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3, 12(9), 1888-1893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9313   

文章引用: 魏依琳, 王贝.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共同富裕思想研究[J]. 哲学进展, 2023, 12(9): 1888-1893.  
DOI: 10.12677/acpp.2023.129313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共同富裕思想研究 

魏依琳，王  贝 

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3年8月14日；录用日期：2023年9月5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15日 

 
 

 
摘  要 

马克思的共同富裕观点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贯穿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剥削本质

的批判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构思中。《哥达纲领批判》是一部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经典著

作，较为系统地总结了达到共同富裕需完成的三个历史任务：发展生产力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完善

收入分配制度是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维护人民民主权利是共同富裕的政治保障。通过探究《哥达纲领

批判》中蕴含的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有助于加深对共同富裕理论源头的认识，坚定我国未来共同富裕

道路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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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s view of common prosperity is based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runs through the criticism of the essenc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and exploitation and the 
conception of a future communist ideal society. “The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is a classic 
work that embodies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t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three 
historical tasks that need to be completed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developing produ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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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s is the material prerequisite for common prosperity, improv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is the key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and safeguarding people’s democratic rights is the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common prosperity. By exploring the Marxist concept of common prosper-
ity contained in the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we can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urce 
of the theory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strengthen our belief in the future path of common pros-
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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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共同富裕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

则。1992 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目标，要

让“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 
尽管马克思在创作时没有确切使用“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但在构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

马克思诞生了丰富而深刻的共同富裕观点，其中《哥达纲领批判》(以下简称《批判》)为我们指明了共同

富裕的最终愿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

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 p. 365)本文基于马克

思所指明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主要阐述生产力、按劳分配和民主权利等要素在达到共同富裕进程

中的作用机制，重温《批判》中的共同富裕思想对深化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具

有重大启迪意义。 

2. 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 

2.1. 达到共同富裕要解决的根源问题是发展生产力 

关于拉萨尔提出的“公平分配劳动所得”观点，马克思作出严厉批判和纠正，阐明了要从生产力的

高度发展这一源头上实现分配的公平性。对于什么是“公平的”分配，马克思对资产者所谓的分配公平

提出质疑，并反问道：“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

系吗？”([1], p. 361)“公平分配”并不等同于法的平等权利概念这类的抽象原则，而是有详细的内涵且

要求建立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公平分配”能否实现则取决于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否充足。资本

主义社会生产力在资本家无止境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迅速提升，而作为社会产品的实际创造者即劳动

者的生产能力却在资本家长期剥削下受到制约。因此，只有在共产主义阶段从根源上消灭了资本主义生

产力恶性增长的状态，当工人阶级获得劳动解放和个人需求得到满足，才能够促使社会生产力形成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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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良性发展态势。 

2.2. 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充足 

从分配层面探寻共同富裕的方法是科学的，但马克思反对孤立片面地谈论分配问题，强调生产的物

质条件对于分配方式的根本决定作用。《批判》中围绕个人全面发展与生产力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细致

描述，“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

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

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1], p. 365)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物质生活的丰裕状况，也决定着社会

主义生产关系的真正确立，进而决定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满足状况和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

[2]可见，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需要通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物质资料的丰富，同时也需要合理

的分配制度保证物质资料分配的公平正义。 

3.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 

3.1. 公平分配的先决条件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马克思尖锐批驳了拉萨尔孤立片面的分配决定论，探讨了分配公平的重要前提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

人占有的经济制度。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深入考察了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内在联系，

得出了“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

产方式本身的性质”的结论。([1], p. 365)资本家阶级掌握生产的物质条件，劳动者除了以自身劳动力来

交换所需生活资料之外别无他物，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无产阶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即便到了分配领域，广大无产阶级

仍旧不能获得平等参与消费资料分配的资格。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是为维系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存在，是

致使社会各阶级成员以不平等的生产条件参与社会活动的根源。由此可见，导致贫富两级分化的根本原

因正是促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的资本主义制度私有制，要实现共同富裕首先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私

有制。 
在全体社会成员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下，人们通过公平的分配方式可以共同享有生产力高度发达所

带来的物质成果。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我国发展历程中通过全体人民辛勤劳动累积形成的社会财富，

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既是不断解放发展生产力、不断创造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雄厚物

质条件，也是彻底消除阶级剥削压迫与贫富差距悬殊、确保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实制度基础。[3] 

3.2. 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最为契合的分配形式是按劳分配 

马克思在《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分配形式展开了初步构想，将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所

付出劳动的多少作为社会消费资料分配的依据。“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

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1], p. 364)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思想，这种分配方式

是以商品交换的消灭为前提，以个人贡献的劳动量为社会分配的衡量尺度。“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

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1], p. 361)工人们只用领取与其所付出劳动相应的劳动凭证，

进行必要的扣除后再用这些劳动凭证换得相应的消费资料，总的来说人们对社会付出的部分恰好等同于

他从社会储存中所拿走的消费资料部分。 
马克思并不否认按劳分配残存了某些旧社会的痕迹，也明确了按劳分配原则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能

够充分彰显公平正义性的分配形式。“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

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1], p. 364)按劳分配所包含的平等权利实际上同样是一种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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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阶级权利，“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1], p. 364)这种不平等表现在：

“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

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1], p. 363)按劳分配虽然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平等，但

