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理论战线（FT&T） 2023年第2期 第2卷（总第8期）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需要理论
与新时代意义

黄玮杰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需要”既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也是哲学的重要问题。在《资本

论》及其手稿的语境下，一定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带动生产和消费部门的增加，推动作为生产者和消费

者的人的需要范围不断扩大，从而促使人的知觉和素质范围不断丰富化，让人在需要的生产和消费过

程中“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通向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发展过程受制于对抗性的

分配关系，广大人民因消费力较低而无法享用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需要，从而也不断引发经济危机

和社会矛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充分汲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锚定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不断提升

社会生产力水平、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以高质量发展推动需要的创造与满足，在推进人民共同

富裕的同时也推进人民共同文明、共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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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需要”既是政治经济学

的重要问题，也是哲学的重要问题。人的需要的

创造与满足既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也深刻影

响着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语

境下，一定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带动生产和消费部

门的增加，从而推动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的

需要范围不断扩大，从而促使人的知觉和素质范

围不断丰富化，让人在需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

“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①，通向全面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一定的物质生产不但创造出人类

财富，而且创造出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条件

下，这一发展过程受制于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广

大人民因消费力较低而无法享用不断被创造出

来的新的需要，从而也不断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

矛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

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在充分吸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锚定解放

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②的根本任务，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③，注重需求侧管理，

在不断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同时，提高人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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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以高质量的发展推动需要的

创造与满足，推进人民共同富裕，同时也推进人

民共同文明、共同全面发展。

一、需要的创造与满足：马克思视域下人

的全面发展过程的重要契机

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

践发展过程中，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切

的问题。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中，对

“认知主体”“意义主体”的阐发往往是其深入此

理论研究的切入点。由此出发，国外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试图从主体或主体间的角度，在象征、话

语等领域寻找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尽管

这一理论发展样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20 世纪

资本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状况，但其理论

范式和实践策略往往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偏离了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实际上，马克思通过对

人类主体解放及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的考察，充

分展现了他对人类主体发展命运的终极关怀和

科学判断。然而，马克思对人类主体的关注却并

未简单地导向对主体认知和主体意义的研究。

相反，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线索出发，

根据历史性的客观视角，将人视为社会的人，视

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从而探索由物质生产方式的

历史变迁所驱动的，人在特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

所发生的属性变化，进而指认人的全面发展的历

史发展必然性。对此，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下，马

克思的理论聚焦点之一落在了物质生产方式与

人之间的主客体关系的一个交点上——需要。

在马克思视域下，人的需要是社会主客体关

系的一个重要交点：一方面，需要是人的主观属

性；另一方面，需要又是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产

物以及满足对象。以此为契机，马克思从物质生

产出发，抓住了比一般西方哲学所强调的“认知

主体”和“意义主体”更为基本的主体向度：作为

自身需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需要主体”。换

言之，在马克思视野中，人既是自身需要的生产

者、创造者，也是自身需要的消费者、满足者。在

此，马克思并未将人的全面发展的希望完全寄托

在精神文化的意义领域，而是在物质生产和消费

领域将人的全面发展同人的需要的创造与满足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而从历史发展的维度科学

地阐明了伴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过程而不断构

建的人的成长过程。在此，需要恰恰是一个历史

范畴。

事实上，自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后，需要

问题就成为马克思介入主体问题讨论的重要契

机①。伴随着唯物史观的形成，马克思进一步在

历史的原初关系维度上强调了满足生活需要的

物质生产和新需要的生产②。在此基础上，在写

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角

度具体而科学地叙述了这一过程。在《资本论》

的第一手稿即《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

克思首先在讨论生产问题的过程中，引出了社会

主客体关系的关键交点：需要。在此语境下，马

克思从历史视角勾画了从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

（再）生产到人的需要及其（再）生产，再到社会主

体的（再）生产的关系链。在分析生产和消费的

关系过程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消费对于对象

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

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

——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③。生产通过创

造出生产对象而引起主体对于生产对象的需要。

生产体系的扩大带来了人的需要范围的扩大，后

者又带来了人的知觉和素质范围的扩大，从而在

需要的生产和消费环节“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

性”，这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基础。在此维度

上，生产、需要和人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可以进行

两方面概括。一方面，生产通过引起需要而塑造

消费主体的知觉。在此维度上，“生产通过它起

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

需要”④，而人的需要范围的不断扩大则促使作为

消费者的主体的知觉范围不断扩大。另一方面，

消费通过引起需要而培养出生产者的素质。在

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批判主体生活的异化状态时指出：“一方面出现的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
的资料的精致化，却在另一方面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53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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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维度上，消费“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

