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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有机体思想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思想，它经历了多个时期的演进，最终由马克思对前人的各种社会有

机体思想进行提炼概括、总结创新，提出了科学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其重视“具体的人”而非“抽象”

人，肯定了实践具有的重要意义，并最终立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上，这是对社会有机体思想的重

大理论创新。这种社会有机体思想对于当代社会依然具有巨大的借鉴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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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organism thought is a long-standing thought, it has undergone many periods of evolution, 
and finally by Marx to the predecessors of the various social organism ideas to refine and sum-
marize, summarize and innovate, put forward the scientific social organism thought, its emphasis 
from the “real people”, adhere to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practice, emphasize the practicality 
of people, and finally settle on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is a maj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for social organism thought. This idea of social organism still has great ref-
erence value and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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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有机体思想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思想，它经历了多个时期的演进，最终由马克思对前人的各种社

会有机体思想进行提炼概括、总结创新，提出了科学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其重视“具体的人”而非“抽

象”人，肯定了实践具有的重要意义，并最终立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上，这是对社会有机体思想

的重大理论创新。 

2.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的内涵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指的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内部的要素不是绝对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

成就的。马克思认为，社会有机体内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有机体会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变化而不

断变化。与其他社会有机体理论最为根本的不同是，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更侧重于凸显诸多鲜为人

知的特点。其重视“具体的人”而非“抽象”人，肯定了实践具有的重要意义，并最终立足于人的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上。 

2.1.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源于实践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和其他各种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其实践性，马克思认为社会

有机体内部的所有关系都是实践的关系，社会有机体是从实践中产生最终又回归到实践中去的。物质生

产实践是社会有机体形成的基础，由物质生产实践所产生的所有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的总和就

构成了社会有机体。与天然形成的生物有机体不同，社会有机体诞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社会有机体

包含了人及其全部的社会关系，而且社会一切关系和领域的形成都依赖于实践，也只有实践能够推动社

会的发展。没有实践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实践的停止也就意味着社会的消亡。 
第一，劳动推动了类人猿变为社会性人类。人之所以能够从动物界的猿演化为人，就是因为人能够

主动进行劳动实践，并在物质生产的实践中建立起了社会关系。语言的诞生和劳动推动了猿人从纯粹的

动物界逐步演变为社会性人类，并催生了人的能动性和自主性等特质。没有劳动实践就没有社会性人类

的存在和发展，社会性人类的各种特质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实践造就了人。此外，在实践的过程中还

形成了各种社会关系，人在实践中不仅仅要和自然发生联系，还要和人产生联系，以此来进行合作或交

换，不与他人产生联系的生产活动是不存在的。马克思认为，对于物质生产方式的考察“不应当只从它

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

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

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
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在劳动实践中形成，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制约。 

第二，劳动实践推动社会有机体发展。社会有机体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运动的机体，但其运动不像生

命有机体那样是一种天然的自发的行为，社会有机体的运动本质上是人类的生产实践在推动。历史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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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自己创造的，社会有机体实质上是人类能动的劳动实践活动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展开。社会有

机体脱胎于实践，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之中，社会有机体中的各个元素相互作用，相

互联系，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矛盾推动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

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已经成为共识，但像纯粹的自然力这种脱离了劳动实践的生产力是没有意义的，生产

力在实质上就是从事生产实践的人，劳动资料是人器官的延展，发挥着生产功能。生产力在本质上表征

的就是人的实践能力[2]。在劳动实践中，社会有机体中的各个元素在不断发生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改变，推动社会有机体不断发展。 
综上，劳动实践催生了社会性的人以及推动了社会有机体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都集成于实践之中，都是以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社会有机体才能完成运动和发展，

进而展示出与天然的生命有机体不同的本质特征。 

2.2.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的结构 

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实践性，因此必须从实践的逻辑出发才能真正理解社会有机体的复

