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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

位。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对不同历史时期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超越而形成的重

要理论，具体诠释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三个历史阶段中自

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真正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状态，构成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体系。通

过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内容的梳理，结合实际，在当代社会语境下它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重构中国公民社会共同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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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体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

地位，它对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具有重要导向作用。探究和考察马克思共

同体思想的时代背景以及学理渊源，深入分析马克

思共同体思想内容的生成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把握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精神实质，丰富和深化马

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并将其与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相

结合，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以及命运共

同体的实现提供理论参照。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历史生成

每一个历史时期思想理论的形成都不是空穴来

风，是依据一定的主客观条件，需要一定的时代背景

和理论来源做支撑，形成最终理论成果。马克思共

同体思想的形成亦是如此，它是对西方共同体思想

的探索和借鉴而形成的一种思想，有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它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及其价值诉求也是在特

定的历史背景下绽放出来的，需要特定的时代土壤，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

正的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

形成起来的。”［１］

１．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蕴含着丰厚的内容和理论，
它是马克思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

种独特思想，形成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西欧。当

时，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

工业大革命的洗礼，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推动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

位，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使得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迅速

进入到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社会化大生产使得阶级

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生产效率越来越高，生产过程

从单一的、孤立的个体转变为联系紧密的社会联合

体，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愈来愈集中，并通过社会成员

之间相互协作、相互配合，使得劳动产品成为他们共

同创造的成果，每个人的价值都能在社会生产中得

到实现。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机器工业代替了手工业，科技不断进步，生产方式不

断扩大，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

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导致一系列

社会问题的产生。如：工人失业，生活越来越贫困；
资本家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对劳动者进行剥削和

压榨，并无偿占有他们所创造的价值；企业为了追求

高额利润进行盲目生产，导致产品过剩、产品滞销；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工厂、企业、银行等

纷纷倒闭，使得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大萧条之中，
整个社会处于低迷状态，好像是得了一场大的瘟疫。
这种种社会灾难的产生，最大的受害者是处于底层

的劳动工人和无产者，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



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

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

个魔术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

鬼了。”［２］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确立的资

本主义制度作为政治经济共同体的形式之一，资产

阶级的思想家们对当时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所产

生的问题、矛盾，对这种形式的共同体的历史命运曾

做过探索。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以及资本

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影响，他们所做的努力只停留

在表面，而没有深究其根源，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

出现的问题还不能做出正确的回应。因此，如何正

确分析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及寻找解决问题

的科学正确的方法，就成为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迫

切需求。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他不断

反思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在对旧的共同体思想批

判的基础上，为资本主义时期劳动人民处于不平等、
不自由的生活方式寻找科学的道路和方法，马克思

共同体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产生的。

２．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对西方共同体思想的探究

和创新，主要来源于古代西欧政治哲学、近代西欧政

治哲学、空想社会主义视野下的共同体思想，在汲取

其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首先是古代西欧政治哲学中的共同体思想。共

同体思想的发展历史渊源流长，古代哲学家、政治家

对共同体思想的探索也是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

到古希腊文明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柏拉图、亚里士

多德、西塞罗，他们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共同体思想。
柏拉图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描述了理想城邦的共

