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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集中归结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外壳之指摘与批判，聚焦于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从而揭

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无产阶级的赤贫根源。与此同时，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对新时代中国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价值，作为一种理论资源嵌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全部过程。无

论是古典经济学家对贫困的经济学批判、所有权式的反贫困批判还是对反贫困的哲学反思性考察，都未

真正澄清现代社会贫困的生成机制和解决路径。只有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指认出现代贫困是由资本致贫

的事实，并构架起宏阔的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体系，为中国反贫困事业提供了全新视野与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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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s anti-poverty thought is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criticism and criticism of the shell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focusing on the criticism of private property, so as to reveal the root cause of the 
extreme poverty of the proletariat under the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At the same time, 
Marx’s anti-poverty thought is of great value to eliminate poverty,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As a theoretical resource, it is embedd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Neither classical economists’ economic criti-
cism of poverty, ownership type anti-poverty criticism nor philosophical reflective investig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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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poverty has really clarified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solution path of poverty in mod-
ern society. Only Marx’s anti-poverty thought points out the fact that modern poverty is caused by 
capital, and constructs a broad Marxist anti-poverty theoretical system, which provides a new vi-
sion and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China’s anti-poverty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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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溯源：贫困思想史演变的三重逻辑 

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夙愿，也是世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权利。早在马

克思之前，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就意识到“没有一个阶级像工人阶级那样因

社会财富的衰落而受深重的苦难”[1]，即对贫困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马克思在承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等有关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生成了完整的贫困理论和反贫困理论。 
(一) 反贫困的经济学研究逻辑 
对财富积累的现代性思考。包括重商主义、重农学派等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前史就已经提出了对社会

财富增长的反思课题。归结出“资本主义的生产积累意味着人民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财富与贫困呈

正相关，即社会财富的增长会缓解贫困痼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及资本主义生产积累是现代

世界致富的不二法门。资本生产的秘密在于借助雇佣劳动生产出新世界，创造丰厚的社会财富。劳动报

酬是解决贫困问题最直接的方法。资本会通过社会化生产，以分工为手段创造财富，以此使财富惠及最

下层人民，从而使社会“富国裕民”。在这种理论视野内，斯密承认了劳资关系具有合法性，从本质上

讲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调节贫困。 
关于把财富积累与国家、社会、人民相结合的整体性思考，西斯蒙第从经济运行的政治向度来探讨

社会财富积累机制，他指出现代发展是一种“发展焦虑”，其具体指向为“是为人还是为物”。他致力

于对财富积累的学理性分析，故“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2]。在此基础上，

大卫·李嘉图认为过度的救济会不利于贫困的治理。 
(二) 反贫困的法权式批判逻辑 
对不平等所有权关系的批判。卢梭认为，贫困问题可以归结为两类“不平等”。其一是自然的或生

理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其二是政治上或精神上的不平等，这将会带来剥削

性的贫困问题。在这两种不平等的压力下，社会的财富分化会更为明显，并出现一种带有否定性质的“社

会公约”。“你需要我，因为我富你穷。现在，让我们订这样一个协议：我允许你有为我干活的荣幸，

条件是你把你手中仅剩下的那一点儿东西也给我，以酬谢我为了奴役你而付出的辛劳。”[3]卢梭的所有

权式的贫困审视机理是从自然主义的“应然预设”对贫困加以批判，强调通过法律、道德、习俗等规范

私有财产对穷人的压迫，并未深入贫困问题本身，傅立叶、蒲鲁东回应了卢梭“文明进步与贫困生产的

协同演进”思想。前者认为“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4]，并处于“恶性循环”之中，

强调在平等的社会化向度上消除阶级差别。后者认为所有权就是盗贼，主张以小生产者的平均化与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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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产取代资本大工业生产，进而消灭特权，废除奴隶制，实现权利平等与法律至上[5]。但二者都没有

真正进入到贫困的生成领域，没有真正破解产生贫困的私有制秘密，仅仅停留在表象批判，只是在“国

民经济学的异化范围内扬弃国民经济学的异化”。 
(三) 反贫困的哲学性考察逻辑 
黑格尔对现代性贫困的哲学反思。“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

题”[6]的提出，标志着黑格尔真正开启对现代社会贫困的哲学性反思。他进一步指出从“贫民”到“贱

民”的转变，即贫困的市民不能“自食其力”且失去自尊、正义和正直的感情时，便沦落为“贱民”。 
在黑格尔的视野中，解决贫困问题被还原为解决“贱民”情绪问题，但“贫困本身并不使人沦落为

贱民，贱民只是决定于跟贫困相结合的情绪”[7]，由此“贱民问题”衍化成为哲学思辨的演进环节。在

此种意义下，只是完成了反贫困在精神环节的抽象工作。一方面，他着力探讨市民社会的贫困起点。他

认为贫困溯自社会关系，生成于市民社会由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重重之中。由此，黑格尔指出贫困

