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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共享观体现在他们著作的各个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共享占据着

价值的高位。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中包含着对于共享的生动探索。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

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我们已经发展出了中国特色的共享观。马克

思恩格斯的共享观研究能够为中国特色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和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理念

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为社会主义共享观确立了科学的内涵和理论的框架。他们认为共享是人

的解放的条件，共享包括丰富的内容。对共享观的发展历史研究和对资本主义共享现实状况、共享理

论的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享理念提出的重要基础。

在历史上共享意识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氏族家庭的财产分享形式、罗马共和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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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一定的共同性，它们是小范围的，其共享意识简单、直接、狭隘。“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

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是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共同体内部直接分配产品。生

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它随身带来的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

品的支配”[1]。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独享是通过资本的逻辑实现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剥夺大多数人享

用发展成果机会的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资本家享受，而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制度，资本主义的

经济规律排斥共享的机制。资本主义的分工制度是这种状况的根本驱动机制，它使旧有的生产和分

配的共同性消失了，“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

成为占优势的规则”[2]。因此资产阶级是“为享受果实而生的阶级”[3]。而工人阶级则成了“一个忍受了

社会秩序的一切害处却享受不到它的好处的阶级”[4]。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导致了无产阶级在财

产状况、文化程度和职业差异等方面的“实际差别”[5]，进而导致人享有的社会权利、政治权利等的差

异。因此工人阶级需要的不是暂时的享受，而是社会的共享机制。

他们批判了18世纪的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指出“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

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6]，批判了边沁等人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享观、蒲鲁东的取消

无产阶级共享的虚假的不彻底的共享观、杜林的基于“共同社会”共享观以及19世纪无产阶级革命过

程中的错误共享观。

基于这些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他们的共享理念，具体为：

第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平等共享。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享的核心内容是对生产资料和生

活资料的平等共享，无产阶级共同享有胜利的果实是他们革命的根本目标。“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

资产者的资本，即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资料转变为社会财产，即转变为自己的、由

他们共同享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7]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使整

个社会直接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让它们供全体成员共同使用，并为了

全体成员的利益而共同使用”[8]。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认为共享是解放后的美好社会的重要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把生产资料变为生产者共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如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9]在马克

思恩格斯那里，共享的内涵不仅包括共享社会设施的利益，还包括共享文化和精神产品。精神文化产

品的共享也是社会共享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人需要“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10]，而这些精神食粮的

来源或加工对象是人的生活和活动的一部分。精神文化产品共享乃至生活的生态环境的需要是“共

享社会总产品”[11]的重要内容。

第二，利益共享。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同利益、共同阶级利益、社会主义的公共利益等超过了历

史上的一切形式和内涵的公共利益。“共产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相互自由和共享发展的公共的社会

关系”[12]其基础是利益的关系，利益共享是共产主义共享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同利

[1][2][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第194页，第119页，第517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页。

[4][5][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2页，第130页，第161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

[11]赵学清：《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再探讨》，〔北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12]谭清华：《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初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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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有本质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

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不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1]，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

的根本利益扎根于社会，它是人民的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共同目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

会中人民的利益的同一性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和普遍联系。这种利益的统一和彼此的新型关

系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依靠力量。因此他们认为共享可以保证统一的利益、统一的目的和统

一的行动，共享是促进人民团结和每个人发展的重要方式。

以利益等为重要内容的城乡共享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享观的重要内容。“城市和乡村的对立”[2]是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反对城乡之间的利益对立和差距，认为城

乡之间的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都是阶级对立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的分工带来城乡的

对立和分离，阻碍劳动成果在城乡之间的共享，阻碍实现城乡的融合。

第三，政治权利共享。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享除了包括人民的生产生活层面和利益层面的由经

济和文化为主要内容构成的这些社会权利的需要及其满足，它还包括政治权利等方面，政治生活领域

的共享是共享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共享的论述中处处体现着要求权利平等的思想，

“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

位”[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一切劳动和财产具有公共的性质并实行最完全的平等的过程中，政治权

利的平等满足也将实现。这种平等的政治权利等的实现需要共产主义的人民民主。

马克思恩格斯共享观的最终目标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共享有多种实现或表现形式，现实