杂结构：人和自然是社会有机体两个组成基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社会有机体发挥功能的支撑骨架，

生产力是社会有机体存在和发展的功能表现。 
从实践的逻辑出发，社会有机体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人和自然。首先，恩格斯说过人有两

个“生产”，一是人自身的生产，一是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构成了社会，物质生产保证了社会能够

持续发展。其次，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一方面，人类诞生于自然界之中，没有自然的存在也

就没有人类存在，更没有社会的存在。另一方面人类进行物质生产必然与自然发生物质交换，人类通过

物质生产实践将自然纳入社会有机体之中并形成有机体的基本组成部分。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组成了社会有机体的“骨架”，有了这两者的支撑才能够保证社会有机体的稳

定和发展，才能发挥出社会有机体的功能。列宁说过：“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活得机体，不是各种社会要

素机械搭配起来的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

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3]。因此，只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二者形成的架构才能支撑社会要素有

序的结合。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这些

关系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

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社会有机体就是在这二者的支撑下，才能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形态，并发挥

出自身的功能和作用。 
社会有机体功能的一种体现是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能够帮助社会有机体维持自身的稳定和发展，

同时改造或适应环境。和劳动力是人体的功能一样，社会生产力是社会有机体的功能。根据对象的不同，

社会生产力分为物质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力。物质生产是指人类通过实践来改造自然以获取满足自身生存

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料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类实现了对于自然的控制和占有，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

和发展的基础，在物质生产过程之中所依赖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就是物质生产力。人的生产一方面表现为

“种的繁衍”，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于社会有机体产生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继承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表现出来的发展的繁荣的能力即是人类自身生产力，其具体表现为人类对自身的数量和质量优化控制的

方式和能力[4]。因此，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社会有机体的存在基础就是物质生产，人的自身的生产则是

社会有机体存在的前提，没有人自身的生产就没有社会有机体的存在，更没有物质生产的存在。 
马克思从“有机体机制”视域出发来研究社会，是对于研究社会发展的一项创举，他主张将社会作

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进行把握。自然界也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部分，自然界所供给的物质资料是社会机体

稳定运行的必要前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二者共同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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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发展历程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并不是突然之间产生的，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形成是建立在前人的思

想理论基础之上的，诸如对于古希腊时期的“机体”，“有机”等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对于德国古典哲

学时期的“有机学”，“有机体”的创造性超越；对于空想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规律”思想的深入性

研究；以及对于近代“社会进化论”的历史性延展。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社会发展历史

进行了全面，透彻的分析，洞悉了社会运行发展的规律，厘清了社会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结，共同发

展的关系，逐步形成了科学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因而，要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就不能单纯的

从词句出发去理解，要利用唯物史观来从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形成发展的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其思想演变

过程。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也是从萌芽阶段开始发展，并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完善而愈加丰满，

最终形成了成熟的，科学的社会有机体思想。 

3.1.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形成 

对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借鉴吸收了他的辩证法理论，并扬弃了其思辨的、唯心的、带有明

显妥协性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张从现实出发研究哲学，研究社会。在其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马

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开始萌发。 
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首次提出了“有机体”的概念，1842 年马克思在针对奥格斯堡《总

汇报》发表的《论普鲁士的等级委员会的组成》所写的文章《评奥格斯堡第 335 号和 336 号论普鲁士等

级委员会的文章》中提出，要把自然界中出现的各个要素的感性知觉逐步上升到对于自然界的有机生命

体的理性知觉。马克思认为在国家生活的有机体中，各个不同的领域之间是可以在更高的统一体之中是

相互联系且相互转化的，各个领域之间的差别只存在于官方的法律文件之中。他把各个领域之间的差别

界定为是一个统一体中的环节上的差别而不是部分的差别，并且各个领域是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之中，

协同推进国家有机体的发展。他得出结论“它们是统一体中的差别，不是具有差别的几个统一体”[5]。
马克思认为把人民机械的划分为抽象的，静止的部分，并使得这些无机的，被外力所强制规定的部分来

