国家政治层面的公平正义理论是我们重要

的精神财富。因此，我们必须用马克思政治公正思想来指导

国家公平正义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和法治建

设。

( 三) 服务社会———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要求

马克思主要从社会保证和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权方面对

社会层面的公平正义做了阐述:

首先，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

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只是资本家的生产机器，他

们从来不会在意工人的利益。但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资

产阶级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维护劳动者的某些权益来巩固

自身的统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这种虚伪的行为进行了批

判和讽刺。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贫

富差距更大。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成为了社会保障的目的。广大劳动人民

真正当家做主，社会公正也得到了更好的实现。
其次，教育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必备条件。马克思认为，

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

剥削，不仅表现在体力上对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劳动进行剥

削，在智力发展上资产阶级也没有放过工人阶级，他们对未

成年人进行压榨，使未成年人变成了生产剩余价值的一种机

器，未成年人智力发展被闲置起来，造成了荒废”。［5］马克思

指出了资本家的丑恶面目，他们为了扩大生产，雇佣大批童

工进行生产。马克思认为，儿童是社会进步的新生力量，必

须接受最基本的教育，才能更好的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实

现社会公平正义。在《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著作中，

马克思明确的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应向所有适龄儿童

都提供免费的公共教育，保证每个公民最基本的享有平等的

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公正是一个民族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

有利于提升这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文化素养，实现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平等的教育权利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表

现。

二、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理论的中国化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马克思恩

格斯公平正义理论为指导，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

原则，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正义理

论，进一步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力，对中国社会的

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一) 毛泽东对公平正义理论的发展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建立

了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

背景下，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理论进行了新的探

索和发展，形成了新的社会公平正义思想。
1． 社会公平正义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其重视。新中国成立伊

始，毛泽东就特别强调要把工作的中心转到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上来，提出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作用。只

有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才能够满足人民对物质产品的需

求，进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毛泽东在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

上提出三个途径:“一要靠物质技术，二要靠文化教育，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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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政治思想工作”。［6］在此之后，他还明确提出，生产力的发

展是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基础，是满足人民物质需求、改善人

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条件，要吸取大跃进的教训，发展经济时

必须考虑农业和工业的平衡。
2． 社会公平正义制度的完善发展

毛泽东在社会制度方面进行了新的构建。经济上，首先

采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来保障社会的公平

正义。其次，通过改革，实行按劳分配为原则的分配制度，建

立新的工资制度。最后，在经济组织中建立劳动者之间平等

关系的制度。政治上，第一，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对于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意义。第二，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保

障人民的合法权益。第三，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政党。文化上，确立了我国文化教育的性质是让广

大人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让所有的适龄孩子都能上得

起学。
3． 在弘扬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中促进公平正

义

资本主义文化中，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这种文化不利于

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极易形成自私自利的社会价值观。毛泽

东坚决反对这种资本主义文化，他“提倡社会主义精神”。认

为应该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机结合，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毛泽东在反对官僚主义时

强调要弘扬共产主义精神。通过改变官僚主义来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他认为，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要平等对待他人，践

行共产主义精神。
( 二) 邓小平对公平正义理论的发展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开启改

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地位进行了新的阐

释，确定了社会公平正义新的目标，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

务是要发展生产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

观。
1． 对社会公平正义地位的新阐释

邓小平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

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环节。“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

到共同富裕“，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涵。在 1992 年南

方讲话中，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不是少部分人富裕，大部分

人贫穷的社会，将社会公平正义放在极其高的高度，凸显了

社会公平正义的地位。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公平正义作了

很多论述，但没有对公平正义的地位进行特别阐释，邓小平

对社会公平正义地位的新阐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

恩格斯公平正义观。
2． 确定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将共产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定义为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

平将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具体化为”共同富裕“，并对共同富

裕进行了阐释。首先，共同富裕不等于平均主义，实行按劳

分配，并确保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在合理的范围内，从而更好

地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其次，共同富裕应该是劳动成果由全

体人民共享的。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广大人

民群众的”共同富裕“，要让全体人民都有好日子过。实践证

明，邓小平对于公平正义目标的新确定对于解决社会发展中

遇到的众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3． 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