同体思想。他指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分工是共同

体形成的基础，他把正义作为城邦共同体思想的出

发点和最终归宿，认为每个成员都应坚持正义，维护

正义，这样城邦共同体才能实现和谐，城邦中的成员

才能实现至善、至美的幸福生活。柏拉图的共同体

思想影响了其后的诸多思想家，“莫尔撰写《乌托邦》
时，不仅在文体形式上模仿了柏拉图的对话体，而且

在内容上 也 随 处 可 见 柏 拉 图《理 想 国》的 影 子。对

此，莫尔本人在不同场合也是坦陈不讳。”［３］“用莫尔

的挚友伊拉斯谟的话说，莫尔酷爱柏拉图关于公有

制的学说，并千方百计为之辩护。”［４］在亚里士 多 德

的共同体思想中，城邦共同体思想也占据主导地位，
具有重要 影 响。他 认 为：“所 有 城 邦 都 是 某 种 共 同

体，所 有 共 同 体 都 是 为 着 某 种 共 同 的 善 而 建 立

的。”［５］在他看来，城邦共同体的最高追求就是善，目

的就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以获取某种善果。而城

邦是一个整体，是由所有公民组成的共同体，人们不

能脱离城邦共同体而生活，必须在这个共同体之中，
正如 亚 里 士 多 德 指 出：“凡 隔 离 而 自 外 于 城 邦 的

人———或因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

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组合的人———他如

果不 是 一 只 野 兽，那 就 是 一 位 神 祗，而 唯 独 不 是

人。”［６］著名哲 学 家 西 塞 罗 也 使 用 了 共 同 体 这 一 概

念，他在阐明国家这一概念时指出：“国家乃人民之

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

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

集合体”［７］，是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生活而

形成的集合 体，最 终 目 的 是 创 造 一 个 正 义、善 德 的

社会。
其次是近代西欧政治哲学中的共同体思想，主

要代表人物有卢梭、康德、黑格尔。卢梭从社会契约

论的角度论述了他的共同体思想。他认为人人生而

是自由平等的，在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由能够得到充

分发展，但是人类不可能一直生存在自然状态之下，
必须要改变生活方式，才能继续生存。因此，卢梭主

张签订契约，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一个共同体，相互合

作，用他们的共同力量来捍卫每个人的人身和财产。
在这一共同体中，共同体的利益高于一切，这种契约

式的共同体思想深受马克思关注，并从中汲取了许

多进步思想。卢梭的共同体思想对康德共同体思想

的探索具有重要影响，他赞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
理性为基础，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共同体进行阐释，
他认为伦理道德和共同体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共同

体的形成离不开道德的指导作用，认为未来社会将

是国家联合体。黑格尔对共同体的理解也有其独到

之处，他认为伦理理念是国家共同体实现的来源，国
家是社会的联合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要以整体利益

为目的，以伦理理念为基础，指出国家这一伦理共同

体的本性就是普遍实体性与特殊个体性的统一。
最后是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时期，空想社

会主义理论蕴含的丰富的共同体思想，为马克思共

同体思想提供了直接理论来源，主要人物是圣西门、
傅立叶、欧文。圣西门自称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
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进行了深刻

批判，并在 此 基 础 上 提 出 了 对 未 来 共 同 体 的 设 想。
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向高级的递进过程，把人

类社会共同体划分为五个形态，其中实业制度是核

心，它可以使人类获得自由，给社会带来安宁。在他

看来，实业制度这种共同体形态会取代国家政治共

同体，显然，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构想。而傅立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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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的设想更进一步，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应
该将它的优点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深刻揭露资本

主义社会的弊端。他还提出了“和谐制度”这一理想

社会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人人平等，人们共同

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坚持平均主义，实现社会和谐，
目的是想取代资本主义，但是这种理想社会共同体

在当时的社会是无法实现的。欧文在对资本主义国

家批判的同时，提出了“合作社”联合体的美好构想，
他主张消除 私 有 制，以 公 有 制 为 基 础，坚 持 按 需 分

配，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没有阶级和压迫，人人都是

自由和平 等 的。欧 文 试 图 尽 最 大 努 力 实 现 这 一 构

想，但是由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欧文对未来社会的

美好构想也未能实现。不难发现，十九世纪空想社

会主义者都希望构建一种和谐共同体以实现社会和

谐和人的自由平等。虽然他们对未来共同体的设想

没有实现，但是他们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古代

共同体思想的深化和超越，为未来社会发展积累了

有价值的思想素材，也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形成

提供了启发。

　　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并没有对共同体进行总结，是特定历史

时期人们不同的生存、生活形态，主要是指前资本主

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这三个历

史时期形成的不同形态即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

及真正共同体的发展动态进行详细论述，分析和阐

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核心内容，有助于我们更好

地深入理解马克思共同体思想。

１．自然共同体

自然共同体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

形成的，它是人类的第一个社会形态，是人类共同劳

动形成的联合体。马克思认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

是指家庭或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

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８］自 然 共

同体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它是根据生存需要自然

形成的，表 现 为 部 落、种 群、群 居 动 物，是 历 史 的 必

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通过自身努力，付出实

践劳动和经过改造，逐渐发展成为人类劳动的产物。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要实现自然界的进步，就要脱离