的个人享受是其中之一，但共享在本质上主要是社会的，共享的价值最终体现为一种社会的价值，体

现在新的共同体关系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条件改善之中。共享的具体体现是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改

善。“人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4]，

这种个人享受的总体表现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本上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享观的核

心内容。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实现观

马克思恩格斯共享观从雏形到发展成熟的过程也是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从初步形成到成熟

的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们共享观的基本轮廓就已经成型，在1847年完成的《雇佣

劳动与资本》、《共产主义原理》等文献中他们对共享有部分提及，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们的

共享观已经清晰呈现，在《资本论》中他们对资本主义共享的虚幻性进行了持续的科学批判。

“共享”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切入点，

他们最终追求的正是共享的实现。他们认为共享的实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和

人的发展的基础上，具体包括：

第一，共同生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共享实现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劳动是社会共享

的前提。社会主义的劳动带来社会主义共享，社会主义是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基本政治形

式。“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

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5]。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页，第109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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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业带来社会化的劳动，这种新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劳动形式是革命性的，它有力地提高了社会

产品生产的能力和效率，它不仅保证全社会有足够的物质和文化的社会产品去享用，还能够促进人们

产生共享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业发展不断消灭单独劳动，扩大社会劳动比例，使生活消费不

断地成为共同劳动的结果，它有力地提高劳动生产力，“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

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

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

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

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1]。因此共享的具体实现机制要从物质生产关系的改

变入手，改变了的经济关系会历史性地自动产生新的关于分配、享用劳动果实和改善生活的全套观

念。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指出的通过高级的社会劳动而共享式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美好蓝图。

马克思恩格斯描绘的这一过程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必须有不参加劳动的统治阶级，也必须有为

他们提供必需品的专门的劳动者，剥削是天然的等政治神话。

马克思恩格斯发达生产力下的共同生产可以有力地推动共享的实现，以及提高这种共享的质

量。“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正像在单个人的场合一样，社会发

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2]。

第二，财富的恰当分配是实现共享的基本途径。通过解放生产力实现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会有力

推动财富的增加，而对财富的恰当分配才能实现财富的社会效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共享

机制中分配是最核心的环节，财富只能是为了共享，为满足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并同时实现生

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在这种状态下财富的生产和增加才是一种社会文明，因此，“财富不就是在

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3]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新的分配形式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享的基本途径。因为旧分配带来阶级差别，

在这种社会里，共享最多是一个阶级的享受，它时刻否定和挤压共同利益。在共同生产的氏族社会时

期分配差别导致阶级差别，进而自然的公社集团、国家通过水利事业、抵御外敌等既维护公共利益，同

时也巩固阶级差异和统治。这是与共产主义的共享根本对立的。因此要实现新的共享必须从根本问

题上入手，即改变分配形式，消灭阶级差别。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质关系的根本改变是实现共享的最重要途径，而废除私有制是其中最基本

的途径。所有制是一切社会主义发展理念都需要处理的问题，对于共产主义共享理念实现来说它具

有格外重要的价值。共享必须有新的所有制关系的支撑，实现这一新的所有制关系需要废除私有

制。废除私有制是通过革命实现社会发展共享这一目标的主要方式。“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

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4]。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

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

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

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5]这是集中体现马

克思恩格斯的共享观念的一个段落。它完整又浓缩地呈现了他们的共享观，包括共享实现的方式、途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第137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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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和目标等。

社会的共享需要社会的共有作为保障。实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

恩格斯的基于共享的所有制的理想。他们认为只有共产主义制度基础之上才能实现自由劳动和真正

的对于劳动的享用，土地等财富通过社会性的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个人财

产，这种所有制度才是以人为本的、有历史意义的。

第三，共享实现需要新社会制度的保障。共享只有在新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这是马克思恩格

斯关于共享实现的核心认识。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共享，社会主义的共享需要

生产力的不断发达作为保障，需要继承一切文明，需要把自己不断扩展为世界性的事业，需要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作为根本的社会制度保障。只有对现存关系的否定和新的关系建构才能实现人民的共

产共享。这种共享是包括一切人的共享。

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追求共享的社会，全国规模和世界规模的革命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方式，

