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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是对阶级社会“虚幻共同

体”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冒充的共同体”的批判,也是对真正共同体的探索,认为人的本质应该是自由全面发展的,即共产主义

思想。马克思认为共同体发展的最高形式应该是“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的传承与发展,是

应对全球挑战所提出的“中国方案”,不仅对现实的时代性问题具有强大的引领作用,而且也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推向更高的

境界。 

[关键词] 马克思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与发展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the Theoretic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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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ist "community"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Marxist Community 

Thought is a critique of the "fantasy community" of class society and the "impersonating community" of the 

bourgeois state, it is also an exploration of the true community, it believes that the nature of man should b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that is, communist thought. Marx believes that the highest form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should be the "free association of peopl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x Community and the "China Program" proposed in response to global challenges, it not only 

has a powerful leading role in the real-time problems, but also pushes the Marx Community thought to a high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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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类存在物”。从“虚幻的共同体”到“冒充的共

同体”再到“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实际上是以阶级来作

为划分标准的。也就是我们所有人作为同类是有共同的特征

与利益的,而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这些共同点会越来越凸

显。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一般来说,大工

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

的特殊性。”他还说“每一个人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

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而“人类命运共同

体”正是“类”的当代表现。 

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 

1.1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发端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发端于早期欧洲思想家们的共

同体思想,他们的共同体思想源于其抽象的人性观和德性

观。而马克思较欧洲思想家们的共同体思想,他的超越性就

在于他认为人的利益才是共同体形成的根本原因。先有古

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共同体”思想,再到古

罗马时西塞罗的“法的共同体”,随着古罗马的衰落,又有

基督教建立起来的“神的共同体”。后又有启蒙思想家卢梭

提出的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构建“政治共同体”。德国人

费希特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意志共同

体”的思想。而黑格尔认为“伦理”与“道德”有着根本

的差别,并对社会经济关系(市民社会)和政治关系(国家)

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市民社会只是一个中介的、否定的

环节,而个体和共同体的完全统一只能够在最高的伦理实

体中实现,这个实体就是国家”。所以,黑格尔称国家为“伦

理共同体”。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英、法、德的建立以及工业革命

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而随之而来是两大阶级对立、小资产阶级破产

和经济危机的爆发等现象。在资本主义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问题。在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吸收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赫斯等人的思想理论的

基础上对社会共同体进行了研究。马克思认为人在生活中

的类的本质与发展本质的总和应当是人的真正共同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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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并且进一步指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劳

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共同构成了

“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以在这一共同体中人与社

会是分裂凯莱德尔,并且充满了矛盾。主要表现为：德国

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英国的宪

章运动等。 

1.2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 

马克思认为原始社会的“自然共同体”是以血缘关系为

纽带的,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被扬弃,而阶级社会中的“虚

幻共同体”是以利益关系为纽带的,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

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19世纪40

年代的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阶级社会“虚幻共同

体”和资产阶级国家“冒充共同体”的基础上,开始构建以

唯物史观为维度的真正的共同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谈到,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些现实的人”,而这些现实

中的个人在通过一些方法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发生

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表明从最一开始人与人之间

就是存在着物质联系的。这些物质联系又是由需要和生产方

式来决定的,并与人的历史是并存的。所以,人的共同体形成

的根源就是这种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马克思认为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组

成的共同体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共同体的形式是随着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发生改变的。二是共同利益是共同体形成

的根源。所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利益的交合程度共同决

定了共同体的发展形态。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

组成部分。“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所憧憬的理想社会。

他在批判“虚幻共同体”和“冒充共同体”的基础上指出

“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是“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

会全体生存条件”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的各个人不是

以阶级的成员而是以个人来参加的,是各个个人的一种联

合。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是共

同体发展的最高形式。即《共产党宣言》中“代替那存在

着的阶级和接机的队里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

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

展的条件”。 

1.3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实现条件 

首先,要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真正共同体的实现必须

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速发展为前提。无产阶级在取得

政权后,必须“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

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

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

总量”。马克思不仅肯定了资产阶级发展过程当中生产力所

起到的积极作用,并且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其次就是私有制

的消灭。马克思认为,随着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的消亡,失

去阶级性质的的国家也会自行消亡。最后是在生产力发展

的基础上,它在发展过程中要与传统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

裂。要实现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需要很多条件,暴力

革命、建立政权、坚持正确理论领导等等。马克思不仅在

理论上力证了共产主义必将到来,并且还为人类文明指明

了现实道路。 

2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人类自身发展的

自然过程与认识过程,是与改造物质世界相结合的历史辩证

过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是

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辩证统一、是其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

的辩证统一。 

2.1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合规律性与目的性的辩证

统一 

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是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条件下