那种原始的自然状态，人自然地以群的集体行动或

部落的共同劳动，形成共同体的联合力量以保证自

身的安全和生存需求。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人

们以自然形成的客观条件为基础，主要依靠狩猎、采
集或畜牧为生，由于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狭

隘的生产方式，人们对自然界的依赖性比较强，单个

的人要想生存，就必须依靠群体力量、共同劳动获取

自身需求，这一时期形成的共同体是人类依赖于自

然界而存在，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也是人类文明的起

点。自然共同体是一种强大的生产力而存在于人类

社会，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作为

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而出现是共同体本身；特殊的

生产条件（例如畜牧业、农业）发展起特殊的生产方

式和特殊的生产力，既包括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体

的生产力，也包括客体的生产力。”［９］可以说，在以自

然经济为基础的人类社会里，自然共同体既是一种

人类早期的存在方式，也是一种强大的生产力，它使

人类通过群体方式或共同劳动增强个体生存能力，
个体以共同体的形式存在，二者是一个统一体。在

自然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还衍生出其他不同的共同

体形态，如亚细亚式、古典古代式、日耳曼式等。在

亚细亚式和古典古代式的共同体形态中，个体与共

同体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个体仍然依赖于

共同体，从属于共同体之中；而在日耳曼式的共同体

形态中，个体成员逐渐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对共同

体的依赖性减弱，作为一个私人个体而独立存在，它
只是在集会或者为了共同利益的某种共同活动而存

在。虽然它们对当时的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作用，
但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

展，自然共同 体 逐 渐 弱 化，共 同 体 的 性 质 也 发 生 改

变，从而产生了新的共同体形态。

２．虚幻共同体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自
然形成的共同体已不能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逐渐走向解体，产生了新的共同体形式，即虚幻共同

体。虚幻共同体被认为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核心

内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中详细论

述揭示了它产生的缘由及其合理性。马克思认为，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虚幻共同体实质上是资本主义

国家这种共同体形式背后隐藏的共同利益关系，共

同利益的真实代表就是国家。但实际情况是国家所

反映的共同利益中还存在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

是潜伏在共同利益身后的，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

益，由此形成公共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对立。“正
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

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

相脱离 的 独 立 形 式，同 时 采 取 虚 幻 的 共 同 体 的 形

式。”［１０］５３６想要避 免 共 同 利 益 与 个 人 利 益 矛 盾 的 发

生，就必须借助代表共同利益的国家这种虚假形式

进行调节和约束，这种对立矛盾就是虚幻共同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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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直接缘由。虚幻共同体形成的根源则是生产力

和社会分工的发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

工的逐渐细化，致使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剥削与被剥

削、阶级之间产生对立的现象，导致个人利益和共同

利益的分裂，从而产生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随

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

利益与所有 相 互 交 往 的 个 人 的 共 同 利 益 之 间 的 矛

盾。”［１１］由此看来，虚幻共同体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和阶级之 间 的 剥 削 关 系 而 逐 渐 形 成 的。马 克 思 认

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始终存

在矛盾，当共同利益不能满足于个人利益时，它们就

会联合为一个集体反对这种虚幻的共同利益。但是

个人利益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得到实现，它不能脱

离共同体单独存在，因此个人要追求自由解放，追求

不同于自己的特殊利益，就要在这种虚幻的共同体

形式中才能实现。虚幻共同体不是从来就有的，它

也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消亡，从而被新的共

同体所替代。

３．真正共同体

马克思确信，共产主义社会终将会取代不公平、
不公正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终究会进入到理想的

共产主义社会，就如同在旧社会中形成的自然共同

体以及虚幻共同体都会被新创造的共同体所代替，
马克思称这种新创造出的共同体为真正共同体，它

阐释了在未来社会实践中，要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

展以及人类 的 解 放 作 为 最 终 实 现 目 标 并 付 诸 于 实

践。马克思指出，真正共同体的实质就是自由人联

合体，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人类共同创造的共同体。
在这个共同 体 中，每 个 人 都 是 自 由 的，具 有 独 立 性

的，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加入共同体，共同体为个

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条件，也推动了社会的自由发展。
真正的共同体建立和发展还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和

