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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共享发展理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现与意蕴 
关 政 

长春理工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2 

 

摘要：共享发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要求，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共享发展理

念的形成与确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以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发展为主线，

对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内涵和理论特征进行阐释，对其思想渊源进行梳理，对其形成的思想根源进行了探讨，并

对其在思想和现实上的双重维度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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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丰富和创新，

都离不开马克思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来源。要深刻认识

共享发展理念的思想内涵，就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原理，联系到共享发展的思想渊源、形成条件和时

代方向，对共享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进行

正确的认识和探讨
【1】

。下面就共享发展理念中马克思

主义理论思想与价值意蕴做具体分析。 

1 共享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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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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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的新的

理论创新，共享发展理念的核心思想是要实现、维护

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要把人民作为发展

的根本动力，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增进人民的福祉，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在主体层次上，共享发展的实践主体是指全体人

民，也就是参与、支持和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所有阶层和群体，其中包括中国各族的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也包括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逐步成长起来的新的社会团

体，还有那些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而献身于社

会主义事业的爱国者，他们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

和尊严，维护国家统一
【3】

。 

从实现共享发展的实践目标来看，共享发展的内

涵是指在社会经济改革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物质

创新和精神创新。狭义上的共享是指经济方面的共享，

可以将狭义的共享直观地理解为，通过特定的制度安

排，通过对消费物品或劳动产品的调整演化，达到社

会集团内部的平衡和合理的分配与供应。它突出了社

会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缩小了社

会收入差距，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满足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马克思曾在社会发展和社会分配之间的关系中，

阐述了社会分享的全面性，并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充

分发展，可以为人们在社会建设发展实践中，进行创

新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让人民群众成为发展的主体，

达到更全面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这表明，个人的

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命题。马克思认为，社会分配是由社会

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而社会分配关系的演变与变化又

是由它所决定的，因此，科学合理地实现社会分配的

均衡、充分和科学，在根本上依赖于生产力的持续解

放与发展。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共享深刻地阐

释了共享发展是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与、生态等

社会发展领域中的多维度、全方位的共享，是科学推

动共享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
【4】

。 

   站在共享发展的实践基础上分析，其中心思

想是以共建为基础实施共享，也就是实现共建是推动

共享的现实前提与条件。马克思曾指出现实的、独立

的人不仅“既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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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全面发展，最基本的推动力量就

是经济建设，它的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生



 

10 

 

产及其由之决定的社会分配，也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关

系的框架下进行，并通过对以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为

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统筹，唯有共同享受发

展的权益，共同担负起发展的责任，才能使广大人民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建设、参与社会治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实践语境中，充分

发挥人民主体性的积极作用，是充分发挥人民主观能

动性的一种自觉表现，同时，也是对人民主体社会地

位的尊重，对其主体性社会权利的维护，对其主体性

社会责任的彰显。从这个角度来看，共享发展的理念

是要将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相结合，强调社会发展和

国家发展的统筹发展，同时也要将社会的总体利益和

发展主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发展型的共享和补偿型的

共享相结合
【5】

。 

2 共享发展理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脉络渊

源分析 

共享发展理念是党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等方面

提出的一种崭新的理论表述，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渊源。从思想本质及理论品格来讲，共享发展理

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体现，

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科学

运用”
【6】

。 

马克思认为，社会分享的全面实现是一个不断变

化的均衡状态，它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马克

思把资源与财富的分享看作是现存的社会分配关系的

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

提出了要通过工业和农业的有机结合，逐渐消除城乡

之间的对立，实行免费的公立教育，并且把社会教育

和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目的是要尽最大的努力

提高社会的生产力。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按照

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制度，社会分享是不可避免的，它

依赖于改善和调整社会分配，同时也依赖于加强社会

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共享观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了

