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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恩格斯分配伦理思想的
人民价值取向

◇宋 杨

一、价值立场：以人民为中心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道德和道德理论总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总是

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只有在无产阶级获得统

治地位时，无产阶级道德才可能成为真正为其自身

服务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在伦理道德上鲜明的阶

级性首先体现在价值立场上，价值立场的问题实质

上是“为什么人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始终站在无

产阶级一边、人民大众一边。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

主义指导的政党，在毛泽东时期就提出了“为人民服

务”的价值立场观，这一鲜明的价值立场在今天的具

体体现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这可以说是马克思恩

格斯价值立场观的继承和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解读。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首先体现在依靠

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上。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团

结奋斗的历史，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中国历

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一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完成民族独立的历史任

务，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

义的压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道在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突破性的胜利，使

中国逐步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一道在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不断走向富强民

主，不断走向现代化。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广大人民

群众的支持，任何伟业都不可能被创造。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更应体现在为人民

服务上，党和政府要切实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

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始终把人民利益、人民的

美好生活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不断提高人民的收

入水平，真正让人民有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不断

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巩固和提高人民的主体地位，保

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真正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

社会生活中。“以人民为中心”还要切实体现在了解、

尊重人民的价值选择和价值期待上，把人民是否愿

意作为党和政府开展各项事业的基本依据，把人民

是否满意作为评断各项事业成败的基本标准，把人

民的价值追求作为规划未来的重要参考。同时，我

们还应注意到，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的物质和精

神需要的满足是重要的，各不同特殊群体的特殊需

要的满足也同样重要，照顾到“少数”物质和精神需

求的满足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应有之义。

二、价值目标：人民的美好生活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应有之

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实现的基本前

提之一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而劳动力成为商品的首

要条件就是充足的“自由人”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生

产条件下，工人无论如何努力地把自己的劳动力“自

由”地出卖给这个或那个资本家，他都无法摆脱受整

个资本家阶级剥削的命运，区别仅在于具体受哪个资

本家的剥削，这就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中，

工人阶级始终处于被剥削的被动地位。显然，这里的

“自由”并非人的自由发展的自由，马克思所说的自由

首先就要摆脱这种被剥削的自由，摆脱人对资本、工

人对资本家的依赖。马克思主义认为，改变这一状况

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建立一个不同于以前所有旧社会

的新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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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只有在这个新社会中，人才能摆脱各种依赖，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具有现实可能性，当然，人们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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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各种依赖逐步走向自由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是和具体的

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现实分不开的，在奴隶社会、封建

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由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决

定的分配不公的背景下，人的全面发展是无法实现

的，同样，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也是难以获得

的。可见，如果不能改变工人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

不平等，工人在资本主义分配过程中的被动地位也

是不可能改变的，即分配的问题只有和生产的问题

紧密联系起来才更可能找到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法和

途径。毕竟，生产解决的是把蛋糕做大的问题，分配

解决的是谁能吃到多少蛋糕的问题，所以，与关注生

产相比，人们同样关注分配问题，甚至更加关注分配

问题，毕竟分配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收入、获得感，直

接关系到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

人民的美好生活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共同的奋斗目标。如何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这一价

值目标呢？首先，提高就业比例和就业质量，从政策

上鼓励创业，使人人有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得

实现收入提高和自身发展的平等机会，为公民走向美

好生活奠定必备的物质基础，同时，着重解决分配领

域内存在的问题，缓解两极分化的矛盾，从制度上促

进分配公平，不断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真正让人民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不断接近共同富裕；其次，切实

做到解民之忧、谋民之利，增进民生福祉，真正实现高

质量的、高水平的、均衡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价值

目标，真正让人民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让绝大多数

公民真正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再次，建立

和完善人民美好生活保障体系，真正让人民吃得放

心、过得安心、活得舒心，彻底消除人民基本生产生活

上的后顾之忧，努力解决人民精神生活中的突出问

题，促进人民生理、心理、伦理等协调发展，满足人民

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诉求，以切实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三、价值实现：立足实践，解决分配不公等问题，

增进民生福祉

（一）价值选择和价值实现总是在既定的实践中进行

生产关系、生活关系、利益关系、道德关系等本

质上都是实践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实践，其

中，道德是调节各种关系的重要工具。马克思恩格

斯的分配伦理思想也正体现了这一实践性内涵。马

克思恩格斯正是在不断参与实践和对实践进行不断

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其分配伦理思想的。不同时代、

不同地域的人们往往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

方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价值目标的选择要立足

现实，价值目标的实现要考虑现实的可能。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能得到有效

满足，这是当前我国面临的最大现实，具体到分配领

域，在收入和权利分配的合理、有序、公正上依然存

在急需解决的难题。

（二）通过平衡发展、充分发展解决分配不公问题

分配伦理问题不仅是一个分配问题，从本质上

讲，更是一个生产问题、发展问题，是生产资料的占

有问题及由此决定的劳动成果的分配问题，显然，分

配问题受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发展状态等的制约。

因此，解决分配不公问题不能仅局限于分配领域，更

要从生产领域入手寻求解决的办法，对当前我国而

言，这个办法就是力求实现平衡发展、充分发展，就

是要促进合理分配、有序分配、公平分配。

（三）完善分配制度，促进收入和权利分配的合

理、公平

一是拓宽普通公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渠道，

真正实现经济增长与普通公民的收入增长相一致，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与普通公民劳动报酬的增长相一

致，让人民大众切实体验到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

处；二是鼓励人们勤劳致富，提高中等收入群众的群

体的比例，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体现；三是

有效发挥政府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使非法收入得到

取缔，过高收入合理合法，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

差距大的局面；四是克服通货膨胀压力，降低衣食住

行等基本生活成本，减轻与人民利益、生活息息相关

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的负担和压力；五是

采取有效措施，让贫困户、贫困地区真脱贫，不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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