进行有机运动的想法，和把人民看作原生无机体来推动的想法一样是不合适的。他认为这两种想法都忽

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作为一个没有主观意识的组成部分来演绎国家生活的运行规律是不现实，不

科学的。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做出了批判并与其划清了界限。黑格尔认

为，市民社会是在国家产生之后的才产生的，是建立在国家的基础之上的。而原子化的个人是市民社会

活动的基础，每个人都以满足自身私利为目的，市民社会是个人利益关系的集中体现。而马克思对其思

想理论进行了超越，恢复了市民社会的基础性地位。与黑格尔相反，他认为国家政权脱胎于市民社会和

家庭，让市民社会得以运行的主体就是家庭。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在市场经济中的物质交

往关系，以及这种由这种交往关系所形成的交往领域，这种共同体是独立于国家权力体制之外的自治社

会。生产力发展到什么阶段，市民社会就发展到什么阶段，有什么样的市民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政权

及观念上层建筑。人类历史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发生矛盾运动的历史，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市民

社会越来越脱离了政治的锁链，并成为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一个有机体。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精准的、

规范的界定，为其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形成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于鲍威尔偏激的唯心思想进行了尖锐地批判。他论述了政治解放和

人的解放的不同机理，政治解放并非是人的解放的最终形式，而只是人的解放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而

已。“人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司法领域中去，这样人就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6]。政治解放

并未使得人得到真正的解放，人的发展和自由仍然受到了各种限制，马克思认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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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7]。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宗教只是统治人们的形式而已。要使人类获得

解放，关键在于改变宗教背后的所有制关系即私有制。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展现了唯物主义

和辩证法统一的方法论，探讨了市民社会在国家中的地位，为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内涵，

也标志着社会有机体思想破除了唯心主义的迷雾转而投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对于社会根源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的鲜明特点。在《1844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为切入点，从社会领域出发，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最终论述了

人、社会和自然三者之间产生联系的媒介是劳动，而劳动也是人生存发展的首要活动，世界历史就是人

通过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他认为社会有机体构成的两大要素是人和自然，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

矛盾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使人性得到复归，即实现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

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8]。 
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使得社会，自然和人之间和谐发展。对于三者的关系马克思也作出了探究，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就是自然界，因为自然界是人现实的生活要素。最

终马克思得出结论，共产主义的社会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的统一体，社会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

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9]。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开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来研究和阐明社会有机体思想，这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内涵。 
在《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逐步确立了实践的历史意义，强调了运用唯

物的，辩证的观点去认识世界；强调从各个时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入手去研究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运

行，抛开人的物质生产而去探讨社会历史就会陷入唯心，并逐步形成了“天才的世界观”唯物史观。马

克思主张从实践的角度去探寻社会的本原，将实践作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路径和方法，为唯物

史观打下了深厚的根基，也助推了社会有机体思想架构的完善。 

3.2.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的成熟 

科学的社会有机体思想离不开居于其核心地位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认识历史，剖析社会

的重要利器。唯物史观(它)破除了唯心主义在历史观上的统治，将唯心主义从最后的堡垒之中驱逐出来。

并从实践出发，去考察历史，以社会生活中真正的，实践的人为起点，揭示社会发展运行规律。在《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出发，论述了所有制关系的演进、人民群众的历史作

用和地位、国家的起源、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使得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内涵更加饱满。在论述所有

制关系的演进中，他在(对)市民社会的概念的基础(理解)上更进了一步，首次提出了社会结构的概念。马

克思认为自己的哲学并非是像德国哲学那样“从天国降到人间”，而是“从人间升到天堂”[10]。他驳斥

了唯心主义哲学提出的在社会中生活是由意识来决定的看法，认为事实恰恰与之相反，是生活决定意识。

因而要对于社会有机体有科学的认识，必须从物质生产的角度出发去探寻社会生活运动规律，把握社会

历史的发展脉络。《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对社会有机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社会有机体思