马克思强调的分配公平并非是指狭义上的道德概念，而是表明某种分配方式与某一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

经济结构最为契合时才能体现公平性，按劳分配则是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能够充分彰显公平和正义的分

配原则。 
按劳分配相较于按资分配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然而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来看，单一的

按劳分配只是一种暂时的具有过渡性质的分配方式。在马克思看来，按劳分配还不是最理想的分配形式，

生产力的现代化发展推动共产主义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引导分配形式的不断完善，到了物

质资料极为丰富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保障个人需要充分得到满足的按需分配才是最佳的分配形式。 

3.3. 分配制度的不断完善是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经过程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理论表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的进步所创造的一切成就，

都是为最终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马克思看来，“权利绝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

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1], p. 364)生产力的发达程度直接决定了社会成员享有

的权利范围，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更加丰裕充足的物质条件，实现了分配制度方面由形式公平到实质公平

的伟大转变。 
马克思的按需分配制度是从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到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升级，各尽所能是生

产力极为发达的背景下最佳的劳动状态。这里的“需要”不仅包括人类生存消费需要的满足，更包含伴

随人的本性发展而不断衍生出的新的需求，社会分配要紧紧围绕满足人们的自由个性、自我实现和全面

发展的需求展开。当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时，劳动对于每个人的意义发生根本转变，人们将根据自身

爱好选择具体的劳动形式，在劳动岗位上发挥个性才能从而创造物质财富并实现自我价值。 
共产主义社会由初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从按劳分配制度向按需分配制度的变革是一个趋向完善、

日益成熟的渐进过程。按需分配原则打破了按劳动要素分配的历史局限性，体现出马克思在维护无产阶

级经济利益方面对分配正义的不懈追求。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能最终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富裕。

[4]可知，实行按需分配意味着完成了实质意义上的分配公平，代表着共同富裕迈向了更高层次。 

4. 维护人民民主权利：共同富裕的政治保障 

4.1. 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是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马克思在《批判》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政治工具，是在政治制度上与人类

终极目标的高度一致。马克思揭露拉萨尔唯心主义国家观是为维护资本家政治权利，指出：“这一切美

妙的玩意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1], p. 374)
在资本家阶级掌握政权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上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同样失去了政治上的平等地位与个

人权利。拉萨尔机会主义寄希望于改良途径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杜绝工人阶级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

翻资本主义制度，这无疑是对无产者争取政权的迷惑和压制。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共产主

义的两个发展阶段虽然在内容和目标上有所差异，但都强调要保障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和政治领域中的

主体地位，全体人民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享有者同时也是政治民主权利的获得者。 

4.2. 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是全民平等地享有民主权利 

人的实践活动形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合力，作为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平等地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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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主权利。马克思认为：“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

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1], p. 362)“有折有扣”表面上是对劳动者创造的劳动成果

有所扣除，但最终会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回到劳动者个人的手中，这种有扣除的分配其目的在于稳定生

产秩序、保持循环生产，为国家管理、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实质上有利于保障劳动者在

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指明两大阶级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法消失，只有废除资本

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由全体劳动人民支配生产资料和平等参与劳动产品的分配，才

能最终达到社会生产是为了改善全体人民生活的目的。 

4.3. 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是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我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已经具备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基础，需要进一步完善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在

新时代，为适应我国的复杂国情并着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我国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

重要政治保障，切实维护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民主权利。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崭新的民主形式有完整的

制度程序和完整的参与实践，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

需求相契合，有利于人民群众积极行使当家作主权利，能够使人民参与到国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管理

事务当中，征询人民群众关于国家发展的建议，让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充分表达。 

5. 《批判》中共同富裕思想的当代启示 

5.1. 以科技革新驱动产业发展，用好人才资源破解技术难题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人才是攻关技术与研发难题的重要主力。实现共同富裕，必须

将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途径，推动我国经济实力大幅跃升要以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为依托，提升共

同富裕内在的技术含量，加大产业创新的力度、加强对科研人员的激励，为实现高质量的共同富裕解决

关键材料和核心部件研制难题提供充足资金支持。 

5.2. 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构建多次分配协同作用的制度安排 

强化公有制经济在改善民生方面的主导作用，促进分配制度的合理化和有序化，在高质量发展中推

进共同富裕。重视公有制成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国有资本和集体经济中的收益更多

地用于改善和保障民生。优化我国基本分配制度，构建多次分配的协作机制。初次分配注重提升劳动报

酬所占比例，确保劳动者的贡献与酬劳处于总体平衡状态。再分配环节加强对企业依法缴税纳税的监督，

加大对企业偷税漏税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方面的资金使用效率。第三次分配

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在道德、伦理、爱心的驱使下进行公益活动，政府应完善和加大对慈善事业的政策鼓

励与荣誉表彰，公益组织应加强对社会大众的慈善教育、提供透明化的爱心救助平台，高收入群体及有

意愿承担公共责任的普通民众应树立公益服务意识、自觉主动地将慈善爱心转化为实际行动。 

5.3. 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善迈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重要稳定器，在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经济有序运

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保障功能。在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都要遵循人民是历史的主体这一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应提高社会保障的人员覆盖率，

让社会成员更广泛地被纳入到社保体系当中，促进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化并合理提高社保待遇，满足青年、

老年等不同群体的各类社会保障需求，让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每个人都能全面地维护自身权益、都有机会

公平地享受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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