溯源于市民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特殊性的利己主义原则会导致动物式的本能膨胀，由

此带来特定群体的匮乏和贫困。另一方面，他提出了通过社会援助以解决贫困的路径。“社会竭力从贫

困和它的救济中去找出普遍物，并把它举办起来，使那种主观援助越来越成为没有必要。”[8]与此同时，

黑格尔认为解决贫困还需要同业内工会兼及海外殖民的有机补充。黑格尔假定贫困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失

序与偏见的结构性缺陷，并将这种缺憾纳入更高的绝对精神，即国家层面来加以破解。究其本质，这只

是将贫困本身纳入到观念运动，而非一种现实的批判行为，因此他也不可能真正化解贫困顽疾。 
毋庸置疑，这三种反贫困逻辑，提供了对于贫困的最初理性反思，他们关于贫困的理论观点成为了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体系的基础。但是无论是从财富生产理论的建构、对不平等所有权的批判抑或对贫困

的“贱民”哲学性反思都未建立在批判资本的高度上来认识贫困机理，故而不能实现反贫困。马克思关

于贫困的理论突破了经济和哲学分析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不仅从哲学与经济学双重维度阐述了无产阶级

贫困化的根源，还从社会解放维度提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解决路径，完成了对资本的扬弃。 

2. 机理审视：马克思视野中的贫困 

时代为理论之源，马克思以反贫困为批判内容，深度挖掘出反贫困与现代世界的内在关联，肃清了

附着在“反贫困”之上，将其误解为一种高度晦暗且鲜明的操作方式的有失偏颇的“幻影”。马克思科

学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衍生的原因与不断深化的历史趋势，系统论证了无产阶级贫困成因、表现形式及

解决路径，指出对资本加以批判才能完成反贫困的重任，他通过透析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洞察到贫困与

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联系，通过对资本内在原则的深入批判，最终完实现了对贫困的超越。 
(一) 贫困的缘起与表现形式 
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缘始于对国家行政的批判，逐渐转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指摘。《莱茵报》时期，

马克思就开始直面物质利益问题，将穷人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捍卫对象与研究立场。目睹处于被剥削地位

的农民悲惨境遇与普鲁士专制腐朽统治的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中从国家行政层面的腐败积极为农民辩护，如他提出了一种“利益悖论”：由于法律模糊了私人利益与

公共利益，使得枯枝、果实捡拾等传统习惯即成为一种“不明确的内容”，从而无法保障穷人的利益。

他指出：“代表特殊利益会消灭一切自然差别和精神差别，因为这样做会把特定的物质和特定的奴隶般

地屈从于物质的意识的不道德、不理智和无感情的抽象物抬上王位。”[9]在他看来，国家不能不对个人

的贫困负责。基于此，他开始探求贫困之根源，逐步形成了贫困以及反贫困的思想体系。他不仅在理论

上强调历史进步论的超越性，更注重历史进步过程中的反贫困实践的演进，以期实现所有人自由而全面

发展的未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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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察了贫困世界的三种矛盾样态。首先贫困具有“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两种表征形式。

绝对贫困意指工人除自身的劳动能力之外，再没有别的可支配物。相对贫困则是指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所

获得的社会总产品份额与资本家所占有的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其次，贫困还有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之分，

某种意义上可归结为显性贫困与隐性贫困，这是从贫困表现来谈。例如，马克思详细刻画了资本主义社

会早期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既体现在饮食营养不足、居住条件恶劣、衣服破旧等物质生活上，又体现

在精神萎靡和道德退化等精神文化方面。除此以外，从致贫可能而言还区分为静态贫困与动态贫困。 
(二) 贫困的成因 
马克思认为，贫困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掩盖下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在《1844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论证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和财产私人占有分析了贫困的缘起。“异化劳动把自主

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

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以致工人非现实

化到饿死的地步。[10]换言之，资本、地租和劳动相分离，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伴随而来的异化劳动是工

人阶级贫困之本源。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产生和私有财产的分析中看到贫困问题的本质，看到了“工人

的结局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11]的悲惨结局，他将其形象描述为“劳动

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12]。
剩余价值也是无产阶级贫困的重要原因，是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动力之源使然。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唯

一来源是源源不断获取剩余价值，而资本家“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

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13]。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

劳，因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贫富差距的经济根源还在于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即对

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 
进一步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制是致使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即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工业

革命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感叹道：“生产的不断变革、生产工具的不断革命化，将全球带入

一个持续变革的动荡时代，这是其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4]他从制度层面科学性分析资本主义