物质基础。首先，实现真正共同体的社会条件就是

要消灭私有制。私有制导致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

距扩大、阶级矛盾频发等现象，阻碍了真正共同体发

展的步伐。因此，必须要消灭私有制，消除社会不公

平现象，化解阶级矛盾，减少利益冲突，促进人与人、
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和谐。同时，共同体中的个人需

要参加社会劳动，通过按劳分配原则获取相应的报

酬，增加社会财富，实现个体在政治、社会中的平等，
也进一步 实 现 个 体 利 益 与 共 同 利 益 的 相 统 一。其

次，实现真正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就是发展社会生产

力。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方式

得到改变，共同体中的自由个人才会不断创造物质

条件，增加物质财富，从而不断满足人们的需求。换

言之，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和水平的高低对共同体的

发展变化起决定作用。在生产力迅速发展、物质条

件不断富裕的条件下，社会为人类发展带来了精神

和物质财富，人类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发展空间，
从而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总

之，真正共同 体 的 实 现，是 一 个 不 断 深 化 发 展 的 过

程，它是对旧的共同体的超越和创新，其最高目标就

是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促进人与人、人与

社会的自由和谐。

　　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

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１０］５０６马克思共同体思

想的最终诉求就是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公正、共享

的理想生活形态，它为人类未来社会建设和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具有重要

启示。

１．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价值导向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

重大的价值导向作用，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每

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生活幸福和发展

成果人人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环

节，也是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

的全面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目标就

是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的发展谋取福利，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与马克思共同体

思想的最 高 价 值 诉 求 是 一 脉 相 承 的。在 马 克 思 看

来，真正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没有阶级剥

削和压迫，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发展遵循公平正义

原则，追求公平、公正，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的和谐共进，以确保共同体的长久发展。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

目标，它是我国现阶段追求的目标，它需要激发和动

员社会力量，厚 植 发 展 优 势，确 保 发 展 成 果 人 人 共

享。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需要正确的理论指

导，而且也需要具体实践，需要在正确认识社会发展

规律的基础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具

体而言，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力，调整经济结

构，注重发展的平衡性和可持续性；在政治方面，要

完善政治制度，坚持依法治国，注重整体性；在文化

方面，要注重 精 神 文 明 建 设，努 力 弘 扬 优 秀 传 统 文

化，积极传播 正 能 量，加 强 各 地 区 的 文 化 交 流 与 融

合；在社会建设方面，完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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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注重社会公平性；在生

态方面，积极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绿色发

展理念，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当前我国经

济社会飞速发展与各种社会问题并存的境况下，要

充分发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指引作用，树立正确

的价值导向，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保证社

会的健康、有序、全面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形

成与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人类社会全面

发展提供了价值参考，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开辟了新前景，指明了发展方向。

２．对中国 公 民 社 会 共 同 体 重 新 建 构 有 重 要 的

借鉴意义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形成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发

展及重构公 民 社 会 共 同 体 具 有 重 要 的 理 论 引 导 作

用。在当代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状，
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发展还不完善，中国悠

久的历史使得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影响至今。而如

今在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客观理性的解决这

种传统的社会关系，如何正确处理现实社会中的各

种问题和矛盾，如何有效培养中国公民的公共意识

和团结协作精神，以建立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现代

社会，重构中国公民社会共同体，完善社会制度，是

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助推器。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现

阶段，重构中国公民社会共同体仍是一个亟待完善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利用先进科学技

术，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的不断进步，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
尊重和维护个人的权威，确保个体与共同体相互依

存、和谐统一，促使社会发展带动个人发展，从而实

现共同进步，为构建一个和谐的公民社会共同体奠

定基石。此外，积极推动社会与公民的良性互动，积
极发挥公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是中国社会共同体

重新建构的题中之义和必然环节，建设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创新社会关系，构建和谐共同体等一系列的

要求都来自于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借鉴和参考，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公民社会共同体重构的重

要“引路人”。

３．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命运共同体’‘利益共

同体’等概念，就是全球性共同体发展趋势的反映，
也是马克思共同体概念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在当代的

体现，”［１１］这里提到的多种共同体，其实是对马克思

共同体思想的一种时代解读，将其关注的视角切换

到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近年来，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愈来愈突显，网络信息技术的步伐也越来越快，国与

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越来越密切，这一系列的发

展动态促使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从经济、贸易、社会、
文化再到生态联接成为一个整体，互相合作，互惠互