的的需要”①，而追求的提高则拉动了作为生产者

的主体的素质提升。

总体而言，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发展

过程中，一方面客观条件改变着；另一方面，“生

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

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

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②。不同

于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从认知、文化和意识

形态等维度叙述主体的生产，马克思在唯物史观

的框架下，从物质生产过程的角度阐述作为生产

者和消费者的人的成长过程。在此维度下，马克

思并未陷入二元间的庸俗决定论，而是以需要作

为节点，阐明了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所带动人的需

要范围的扩大，后者是人的知觉体系、素质体系

发展的客观基础。换言之，在主体问题上，马克

思并未将人的全面发展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人的

观念和觉悟的提升。相反，马克思将一定物质生

产的发展所驱动的人（既是社会生产者，也是消

费者）的需要范围的扩大提升，视为人的素质和

属性提高的基本底线。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全面

发展离不开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全面发展，人的需

要的创造与满足促进着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对

主体问题的探究路径恰恰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科

学性和现实性，它将人理解为社会历史关系中的

生产者和消费者，强调人的属性全面发展趋势背

后的客观历史条件。

二、追逐价值增殖：推动需要的创造与满

足的资本主义形式

在需要问题上，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

中，将人理解为自身需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既

在一般意义上揭示了人的需要的发展对于人的

全面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又具体研究了在特定历

史阶段，即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它的发展所

呈现出的具体样态和规律。总体而言，资本主义

社会总是以包含内在对抗性关系的方式推动需

要的创造与满足，但这种解决方式并不能掩盖资

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具体来说，在《资本论》

及其手稿的语境下，马克思既通过历史分析揭示

了资本在推动生产和需要的扩大过程中所带来

的“重要的文明因素”③，又指认了在此过程中社

会与人所陷入的对抗性状态。二者共同为新社

会历史形态的形成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必要

的历史条件。基于这一历史发展视角，马克思一

方面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对现代人生存状

态的片面歌颂；另一方面又不同于一些当代国外

马克思主义学者，后者往往简单地站在某个道德

制高点上批判资本为主体所建构的虚假需要④。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分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揭示

了特定社会形态下生产、需要和人的发展之间的

辩证关系，从而科学指认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

必然性。具体而言，马克思从四个层次透析这一

发展过程。

第一，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趋势推动新生产

部门的不断增加，从而促使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

的人的需要范围不断扩大。其中，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两个主要趋势起着重要作用。一是由于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总是遭遇自然和社会的界

限，资本必然趋向于把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

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结合起来。资本在生产相对

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必然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

为维系生产与消费的平衡，资本一方面致力于扩

大既有需要满足上的消费量，另一方面则力图创

造新的需要、新的消费领域，从而创造出新的使

用价值和社会财富。在后一种情况下，为吸收伴

随生产力提高而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资本总

是不断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

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⑤，结

果是形成了人的日益丰富的需要。二是由于资

本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必然引起平均利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47页。
④从法兰克福学派到鲍德里亚，“虚假需要”范畴一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批判消费社会过程中的重要支点。然

而，他们的分析往往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强调消费社会中需要的虚假性与被建构性。这背离了马克思从社会历史视角出发分
析需要的历史变迁的路径。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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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下降，资本总是通过建立需要更多直接劳动

的新生产部门，不断缓解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在

这一过程中，资本不断扩大生产部门和使用价值

的范畴，从而“使生产具有包罗万象的形式和丰

富多彩的内容，使自然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受生产

的支配”①。

第二，资本主义在特定历史阶段在客观上推

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需要的提质增量；因

此，资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

“历史合理性”。为了追逐价值增殖，资本驱使生

产不断超出人的自然需要的界限。马克思指出，

“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

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

然的需要。”②于是，资本在客观效应上为人的需

要的不断丰富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在客观上为个

性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提供了更全面的生产体系

和消费体系③。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和劳动关系

的这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

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④。

第三，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在客观上培养社

会的人的一切需要和属性。在追逐剩余价值的

过程中，资本通过创造出剩余劳动在构建起了普

遍的产业的基础上，也构建起了一个满足人的需

要的体系、“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

的体系”⑤，从而培养了主体的一切需要和属性。

最终，社会的人逐渐成为：（1）具有尽可能广泛需

要的人；（2）具有尽可能丰富属性的人；（3）尽可

能完整和全面的社会产品⑥。在马克思看来，这

恰恰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⑦的前提条件。

第四，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通过扩

大人的交往需要而培养着全面发展的人的属性。

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世界市场不断

扩大，交往不断普遍化。这为个人的全面联系和

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个人的个

性和全面性的发展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

的生产为前提的。后者不断扩大人的交往需要，

从而“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

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

遍性和全面性”⑧。因此，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

的产物。

由此可见，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因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在推动生产力