想也趋于成熟。 
马克思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有机体的相关概念是在《哲学的贫困》当中，虽然蒲鲁东在《贫困的哲

学》中已经提出了“社会机体”的概念，但他是从纯粹思辨的角度来阐释社会机体，因而完全无法理解

社会机体的内涵。他对于社会机体每一个范畴的考察，都只能靠其他的社会关系来解释，还把历史的发

展归结于经济范畴的推动[11]。马克思对蒲鲁东这种形而上学的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蒲鲁东用

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去构建意识形态体系，就是一种把社会有机体系各环节割裂开的行为。这种行为把一

个完整的社会有机体系割裂成了多个依次出现的单体社会，运用这种形而上的认识方法是永远无法说明

“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的”。马克思驳斥了蒲鲁东唯心主义的庸俗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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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存在于社会中的各种生产关系是构成社会的基础。同样，人与人之间交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基

础也是物质关系，社会不断发展运行的内驱力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历史的不断更迭的过程实质上就

是生产方式不断更替的过程，先进的生产力也终将会替代落后的生产力。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之中

对于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的庸俗辩证法进行了批驳，详尽地表述了社会有机体的辩证运动过程。至此，辩

证的、唯物的社会有机体思想真正面世，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走向成熟。 

4.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当代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一些诸如环境污染、两极分化、意识形

态等等问题接踵而至，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党把整个社会看作是一个由各个不同要

素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精神。以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

气概，从整体入手，统筹兼顾各个方面，综合规划各项要素，实事求是解决各种问题，无不体现出科学

的社会有机体思想。进入新时代，科学的社会有机体思想更是党的政策方针和执政施政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4.1. 社会有机体思想在新发展理念中发挥了导向作用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认为社会是一个由不同要素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每个要素之间并不是彼

此隔断，单独存在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差别不是部分与部分的差别，而是环节与环节之间的差别，他们

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依存。社会有机体同生命有机体一样，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自我调节，自

我更新的能力。要想保持社会有机体持续稳定地运转下去，就必须保证社会中的各个要素协调发展，全

面发展。协调发展不等于各个要素的同步发展，全面发展也不能等同于平均发展和同时发展。在一定的

历史时期下，政治因素，社会环境，文化导向等各种不同的因素导致了在整个社会有机体中的某个环节

需要更快，更强的发展。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需要加快发

展社会有机体中政治环节的速度，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改革开放时期，为了解放

和发展落后的生产力，便需要更快发展社会的经济环节，以便实现共同富裕。但是，某个环节的加速发

展一旦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适得其反。比如人类为了生存而产生的物质生活需要，决定了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如果为了满足人类不断扩大的物质生活需求，而盲目追求经济的发展，

以至于超出了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那么就是涸泽而渔。只会造成不可持续的，不稳定的发展，进而导

致社会有机体内部的各个结构的失衡，使得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它包括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组成要素。这五大要素并非是互相独立，彼此隔离的概念，而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共同

发展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新发展的有机整体。新发展理念强调整体性和系统性，主张以全面的，综

合的眼光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对于中国在正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出现的问题的有效应

对方式，它展示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党的思想中的指导性地位，同时也是科

学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新时代面临着新挑战，新挑战提出了新课题。马克思的社会

有机体思想对于新课题的回答有着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也是夯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党

也带领人民通过危机中觅机遇，危局中开新局的实践学习经验，并持续不断地更新和丰富社会有机体思

想的精神内核。 

4.2. 社会有机体思想为总体布局贡献了理论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在创新，不断在丰富的理论体系，对于国家建设的布局也是

在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从党的十二大的两手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到党的十三大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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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文化建设作为“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再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

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最后到十八大以后新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五位

一体”的总体布局，党对于国家建设的总体布局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对于发展的认识不再是以往的唯经