利，使世界成为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统一体，助
推国与国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如今，全球化时代的不断发展既给人民带

来了福音，同时也带来了问题，如生态问题、部分地

区不稳定等。因此，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现时代

的问题相结合，进行全面考察，抓根本、找重点，通过

互商互谅、互学互鉴的原则，为解决当代问题提供新

的思维视角，树立国家共同体意识，从而实现各个国

家的共赢与多赢。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在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框架下，我们应该以马克思共同

体思想的最高价值诉求为基准，打破旧的思维模式，
勇于创新，运用新的思维视角正视全球性问题，抢抓

机遇，努力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避免陷入“修昔底

德陷阱”。强化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在

这一过程中，我们都应该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强弱、
贫富，都应该平等相待，既把自己发展好，也帮助其

他国家发展好。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１３］把

人民梦、中国梦、世界梦连接起来，共同打造和谐共

同体。

参考文献

［１］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第３卷［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６０：５４４．
［２］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第１卷［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１２：４０５．
［３］　蒲国良．莫尔乌托邦思想的文化和理论渊源［Ｊ］．江西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５）：２４－２８．
［４］　Ｐ．Ｓ．ＡＬＬＥＮ，ｅｔ　ａｌ．Ｏｐｕｓ　Ｅｐｉｓｔｏｌａｒｕｍ　Ｄｅｓ．Ｅｒａｓｍｉ　Ｒｏｔ－

ｅｒｏｄａｍｉ：４（１５１９－１５２１）［Ｍ］．Ｒｅｉｓｓｕｅ：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３．
［５］　苗力田．亚里 士 多 德 全 集：第３卷［Ｍ］．北 京：中 国 人 民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３．
［６］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７．
［７］　西塞 罗．论 共 和 国 ［Ｍ］．北 京：中 国 政 法 大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９７：３９．
［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７９：４７２．
［９］　马克思恩 格 斯 全 集：第３０卷［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９５：４８８．
［１０］马 克 思 恩 格 斯 文 集：第１卷［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９．
［１１］马克思 恩 格 斯 选 集：第１卷［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

　　　　　 （下转第３９页）

１１第３期 潘建瑞：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及当代启示 　



［１５］李 玄 煜．中 国 经 济 增 长 的 柯 布－道 格 拉 斯 函 数 实 证 分

析［Ｊ］．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５（１２）：８９－９１．
［１６］房汉国．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测度：１９５２年－２０１４年［Ｊ］．

现代管理科学，２０１６（６）：７９－８１．
［１７］胡春才，陈 晓 洁，俞 晓 安．安 徽 经 济 发 展 的 比 较 研 究

［Ｊ］．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０１（１０）：７０－７９．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ＬＵＯ　Ｎａ１，ＨＵＡＮＧ　Ｗｅｎｓｈａｎ２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ｅｎｔｉ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Ｈ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ａａｎｓｈａｎ，
Ａｎｈｕｉ　２４３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Ｍａｃａ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ｃａｕ　９９９０７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
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ｈｏ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ａｔａ　ｏｆ　１９９６－２０１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ｏ　ｓｅｔ　ｕ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ｃｕｓ　ｒｅｌｉｅｓ　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ｉｎｖｅｓｔ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ａｔｔａｃｈ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

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
（上接第１１页）

１９９５：８４．
［１２］李永杰，靳书君．马克 思 共 同 体 概 念 考 辨 与 时 代 化 解 读

［Ｊ］．湖 北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７（４）：６８

－７６．
［１３］习近平．中国发 展 新 起 点 全 球 增 长 新 蓝 图［Ｎ］．人 民 日

报，２０１６－０９－０４（０３）．

Ｍａｒｘ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ＰＡＮ　Ｊｉａｎｒｕ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ａｎｓｕ　７３００５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ｗｈｉｃｈ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ｒｘ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ｈｅｒ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ｓｐｅｃ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ｕｎｒｅ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ｓｔａｇｅｓ：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
ｃｉｅｔ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ｈｉｃｈ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ａｒｘ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Ｌｉｎ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Ｍａｒｘ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ｈａ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ａｌ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ａｊ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ａｒｘｉｓｍ；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ｌｌｕ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９３第３期 骆　娜，黄文姗：安徽省经济增长要素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