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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产方式、社会分工、交往形式的发展使历史成为了世界历史，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是世界性的，

世界市场、世界文明、世界城市等逐步形成。马克思处在近代欧洲社会大变革时代，各民族相对封闭自

守的生存状态日益成为过去的历史。康德、黑格尔等对时代问题的解答对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加之马克思在研究“两个必然”的动力推动下，世界历史理论随之产生，阐明了人类社会走向

世界历史是客观必然的进程，其发展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分工和交往的扩大。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价值旨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对当下重新审视全球化问题、把握当

代社会历史运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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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forms of communication 
has made history a world history.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all countries are worldwide. 
The world market, world civi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have gradually taken shape. Marx is in the 
era of great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Europe. The relatively closed and self-reliant existence of all 
ethnic groups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history. Kant, Hegel and others’ answers to the proble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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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mes have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Marx’s world history view. In addition, under the im-
petus of Marx’s study of “two inevitabilities”, the world history theory has been produced. It has 
clarified that human society is an objective and inevitable process towards world history, and its 
development impetus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s well as 
the expans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mmunication caused by it. The value of Marx’s world his-
tory theory aims at realizing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communism, which is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re-examine the issue of globalization, grasp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historical movement, and build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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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欧洲社会在资本的驱动下联系日益紧密，任何民族和国家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基础之上都融入了世界历史的领域，全世界逐步打破了相互隔绝的发展状态[1]。马克思通过对资

本主义时代世界历史的剖析与批判，建构了世界历史理论，这也是在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分析与设想中架

构起来的。世界历史运动是客观前进的过程，自地理大发现打破了地域隔阂，人类命运便开始休戚与共，

日益朝着“地球村”“世界共同体”等方向发展。全球化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现象，

既加速了世界历史迈向新阶段的步伐，又给世界历史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深入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

论的主要内容和科学内涵，科学回答全球化理论和实践问题，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生命力与当代意义

充分体现在对全球化理论和实践问题回答的结合点上，推动国际全球化趋势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2. 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依据 

2.1. 背景形成 

马克思探索世界历史的深刻动因。马克思一生的研究都是围绕全人类共同解放而展开的，世界历史

理论并不是就历史来谈论的，而是围绕“两个必然”来阐发的，这也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研究的内在动因

和目的，以世界历史的客观性论证“两个必然”的必然性。早期马克思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从民主

主义的立场和角度思考、批判当时封建专制制度，直到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发现了现实物质利益

的决定性作用和人的现实性，使马克思从自我意识转变为唯物主义、从自由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在“两

个转变”完成的同时也表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般看法。对共产主义目标的追求要求马

克思必须研究世界历史，而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又必须借助唯物史观的论证[2]，因此马克思着手通过哲学

视角研究世界历史以论证“两个必然”。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晚期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分别从西方资

本主义、东方社会主义来探索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这都是围绕“两个必然”展开的。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奠基。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起到了革命性作用，在资产阶

级的领导下，伴随着生产活动、社会交往、个人发展等不断生成和前进，世界历史的进程也在加速，但

对世界历史的理论研究并不局限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背景，维科历史哲学思想、康德世界历史理念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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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解释范式、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的历史理论体系等这些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研究成果都为马克思世

界历史理论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革命变革。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基于 16 世纪新航路开辟的契机，人类社会由

于交通的发展突破了地域限制，各民族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国相互交流，世界历史开始真正展露。16 世纪

尤其是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以来，不仅促进了经济工业化的发展，也拉进了各国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人类

社会历史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变革推动了世界观新范式的出现，因此当社会化大生产作为新的

变革出现时，不仅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也催发了马克思新的世界观的产生。 

2.2. 理论来源 

马克思对于历史学、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过程也是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过程，初期的《克罗茨纳赫

笔记》着重于历史学研究，通过研究世界各国历史发展情况，重点关注欧洲国家封建社会发展，揭示了

社会历史普遍存在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同时马克思在历史学的研究过程中也深化了对劳动、需求、国家、

市民社会等的认识，这些都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早期研究成果。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萌芽时期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的，在该著作中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发

展的揭幕者、主要动力和最终趋势做出了判断，以唯物史观为前提和方法论基础，阐述了世界历史是资

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发展趋势是共产主义，对整个世界历史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3]。 
《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正式形成的两部著作，论证了世界历史的逻辑

起点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把它推向了尽头，造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因此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实现共产主义，进而

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历史学笔记》发展完善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考察，肯定了战争对世界

历史中心转移的影响，从根本上挖掘了民族历史如何走向世界历史，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性，

这便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过程和理论来源。 

3. 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内涵 

3.1. 特征：客观必然性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并不是由意识所决定的，而是生产力发展结果的客观事实。纵观世界的发展