社会存在贫困问题的现象和本质，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贫困是制度性贫困。而要缓解贫困，则“是要

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新社会制度中，让劳动群众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进

行生产”[15]。 

(三) 贫困的破解路径 
对资本批判的最基本的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消灭贫困产生的根源，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

底消灭。资本家是生产资料和财富的所有者，资本越是积累，过剩工人形成的产业后备军数量就越庞大，

资本有机构成逐渐上升从而导致经常性失业人口增多，工人越是失业就越是贫困，这就是所谓资本在积

累的同时无产阶级的贫困也在积累。而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历史客观规律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否定机

制，即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从而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了两方面的可能性。其一，就物

质条件来说，在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社会化的大生产，为社会主义制度的

建立提供了物质基础。其二，在阶级力量上，产生了和锻造了坚强的无产阶级，因其处于被剥削地位而

最具有革命的彻底性，他们身肩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而生，又因其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而成为先

进生产力的代表，并在生产实践中培养了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正是资产阶级锻炼和培育了他的对立面，

即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炸毁了”“资

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6]。换言之，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才能从根本上防

止贫困问题不断在社会内部“再生产”。 
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最高价值追求是实现共同富裕，提出要对社会进行整体性改造，肃清了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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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反贫困的本质关联。马克思致力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机制的

批判，指出要对社会整体性建制加以改造，而非停留在慈善体系、社会救济等简单的社会修复。他认为，

全人类解放是人作为“类”的整体性解放，必须回到具体每个个体的解放，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

有让作为生产者的工人重新真正实现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让劳动者真正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才能开始充

分的、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开启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新纪元，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富裕，

即实现共产主义。只有“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7]，才能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由此观之，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资本主义框架内无产阶级的贫困是一种制度性贫困。换言之，

资本家利用经济杠杆、法律等制度依据为维护贫富分化的社会关系而无偿占有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

造成“工人越是努力地生产”，越是“持续不变的贫困”[18]的恶性循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不可

避免，唯有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筑建起具有制度优势的社会主义新制度才能真正铲除贫困产生的根

基，而这恰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 

3. 中国方案：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新时代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更迭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9]。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缩小城乡、区域性差距的贫困

治理语境中，面对“年年扶贫年年贫”等现实脱嵌并总结四种反贫困理论矩阵的实践经验后，更加重视

反贫困创新，提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时代方略，带领人民共赴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实现了“中国化”

反贫困理论的跃升。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贫困机理的不断追问构成了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了新时代中国

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思想渊薮。马克思反贫困思想在今天仍旧散发着真理性光辉，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带领人民进行反贫困斗争仍具有重大意义。第一，明确发展是摆脱贫困的第一要义。不同于马克思提出

的无产阶级贫困和资本主义贫困机理，社会主义制度下贫困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低下、发展不够充分与分

配不均。实现发展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基本内涵和总体指向，马克思认为对社会整体加以改造才能化解现

代性贫困[20]，指认生产力的发展将是促使“不平等的痼疾”从人类历史舞台上消失，进而通向共产主义

社会的必要路径。在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上，党带领人民切实更进发展战略与战术的拓新，不断思考如

何从“实现发展”、“实现高速发展”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症结所在。坚定不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下，坚持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同时增强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

和可持续性，注重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攀升。第二，建立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反

贫困话语因其涵盖内容广泛丰富而具有碎片化特征，经由实践、理论和历史的检验，会演变出完整的体

系化成果。以“七个坚持”为提纲挈领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我国长期反贫困实践形成的理论结晶，

也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体系的提出，从实践意义上讲，延展了世界人民消

弭贫困的思路和路径，深化了世界人民对于反贫困规律的认识，对世界上欠发达国家形成适合本国国情

之反贫困道路起到了镜鉴作用；从理论意义上讲，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

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三重特征[21]，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理论的成熟，是践行话语权

与领导权的双重象征，也是自信国之大者的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的高度统一。 

4. 结语 

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带有追求共同富裕的天然基因，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理论演变，正是对马克

思的反贫困思想的承继、深化及拓新，从根本上赓续了马克思关于全人类解放的精神内质。历史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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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科书，我们以整体和发展的眼光来考辩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旨在为未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反贫

困实践提供镜鉴，提示我们既要有正视贫困的勇气，也要有战胜贫困的策略和决心。面对新时代反贫困

难题，中国共产党作为答卷人，向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为世界人民减贫事业作出了贡献，提供了经验。“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22]在后脱贫时代，要坚持在马克思的反贫困思

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破解“三农问题”，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跳出

“贫困–反贫困–再贫困–再反贫困”的历史周期律，不断实现反贫困思想之守正创新，共赴共同富裕

新征程，为构筑系统完备、具有科学逻辑的反贫困思想体系而接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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