济发展论了，而是解放思想，革除这种片面的认识。从整体出发，找差距，提弱项，补短板，使得各个

要素协调共同发展，以稳定促协调，用协调谋发展。“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

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以整体的眼光去谋发展，搞建设，是破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质量发展难题的法

门所在。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认为社会各环节之间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有机协调的、共同促进、共同联

系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出现是对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在新时代的实践检验，也是对社会有机

体思想的实践创新。中国现阶段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摇唇鼓舌的发展早已漏出

弊端，资本的逐利性和对于增殖的无限渴求注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割裂的。经济的发展早已

超过了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也远远超过了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畸形，失衡的发展

面貌。政治问题、种族问题、贫富两级分化等问题层出不穷，并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顽疾，无法

根治。而中国在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指导下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兼顾社会各个领域，

综合治理社会的各种问题，突破了西方发达国家无法突破的发展枷锁，使得发展向着可持续，协调，环

保，稳定的方向前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出了党对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把握，对于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发展不

是为了发展而发展，是为了为人民谋幸福而发展。为了发展而破坏环境，纵容社会不良之风滋长，政治

混乱，将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这种本末倒置的景象，绝非党的发展目标。党的发展目标就是为全体

人民谋求可持续的幸福生活，谋求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协调共进，共同发展

的社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实践中检验了科学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 

4.3.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是能够像有机生命体一样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也是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重复诞生、发展、消亡的演化过程的。社会有机体内部的各个环节要素是互相联系

的，人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的基础。人的发展与社会整体的发展在客观上是统一的，人的发展

和社会的发展组成了共同体。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这种社会已经不再限于地域和民族，而是为人类解放路径指明了

方向。在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中，人是组成社会的基础，处于各种社会关系的共同体之中，因而，人类

共同体包含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人是处于一定共同体之中的人，同时也是组

成社会基础的人。人的发展必然推动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而社会有机体的发展也必然推动人类共同体的

发展。 
当今世界，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的一个巨大课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单边主义，强权政治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亟需建立新的

国际治理秩序和国家交往体系。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的认识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势在必行的。全球

化发展至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要处理各种全球化所带来危机，就必须使得全人类

团结一致，上下一心，求同存异，开展合作[12]。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了国界的隔阂，它将整个人类视为

一个有机整体。每一个个体都是不能从整个有机体中剔除出去的，每个个体的利益与整体的利益在客观

上是统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现今处于资本逻辑下的国际交往秩序，不搞零和博弈，相反它追求

的是多方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的思维方式从多个维度打破了资本的逻辑，迎合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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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发展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然成为当今世界主题的核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升华，也是人类通往“自由人联合体”道路上的指路明灯，

我们要承认世界是由多种多样的文明和共同体所构成的。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能

够独善其身，它们都是全球化的组成要素之一，因而现今的世界格局不应该是某些强国根据自身的利益，

不惜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来制定的。形成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而是要形成一种兼容并蓄，和合的

国家关系。随着世界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逐步意识到，世界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因而人人都有参与对

世界的保护的权利，人类共同体思想正反映了世界文明的这种新的需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的不同国

家，不同种族以及不同的社会都是呈现出普遍联系的态势的。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相互

依存的。若将视域作进一步提升，那么各个民族和国家就成为了世界有机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世

界有机体中的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必然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忽略其他国家的权利，搞单边

主义。世界有机体中的国家之间的有机联系，决定了单边主义只会损害绝大多数国家利益。只有走共商

共建共享的道路，将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作为谋求利益的前提，注重整个世界机体的有机联系，保证世

界有机体的良性发展才能体现出全人类共命运的本质属性。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运动的有机整体，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日

益密切，各国自身的社会有机体也不断的得到发展，两者之间是互主体性的。只有把握住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整体性，以全面的眼光对待世界发展，才能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

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探索全球化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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