史，与资本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发展，也逐渐改变着世界历史原有状态。资

本主义自原始积累开始，经过世界市场殖民掠夺和国际剥削，最终面临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这一客观

过程也是世界历史产生的客观过程；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史上又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单独发展的民族

逐步走出国门进入世界去寻求自身发展的条件，从而加速了民族历史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步伐，这是双

向互动且客观前进的过程。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看，对资本的追求使资产阶级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和集聚。

资本的不断累积与扩张伴随着交通、科技、交往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世界各国扩大了交往范围，不仅局

限于经济的联系，也开始了政治、文化的交流，都以各自的特色融入到历史当中，逐步成为了世界历史

的其中之一。资本是世界历史生成与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各种资本形式的不断转化、过渡，既是资本客

观变化的过程，也是世界历史完善的过程，因而资本的客观发展带动了世界历史的客观形成。从世界发

展的趋势来看，当前国际第四次科技革命已崭露头角，生产方式走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化，为经济

全球化创造了物质基础。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不断深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脱离世界市场而

单独发展，全方位的国际化趋势为全球化提供了重要推力，全球化成为了客观现实和历史潮流。世界历

史从初步形成到不断发展扩大，都是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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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动力：生产方式的进步、社会交往和分工的发展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指出生产力的世界化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首要前提，物质生产实践是世界

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因和推动力量[4]，交通、科技、生产工具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新航路的开

通，海上交通运输迅速发展，带动了国际贸易的繁荣，也带来了市场的不断扩大，打破了各国之间的贸

易壁垒，使世界在经济上成为一个整体，为世界历史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初期发展的资本主义

国家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获得更高的地位，开始殖民统治与商业革命，地理大发现、世界市场、资本

主义、殖民扩张都是由资产阶级所主导的，是由资本力量推动的，说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世界历

史的产生，也将促使世界历史更大的扩展，这便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即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由

生产力动力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改变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一切固定不变的生产关系在资本

主义时代都被消除，创设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为人类历史性变革带

来了极大的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使国家之间摆脱了过去的封闭状态，加速了世界历史的

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分工日益精确、扩大，带来了交换和交往的发展，这一切都带动了商业贸

易的普遍繁荣，而各民族为了获得所需的物质，都卷入了世界性的普遍竞争。竞争一定程度上使得各国

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需求的扩大化和竞争的激烈化使得国家、民族不局限于有限的本国市场，

促进了海外世界市场的形成。因此世界性普遍联系的建立与发展，使民族、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更加紧

密，构成了世界生产的前提，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决定了交往的形式。各民族物质交往和精神交

往的范围逐步扩大、依赖日益紧密，交往方式和原则的改变不断推进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形成了全球

各行各业的分工，交往和分工助推着世界历史不断前进。 

3.3. 趋势：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世界历史是由资本主义开启和推动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快速发展的生产力，日

渐变成世界历史的阻碍者，因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指明了世界历史最终趋势是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

义和世界历史是内在联系的，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世界性的，其实现不可能是地域性的，而世界历史的形

成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内在矛盾必须要依靠共产主义的方式解

决，世界历史的发展既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统治，也产生了资本主义掘墓人，同时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性

决定了其必将代替资产阶级完成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使命，这也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提出

的根本动因，最终目标是为“两个必然”所服务的。 
世界历史既是人通过劳动、交往而诞生的过程，也是人自身得到不断发展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发展

带来了普遍交往，人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广泛，普遍交往扩大了人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使人突

破狭隘的地域性利用全部人类文明成果发展自己，在交往的过程中，人与人的依存关系也得到了相互补

充，当世界历史走向共产主义时，也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社会关系的普遍性、生产关系

的普遍性，摆脱对人和物的依赖，人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4. 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价值 

4.1. 个人价值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指向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旨在实现人的各方面全面进步。世界历史与人的全

面发展是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伴随着由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人的社会性、发展性也在不断地前进，

世界历史是由人推动的，也反过来促进了人的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指明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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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社会关系、自由个性等得到整体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发展即在发展过程中，不受社会和他人的干

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最终目标，也是世界历史

发展的目标。当代社会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个人价值即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

民各方面需求，促进人民全面进步和发展。 

4.2. 世界价值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全球化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使得世界成为

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各个国家都需要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找自己的发展机遇和挑

战，世界历史理论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和理论指引。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资本主义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失衡，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持其主导地位采取了逆全球化措施，这是违

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违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原则[5]。因此要充分利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引

导国家正确融入全球化进程，一球两制之下要吸收世界各国的优势发展独具各国特色的道路、理论、文

化。 

5. 结束语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科学地揭示这一过程的本质和规律是一切历史科学特别

是历史观的基本理论任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入手，同时关注东方社会主义发展，

从近代欧洲社会的变革当中找寻到当代全球化进步的因素，为我们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反对逆全球化

进程、创设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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