系统的反映：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探讨，二是

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批判。基于人民性的理论本质

和实践性质，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生产

模式和价值观，而且还把它作为一种相互支持、密切

联系的适应结构，并把这个对社会组织结构和它的生

存形态的解读，推演出了人类社会逐渐达到了分配公

平和真正分享的整个过程。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共享发展

理念进行了相对系统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建立在私

人所有权权利关系之上的社会关系，也必然导致了整

个社会关系的异化：一方面，私人财产是劳动异化的

结果，是劳动的外化；同时，私人财产权又是外显劳

动产生的现实基础与内部动因
【7】

。 

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所蕴涵的“共同发展”理

念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具体表现与实际，

然而，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用哲学的价值悬点来

审视现实，仍需要对历史规律的进一步理解与理解。

马克思《巴黎手稿》中“分享发展”理念的形成，是

对共享理念的一种科学性的批判逻辑。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提出

的“社会分享”理论，具有“哲学批评”与“政治经

济学”的融合特征。其中，马克思分享发展的理论体

现在对公民社会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

盾导致了劳动异化，马克思则基于私人产权与异化劳

动之间的辨证关系，把实现社会分享的普遍途径概括

为对“私有财产是人的自身异化的积极扬弃”这一哲

理命题。 

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发展

需求，而且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标准，体现出

了社会发展道路、发展价值观、发展方式三者之间的

辩证关系。 

3共享发展理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现与

意蕴 

3.1发展主体、目的与方向的统一关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的历史语境和现

实语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小康社

会，稳步迈向共同繁荣，这是共享发展理念的一个重

要思想。共享发展的理念内涵特别深刻和丰富，它从

理念的深度和现实的角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起点和

归宿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力量进行了阐

述，它对现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做了深刻的

阐述。 

理念是从现实社会的发展和实践中衍生出来的，

而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不仅仅是基于对实现何种发

展、如何发展的高度审视和审视，更是基于对世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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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态势、国内外发展经验的深刻提炼和提炼，以及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尤其是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准确、科学

的判断。要达到全民共享的发展性条件，就必须持续

推动改革发展实践的全面深化，并逐渐实现社会发展

动能的跃迁性转化。 

马克思深刻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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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要实现

社会改革发展成果的充分共享，就必须以持续的生产

力解放和发展为前提，要使发展方式和方式逐渐发生

变化，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新时期的 

共享发展的理念，是把共享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主线，以整体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使社

会发展的活力得到广泛的凝聚，社会发展的动力得到

了深度的激发，目的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宏观层

面来把握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从这一意义上讲，

共享发展理念就是对现实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现实问题

进行辩证分析、系统把握及科学回答，这深刻地反映

了它的发展性理论特色。 

3.2 人民性的理论内核 

第二，以人为本是共享发展理念的核心理论。在

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理念框架中，统一了发展的实践

主体，发展的动力来源，发展的根本目的，这是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直接、最真实、最深刻的体现。

共享发展的人民性，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

道路的方向上所起到的历史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曾指

出“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社会生产力的不断

发展，使得人民的数量不断增加，同时也扩大了人民

的内涵。这样，就使社会发展的利益从“逐步”向“全

民共同”的过渡，就有了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坚持共

享发展，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主

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

众史观的根本原理和理论观点的一脉相承，更是深刻

地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3.3 社会共享性的理论基础 

共享是共享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要坚持共享发

展理念，准确把握“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这一实际

问题，就要坚决贯彻和科学地应用以实践论为依据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突出发展在各个层面上

的有机统一。马克思曾指出，审视和省思社会发展与

进步的思想理念，不仅要建立在客观发展实践的基础

上，也要在众多的实践活动中，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意

图与精神标志进行总结提炼，以满足人们的实际生活

需要，同时也要对全体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渴望

表示关切。努力使发展成果更加平等、更加充分地惠

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突出共建共享，

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导向，在新的情况下，努

力保障人民群众在社会各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包括文

化、经济、政治、生态等）。 

马克思的科学理想与价值追求是以人的全面发展

为目标，促进社会的全面共享与全面发展。马克思恩

格斯构建并创建了一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详细地阐

述了在未来社会形态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基

本原理和形式。他认为，在共产主义以及它的初级阶

段，也就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建立在生产资料和劳动

成果完全共享的社会中，而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

以共享为标准的社会生产方式，才能使社会生产力得

到充分的解放和发展。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思想体系中，分享观念和

与之匹配的体制机制更侧重于对无产阶级生命发展的

实际关怀，更侧重于通过社会生产方式的改革和创新

来解决少数人富有和大多数人贫穷之间的现实矛盾，

唯有彻底根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扬弃因异化劳动而

衍生的私有制法权关系和为其合理性辩护的理论逻辑，

才能真正地扬弃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遏制社会生产

和分配不公，逐渐弥合和消除各地区、城乡发展中的

不平衡，使社会劳动主体的全体全面共享成为可能。 

 

4结论 

本文对共享发展理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现与

意蕴进行了探究分析，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共享发

展理念为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优

势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质量

跨越提供新的思路，也为中国的民生保障体系的建设

提供新的范例。其次，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享发展理念与马克思的共享理念一脉相承，党的共享

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最后，

马克思恩格斯从建构共享发展的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前

提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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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共享的科学性进行了阐释和论证，形成了一个系统、

全面、规范、严密的共享发展思想体系，这是“共享

发展”理念的重要的理论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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