发展和财富创造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社会的人的

需要范围，进而培养出社会的人日益广泛的知

觉、素质和属性。在积极的意义上，资本在特定

历史阶段以人的需要的构建为中介，为社会的人

的属性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然而，马克思并非资本主义的歌颂者，而是

批判者。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清

晰地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需要的创造

与满足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恰恰建立于社会对

抗性矛盾的基础之上⑨。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

一方面带来了不同阶级主体之间财富占有量的

不均衡，另一方面也由此带来了不同阶级主体之

间需要满足上的不均衡。换言之，尽管资本主义

在客观上创造了庞大的物质财富，为人的多元化

需要的满足提供了物质基础，为人的属性的培养

创造了物质条件，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日益丰

富的需要的满足范围仅仅能惠及少数资本家和

食利者。更重要的是，需要作为一个经济范畴，

与社会的分配方式、收入水平以及与之相伴随的

消费力息息相关。后者受制于生产方式和经济

结构。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需要的满足

往往是以商品消费的形式进行的。按照马克思

的科学分析，资本积累过程所形成的对抗性的分

配关系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消费力不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

指出：“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

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

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8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8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4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89-39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8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8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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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

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①

于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大多数人

无法全面享受、消费资本所驱动的日益丰富的物

质财富，需要不断扩大却无法得到满足；另一方

面，由此而来的社会消费力不足和生产力过剩，

必将导致资本体系本身的崩溃，即“生产力越发

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②。

这种对抗性的状态终将在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

被扬弃，资本所推动的财富生产和需要范围的扩

大，终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超出资本形式的界

限。在此界限上：

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

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

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

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

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

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

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

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

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③

也就是说，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其

社会关系将容纳不下既有的生产力，后者将冲破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为新生产关系的形成

创造条件。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发挥完

历史积极作用后，终因其内在矛盾的发展而走向

终点。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建设必须

按照新的发展逻辑，在创造和丰富人的需要的同

时，克服资本主义条件下需要的创造与满足形式

的狭隘基础，改革社会生产与消费环节，让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扩大和满足，从而在生产

和消费环节自觉“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

这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使命。

三、改革供给侧、管理需求侧：推动需要的

创造与满足的新时代方案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

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超越，这在推动需要的创造

与满足的方式上亦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兼顾供给侧和需

求侧，调整经济结构，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这恰恰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中的需要理论的创新性理解与实践，它充分将需

要的范畴理解为历史和经济的范畴，进而在社会

经济结构层面切实解决既有形式中需要的创造

与满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区别于西方现代经济学。后者往往将需要作为

主体范畴和自然范畴，进而试图在主观效用上理

解需要的问题，由此也引发了以此为指导的西方

国家的一系列失败性经济实践。相反，马克思从

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出发，一方面关注由生产供

给侧的发展所带动的需要的创造，另一方面则关

注由消费需求侧的发展所带动的需要的满足。

后者受制于特定的经济基础与经济结构。

在第一个方面，马克思指认了需要的满足以

物质生产所推动的使用价值体系即财富体系的

扩大为前提。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人的全面

发展建基于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的需要满

足范围的不断扩大，因为后者在客观上培养着人

的知觉、素质乃至一切属性。在这个意义上，物

质生产不但创造着物质财富，而且在扩大需要范

围的过程中“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进而也

创造着文明。对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需要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吸收既有社会的优秀成果，

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

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服

务人的全面发展。

在第二个方面，马克思深刻意识到，作为一

个社会经济问题，需要的满足问题涉及人的消费

力问题。马克思指出 ,“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

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

个人才能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④然而，在资本

主义条件下，人的消费力受制于对抗性的分配关

系，致使日益丰富的人的需要范围未能惠及广大

人民，从而不断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对此，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

领，深入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领域，统筹兼

顾供给侧和需求侧，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消费力的

①《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页。
②《资本论》第3卷，第27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8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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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在对待消费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的优势。由于现代经