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摆脱贫穷落

后的局面。有足够的物质财富做基础，社会公平正义才能真

正实现。邓小平的这一观点是在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生产

力理论的基础上，与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得到的。经过改革

开放的伟大实践，生产力迅猛发展，由此极大地提高了社会

公平正义的水平。
( 三) 江泽民对公平正义理论的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公

平正义的目标，并通过社会政策的调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1． 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是实现最广大人们的根本利益

实现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江泽民指出，凡是涉及到人民群众利

益的问题，都需要妥善处理。江泽民强烈批判一些党员干部

的官僚主义作风，强调要维护好人民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

和文化利益，让所有劳动人民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从而起

到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效果。
2． 通过调节社会政策促进公平正义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在政策

上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有些忽视，人民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

维护，使得出现了很多社会不公事件。面对贫富差距这种社

会不公的现象，江泽民强调，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障好社

会公平正义，并通过税收政策来防止贫富差距过大。首先，

调节过高收入。比如调节个人所得税，向高收入人群多收一

些税。其次，取缔非法收入。比如偷税漏税等行为要依法严

惩。最后，整顿不合理收入。一切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要

进行合理整顿。江泽民还通过调节社会政策来促进就业，进

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对于因地区差异造成的社会不公现

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将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为

调节东西部差距的重要举措。通过对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

源的政策性引导，加快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协调发展。
( 四) 胡锦涛对公平正义理论的发展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在继承马

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社会

公平正义思想的基础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地位进行了

创新性论述，第一次提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

质要求。
1． 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地位

胡锦涛同志十分重视公平正义的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

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重要思想。首先，他提出社会公平正义

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而以人为本就是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中国人民，这就需

要十分重视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从

而达到共同富裕。其次，胡锦涛同志首次将社会公平正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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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结合起来，提出了“社会公平正义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的观点。最后，强调社会公平

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包含着“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等内容，由此可

见，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大特征。
2． 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内容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党领导集体将社会公平正义

的主要内容确定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

平”。权利公平指的是公民享有权利不受阶层、种族、性别等

影响，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益。机会公平指的是每个人都可

以拥有政治参与、接受教育、劳动就业等机会。规则公平指

的是所有公民在社会参与中，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分配公

平是指既要让劳动者有适当的收入差距，又要防止收入差距

过大造成两极分化。
( 五) 习近平对公平正义理论的发展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五代领导集体，把社会公

平正义列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社

会公平正义既关系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也关系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1． 社会公平正义政策和理念的新发展

经济方面，为了缩小地域差距，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发

展战略，带动了沿线地区经济的发展; 为了缩小城乡差距，提

倡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了我国城镇化布局。政治方面，习

近平反复强调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要求用法律和制度来保

障政治层面的公平正义。生态方面，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创造性地将生态环境问题与经济建设理念

相融合，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的充分体现，也让马克思

主义生态思想理念深入人心。
2． 对公平正义观的丰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要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实行了一系列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举措，

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观进行了丰富和发展。首先，强调

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实现中国社会公平正义中的重要作

用。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实现中国社会的

公平正义，在党的百年历程中，共产党人始终践行初心与使

命，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拓进取，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奋

斗。其次，指明了当今中国公平正义问题是具体的、特殊的。

之所以说它具体、特殊，是因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具

有特殊的国情，当代的中国与之前的中国相比也具有特殊的

国情，我们要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现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再次，强调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保障

社会的公平正义，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为了让每个

孩子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习近平突出强调要改革教育体

制，为了解决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发展的不公平，习近平提

出要推动户籍改革，让乡村发展更有活力。最后，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实现中国社会公平正义，解决中国问题，不仅需要

加强制度建设，还必须要加强精神文明道德建设，二者相辅

相成，才能有好的成效。

三、结 语

社会公平正义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能否解决好社会

公平正义问题也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通

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公平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研究，让我们

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公平正义理论有更深入的理解，从而为

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提供指导，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公

平理论的研究是一个依然敞开着的领域，各位秉持着马克思

主义信仰、倾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可以在研精覃

思、不懈求索中同道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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