追求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他以极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前

提条件,体现了其合规律性。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了

其合目的性。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是科学可实现的,他在

追求人类根本利益的同时又是遵循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

律的。一方面,马克思并没有把这种“真正共同体”看作是

一种“理想”,而是通过对资产阶级根本矛盾的研究得出的

必然可实现的趋势。它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科学的可实现

的,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 

2.2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社会历史发展与人的发展

的辩证统一 

社会是人的一种存在的特殊形式。马克思认为：“人的

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所处的一定的历史发

展阶段中的生产关系综合起来的社会关系。这就表明人和社

会在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中有其固有的特征与本质,是随

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和社会阶段的不同而变化发展的。而

这种人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恰恰就证明了人在社会历史变

迁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矛盾运动而越来越趋向于自己世

界,即自由。马克思曾依据人的生存发状况将人的社会历史

分别划分为人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还有个人全面

自由发展的社会等三种形态的社会。当发生私有制或劳动异

化时,我们个人的发展就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开的。因为

它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与发展为代价的,且个人利益的发展

是社会利益限制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财富为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而这时阻碍“真正共同体”实现

的便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真正的共同

体”中,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

条件的。 

2.3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

证统一 

马克思的价值体系的最高目标是全人类的解放即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它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而是通过对人类历

史研究得出的科学的可实现的理论,是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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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的。马克思真正共同体具有崇高价值观,它关注人类真

善美,具有科学性与革命性,是贯穿马克思全部理论的研究

与实践探索的。马克思“共同体”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

全部理论,是其重要的内容。马克思共同体也习近平“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习近平“人类共同体”思想是对

“马克思共同体”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3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

的理论传承与时代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传承与

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其执政

主线。马克思早期在咋嗯对阶级运动的发展指明了“过去的

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

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

动”,这就形成了早期的“以人为本”的无产阶级运动的革

命理念。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一理念得到了进一步

的发展。毛泽东在吸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实际情

况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由此形成了群众路线。随后我们

的国家领导人先计提出了“人民主体”的思想、“三个代表”

的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不断的深化了这一理念。

新的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充分吸收前人有关于“以人为

本”的理念时,又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的思

想主线。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说法最早出现在白皮书《中国的

和平发展》中,认为国际社会应该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来

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这只是对“人

类命运共同体”做了简单的文字阐述,并没有具体的、系统

的理论体系,只能算是萌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就“人类命运共同体”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2012年12月5

日与外国专家的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的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总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虽然各国人民

信仰种族文化等不同,但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

坛上提出了“迈向命运共同体”的策略和战略；2015年9月

28日在第70届的联合国大会辩论赛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

释了命运共同体的新概念；2017年1月19日在联合国日内瓦

总部演讲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

体方案。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就通过了“非洲发展新

伙伴合作关系社会层面”决议。并随后通过了联合国决议。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

行了专论。这代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

同体继承、成创新与发展,也是对当代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

贡献与理论创新。 

利益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诉求。党的十八

大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定义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

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具体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具体内涵,即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

包容和清洁美丽的世界。可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全球

治理理念,是对全人类发展的关切与担当。世界各国的发展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间的利益关系密切,互相牵制。

所以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诉求就是利益共同体。目前,

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列强行列,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也有了

更多法身的机会与舞台,中国以自身优势与发展促进世界

各国的共同进步,在国际上发挥着积极地大国作用,成为了

全球事务的重要担当。由此可见,中国与世界关系密切相连,

而与共同体就如个体与一般,前途命运紧密结合。当然利益

共享的同时也意味着风险共担,如今世界生态破环严重,土

地资源和粮食匮乏,这深刻影响着全人类命运,也是我们全

球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共同面对划过犯

罪和网络安全以及气候的变化和公共卫生安全等比较突出

的安全问题。所以,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时,没有哪个国家

可以置身事外,我们在利益共享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共同责

任,履行自己的义务。“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实现共产主义

作为其执政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由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中国人民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

充分保障了个人的利益、充分维护公平正义、并把人与人

之间平等友好地观念向世界传递,然后推动世界的共建共

享和文明与进步。“人类文明共同体”把统筹全球发展作为

执政视野。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就是把共产主义的实现视为世界

历史发展的重要过程,而共同体的思想也只有作为世界历史

性的存在才具有现实意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全球治理提

供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思路。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世

界,各国之间的交往比以往任何时期的交往都便捷与密切,

当今世界也是一个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界。只有世界更

好的发展,中国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平台,中国的更好发展也

有利于推动世界各国的发展和更好的解决世界问题。习近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力求“合作共赢,各国之间一律平

等、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与时代需求下对马克思“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论传承与时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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