济在结构上具有其内在矛盾，产能过剩往往是社

会现代化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对此，资本主

义社会往往通过意识形态的运作，将产能过剩归

因于需要不足或消费不足，将消费不足又归因于

消费欲望不足。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就将消费主

义意识形态作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方案，从而

构建出“景观社会”“消费社会”“符号社会”等形

态，通过广告等现代媒介工具将文化全面纳入经

济领域。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恰恰

掩盖了现代社会的根本性问题：消费不足在归根

结底意义上并不是因为欲望不足，而是因为社会

生产、个人收入以及社会保障的结构性问题。对

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抓住了问

题的根本，着眼社会生产、个人收入和社会保障

领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这在经济建设实践中表现为两

个重点。

第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马克

思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对人的需要的创造与满足

而言，物质生产的供给侧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新

的发展阶段，应对新的经济问题，我国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指出，“从政治经济

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

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

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

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①在学理上，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方案正是马克思生产理论中国化成果，在

实践上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境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仅影响着当下的供给体

系，而且塑造着未来的供给体系。这在主体效应

上，起到了积极推动人的需要的创造与满足的升

级，培养着人的更高属性。这一点恰恰从两方面

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方面，区别于资本主义调配资源的短视

性，我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注重的，

不仅是现有资源的配置，而且是未来资源范畴的

构建。前者可以交付市场决定，后者更需要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三去一降一补”）的基础上，以创新驱动为引

领，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

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

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进而从供给侧发力，优化

供给结构，促使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的需要

全面升级，“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需要范

围的扩大，是资本追逐价值增殖过程的附生品。

这一过程既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也具有对抗性，

它致使人们“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

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

贫穷的条件。”②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以人民为中心，自觉推动供给侧的高质量发

展，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提升供给体系的

品质，进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

进人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全面发展。这无疑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高于资本主义之处。

第二，注重需求侧管理。马克思认为，在一

定社会形式下，人的需要的满足既依赖于生产，

也依赖于消费，后者又反作用于生产，因为“消费

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

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

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

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③于

是，人们需要的满足涉及人的消费和消费力问

题，后者受制于社会的分配关系等社会经济结构

性特质。消费和消费力属于需求侧问题。对此，

习近平在谈到经济建设时，既强调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也注重需求侧管理④。当前，需求侧管理的

重要一点是扩大消费；不过，扩大消费的路径不

等于消费主义路线。这一点恰恰继承和延伸了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消费理论。事实上，消费问

题所涉及的远不止是消费欲望和文化的问题，而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4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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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结构的问题，因而“不是搞刺激政策和需

求扩张”①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科学地将消费环节放置在

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整体之中，并充分兼顾

社会保障领域，从而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形成需求牵引

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②，从而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此逻辑下，

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

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

同富裕。简言之，解决消费问题的关键实际上是

解决“有钱可消费”和“有钱敢消费”两个维度的

问题，进而让全体人民具有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

消费能力。在前一个维度上，重点在于培育新产

业、新业态，提高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扩大人民投

资渠道，从而切实提高人民收入，让人民“有钱可

消费”；在后一个维度上，重点在于完善社会保障

制度，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合理增加公共服

务支出，解决人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让人民“有钱

敢消费”。

在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上是

以更自觉、更务实、更以人民为中心的形式提升

供给侧，管理需求侧，完善供给体系，提高人民收

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让社会财富的效能惠及全体

人民，不断自觉扩大提升人的需要范围，进而在

需要的物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培养社会的人的

一切属性”，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同时也推进共同

文明。

四、结论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特定社会关系

下的物质生产推动着人的需要范围的扩大提升，

从而“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在资本主义

条件下，这个过程表现为，资本以价值增殖为驱

动，不断扩大生产领域，进而间接扩大了需要的

创造与满足范围，为主体属性的培养奠定物质基

础；然而它却是以对抗性的形式进行的，从而使

得社会较低的消费力无法承载人的日益增长的

需要。其结果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不均，另一方

面则是由此而来的主体素质提升空间的不均，此

结果必然激化社会内在矛盾。与之相对应，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人民为中心，自觉推动供给