共同行动和工人阶级精神的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方面。而在19世纪中叶，这种革命就是工人

阶级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享实现的基本路

径。只看到资本主义时代巨大的由生产力形成的社会能量，而不通过新的社会制度使其转化为改变

人民生活的社会力量是错误的。因此针对欧文提出的“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

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1]，马克思恩

格斯明确指出这种以商业的方式实现共产主义的设想在根本上是空想的，行不通的。共享的理想只

有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建设才能实现。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是马克思恩

格斯的基本追求目标。

共享是全人类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的丰富的内涵的实现需要具有博大的胸怀，

共产主义“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2]，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需要是普遍的共同

利益，只有这样真正的社会才会形成，它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在他们的整个理论体系中这都是

一个基本前提。

共享的实现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彻底地实现共享，因为真正的

共享是“社会的活动”[3]，共享需要建立在社会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曾把这一社会称作共同体，在

这里“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

有者或占有者。”[4]马克思主义共享观实现的最基本前提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其核心追求是人民生活的

不断改善。

第四，共享的实现需要共产主义政党的有力领导。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首先需要“作为工

人政党而存在”[5]，她们是共产主义事业前进的重要保障。共产主义政党是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共

产主义的政党“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6]，她们始终坚持认为共享是跨越民

族界限的。不仅在共享的具体内容上跨越民族界限，而且其实现形式也需要是全人类的。

共享要求政府没有自己的特殊的利益，它是“社会的公仆”不是“社会的主人。”[7]只有共产主义政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7页，第187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8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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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这一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共享理念推进的基本

动力，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分析了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增长机制，并指出这种机制的现实基础是生

产的改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生活和生活观念的改变。“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

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

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的性质”[1]。人民共同享用社会发展成果是社会一切价值和目标

选择的出发点。而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是实现共享的根本保障之一。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观对于新时期改革发展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观进行了理论发展和实践探

索。当代中国的发展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享观的科学性。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发展理念的创造性发展[2]，它首次把共享与发展并

置，把共享作为发展的指南。

共享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美好追求的基本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权

利分享实现的机制和形式，这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观和共享实现的具体历史实践的基础上

的。共享从党成立起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和理想。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

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为马克思恩格斯共享观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基本实践经验。

改革开放之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要求都是对共享实现的务实探索。共享

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党的领导为共享实现提供了领导和组织保障。

社会主义共享意识是不断发展的。共享是一定阶段人民的自觉的需要，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凝练

是党对人民群众的共享意识的回应和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伟大推进。共享发展理念是党的共享历史

实践的理论总结，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其发展学说的重要成果。十八大以来，党

明确把共享发展理念作为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行动先导，并创造性地把共享提升

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的高度，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共享观的伟大发展。在十八届五中

全会上习近平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

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

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3]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等党对共享理念的概括集中体现了新时

期马克思主义共享观发展的新高度。共享是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等理念协同一体的，有丰富的时

代性，这也是习近平提出的共享理念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观的重要区别之一。

作为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的共享其外延和内涵更为清晰，习近平在关于治国理政和共享的系列

重要论述中已经搭建起了新时期共享的新的理论框架。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观能够为我们现阶段践

行共享新发展理念，推进共享理念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治国理政探索提供重要的启示。

首先，共享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紧迫问题的理论指南。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把马克思恩格斯留下并经过一定发展的共享观念转化为了明确的发展理念，共享观有了更

精确的实现方式和落脚点，这是对共享观实践的历史推进。习近平在教育、住房保障、民族政策、两岸

统一、妇女发展、贫困问题、全民健康、就业、食品安全、社会建设等问题的谈话中对共享发展理念实施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9页。

[2]董振华：《共享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探析》，〔北京〕《哲学研究》2016年第6期。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29/c_
11169830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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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论述，阐述了与各民族、两岸同胞、子孙后代等相关的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并提出了通过

促进教育公平、消除贫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更多更好精神产品、促

进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等实现共享发展理念的基本方略。习近平

指出，落实共享发展是一门大学问，要做好从顶层设计到“最后一公里”落地的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取

得新成效。共享发展理念提出是一种理论自觉，其现实背景一方面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

是当下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教育、住房保障、贫困问题、贫富差异、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