和需求两侧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以创新驱动为

引领，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

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从而提升供给体系

的质量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兼顾

效率与公平，扩大收入渠道、调整收入分配、提高

社会保障，确保不断提质增量的供给体系能够惠

及全体人民，自觉扩大提升人的需要范围，在需

要的生产和消费环节“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

性”。

在哲学维度，区别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认知主体、意义主体的强调，马克思更深刻

地深入物质生产过程，科学揭示了需要与主体之

间的关系：主体既是需要的生产者、创造者，也是

需要的消费者、满足者。一方面，“生产通过它起

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

需要”③，从而塑造出消费者的属性；另一方面，

“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

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④。因此，培养人的

更高属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能仅仅将目光

停留于平面化的认知、文化和话语层面，尽管这

些层面也具有一定价值。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

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中，

物质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推动着人的需要

的创造与满足不断提升，进而在生产和消费过程

中“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使得人在生产和

消费过程中不断全面发展。在此，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理念恰恰具有高于其

他社会形式的品质。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进一

步自觉将供给体系的提升和人民收入水平、消费

能力的提高，作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的有效路径，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在发展财富

体系和扩大需要范围的同时，确保二者的效能普

及全体人民，在推进人民共同富裕的同时也推进

人民共同文明、共同全面发展。

[责任编辑 吴爱军]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19页。
②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求是》2021年第2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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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of Needs in Marx's "Das Kapital" and Its Manuscript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New EraThe Theory of Needs in Marx's "Das Kapital" and Its Manuscript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New Era
Huang Weijie

In Marx's theory, "need"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iss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ut also an important issue of philosophy. In the
context of "Das Kapital" and its manuscripts, the development of a certain material production drives the increase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departments, and promotes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range of human needs as producers and consum‐
ers, thereby promoting human consciousness and quality. This scope is constantly enriched, allowing people to "cultivate all the
attributes of social beings"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needed, leading to all-rou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capitalism, this development process is subject to an antagonistic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cannot enjoy the new needs that are constantly being created due to their low consumption power, which also constantly
leads to economic crises and social conflicts. In the new er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dheres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nd on the basis of fully absorb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chors the liber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pro‐
ductivity, take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s the main line, focuses on demand-side management,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s
the social productivity, people's income and consumption capacity, promote the crea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needs with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common civilization and common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 while promot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people.
Keywords: Marx; theoryof needs;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reforming supply side; managing demand side

The Economic and Et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PCThe Economic and Et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PC’’s Common Prosperity Thoughts Common Prosperity Thought
Niu Wenhao

The report of the 20th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emphasized the need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a down-to-earth manner, which demonstrated that the pursuit of "common prosperity" by the CPC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to "overall acceleration" and then to "gradual realization".Based on the scientific cogni‐
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under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conditions, it once again proves the firm confidence of Chinese
Communists in practicing Marxist economic ethic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lways adhere to the Marxist value orientation of
"taking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even in the face of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of the enemy being strong and ours being weak
and different situat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Chinese Communists always abide by the Marxist concept of interests,
andalways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which is not only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so-
called "prosperity" of capitalism, but also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people's eagerness for a better life.
Keywords: Marxist economic ethics; common prosperity; people-centeredness; Marxist concept of interests;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a better life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Pre-Qin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Pre-Qin ((DynastyDynasty)) Chinese NationChinese Nation
Ouyang Huichun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was the first peak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ulture. Its production has a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which is relat‐
ed to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natural climate an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before entering the Xia Dy‐
nasty in the pre-Qin period.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pre-Qin Chinese nation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unity of man and witch,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and the unity of family and country. The cultural iden‐
tity and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pre-Qin Chinese n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ability and unity of the Chi‐
nese nation-state, the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evolution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ulture.
Keywords: pre-Qin period; Chinese nation;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self-awareness; culture

Criticism of the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Economy of Anti-Intellectual Phenomena on the InternetCriticism of the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Economy of Anti-Intellectual Phenomena on the Internet
Chen Shihua, Chen Fangyuan

The anti-intellectual phenomenon which is complex and divers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has deep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oti‐
vations. The anti-intellectual phenomenon in the Internet age has richer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carriers. This phenomenon on
the Interne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entertainment-oriented collage of signifiers and signifieds, the abandonment of mildness
and agitation of opposing emotions, and the squeeze of authoritative discourse by individualism. The maintenance of political
rule,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benefits, and the bias of technology itself are the reasons for the prevalence of anti-intellectual
phenomena on the Internet. Anti-intellectualism on the Internet leads to the withering of knowledge, the loss of rationality and
unconscious aesthetics. It urgently needs the timely follow-up of the judicial system, the rational us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e strict control of the platform and the rational cognition of the public. Multi-party cooperation jointly createsa positive net‐
work cultural ecology with a clean atmosphere.
Keywords: anti-intellect;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eyeball economy; intelligenc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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