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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通过深入工人实际并进行理论研究后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

级贫困的制度根源,其主要包括对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以及思想上的统治,资本

主义社会给无产阶级造成的是结构性和整体性的贫困。 同时,马克思还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无产阶

级贫困的积累和加剧,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积累就是贫困的积累,无产阶级要彻底摆脱贫困

就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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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大多数学者对马克思贫困与反贫困思想的

研究,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进行分

析,如袁银传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雇
佣劳动制度和资本的积累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

源” [1] ;燕连福认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

行规律的深刻分析,科学揭示了贫困的根本原因在

于私有制” [2] ;周露平认为“马克思不断追问现代贫

困的起源、运行与结果的规律问题,将贫困问题放在

了私有财产运动之中” [3] ;孙咏梅指出“资本主义制

度下的雇佣劳动制度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原

因” [4] 。 他们大都把问题聚焦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

雇佣劳动制度上,这也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
而本文主要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即从资本主义

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

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且把无产阶级的贫困规律

与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联系起来,详细地阐述了资

本积累是如何导致无产阶级贫困积累的。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产

生原因的分析

　 　 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虽然资本主义私有制

在无产阶级致贫原因中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意

义,但也决不能忽视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在其中所起

到的作用,马克思是在整体的意义上对无产阶级的

贫困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的,作为马克思挚友的恩

格斯 也 得 出 “ 贫 穷 是 现 代 社 会 制 度 的 必 然 结

果” [5]561,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应当到资本主义制

度本身中去寻找”的结论[6]368。

(一)在经济上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

　 　 通过劫掠和烧杀等非田园诗般的原始积累手

段,资本家掌握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和土地资源,同时

使大批的小生产者丧失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料,成为

一无所有不得不靠出卖自身劳动力过活的产业工

人,这些都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为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奠定基础。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生产过

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关系。 当工人进

入到资本家的工厂开始生产过程以后,他们的劳动

就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受资本家的支配,生产什么、如
何生产都要听从资本家的安排,在剩余价值规律的

内在驱使下,资本家不断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提
高工人的劳动强度,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剩余劳

动。 资本家还为了节约生产成本,把工人置于十分

恶劣的环境下工作,使工人身体遭到极大伤害,工人

早死的现象十分普遍。 在生产过程结束后,劳动产

品也不归直接生产者所有,工人得到的只是资本家

付给他们的工资,从表面上来看,通过等价交换的原

则,资本家付给工人一定数量的货币,工人把一定时

间内劳动力的使用权让渡给资本家,但资本家决不

是让工人生产出自身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后就让工

人离开工厂,而是让工人超出一定点后继续进行生

产劳动,否则资本家就什么也得不到,这个超出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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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劳动就是工人为资本家提供的无酬劳动,但资

本家却把工资说成是工人全部劳动的价格,因此就

掩盖了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间的区别。 对于工人

无偿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在个别企业自然归个别

资本家所有,如果从整个社会来看则是由资产阶级

来共同瓜分,虽然资本家之间也存在着争夺利益的

激烈竞争,但在剥削工人方面他们的利益却是一致

的,根据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如果资本家

要想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就必须提高对整个无产

阶级的剥削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人不仅受个

别资本家的剥削,而且还受整个资产阶级的剥削。
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不改变,无产阶级就永远摆脱不了贫困的境地。

(二)在政治上对无产阶级进行压迫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同时也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为了维护

在经济上的绝对统治权,必然要借助国家政权的力

量来为其提供保障,从表面上来看国家似乎凌驾于

各阶级之上,实质上却是统治阶级借以进行阶级统

治的有力工具。 资产阶级通过手中掌握的国家政

权,首先,把现实中的所有制关系转化为所有权关

系,使他们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合法化,宣布凡是侵

犯私人权利、损害私人利益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由
于无产阶级不占有任何的生产资料,就决定了他们

在政治上没有任何的地位。
其次,资产阶级通过操纵立法和议会,使其成为

剥削和压迫工人的手段。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

段,要使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仅凭经济关系的力

量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借助国家政权的强制力。 为

了获得大量可供剥削的劳动力,则颁布了惩治流浪

者的法律,这里所说的流浪者实际上就是失地的农

民或者破产的小生产者,他们不愿意到资本家的工

厂去做工,但又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不得不去大街

上游荡或者行乞,而法律却把他们看成是“拒绝劳动

的人”“‘自愿的’罪犯” [7]843。 为了能够让资本吮吸

足够多的剩余劳动,还颁布了延长工作日的劳工法,
强制性地延长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 为了“把工资

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 [7]847,法律还规

定了工人的最高工资制,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

受到监禁,而接受高工资的人要受到更为严厉的处

罚,“但从没来没有规定工资的最低限度” [7]848。
再次,为了防止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以免

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还颁布了禁止工人结

社的法令,剥夺工人结社的权力,把工人联合起来反

抗资本家的行为说成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

犯” [7]851,一旦工人联合起来采取共同的行动,资产阶

级就会利用国家暴力去镇压。 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

样,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国家政权维护

的只是占有者阶级的利益,并通过这种占有去剥削和

压迫他人的权力,因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也是无产

阶级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在思想上对无产阶级进行统治

　 　 资产阶级对工人进行经济剥削的同时也加紧对

工人进行思想统治,一方面在社会上极力宣传他们

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使工人愚化成为他们赚钱的

工具。 在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工人只是具

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而不是作为能动的精神生

产主体,除了被迫进行物质生产劳动以外,不存在任

何的精神生产活动,而资产阶级作为物质生产资料

的占有者,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在社会上到

处宣扬他们的“金钱利益至上”,以及所谓的“自由”
“平等”观念,而这些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

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 [8]48,“自由”是资本随意剥

削工人的自由,“平等”也只是金钱主导下的平等,对
于没有任何财产的工人来说“自由” “平等”都是虚

假的说辞。 马克思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弥漫着

严重的拜物教思想,虽然商品是由人生产出来的,表
现为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但却被反映成“劳动产品

本身的物的性质” [7]89。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
拜物教形式也由最初的商品拜物教,逐渐发展为货

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最后资本似乎成了主宰社

会的力量,资本通过剥削劳动力进行的增殖,也被当

作资本本身具有的增殖特性,在表面上看好像是物

具有神秘的力量在统治着人,但实际上是人在统治

着人,物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掩盖资本家对工人

的统治和剥削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用来进行阶级统

治和维护阶级利益的思想工具。 此外,马克思还用

大量篇幅描述了“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精神摧

残” [7]460,虽然法律规定童工必须接受一定的教育后

才能被雇佣进行生产劳动,但这遭到了工厂主们强

烈的反对,他们用各种手段回避这个法令,例如让儿

童只是“被关在叫做学校的地方的四壁之内” [7]460,
目的只是为了让雇主得到所谓的上学证明,学校老

师有的几乎都不会写字,上课也只是讲些宗教迷信

思想。 当工厂生产紧张的时候,儿童们就立即被抛

到工厂,当生产活动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又被塞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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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所谓的学校, 这就 “ 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

废” [7]460,所以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也是无产阶级贫

困的重要原因,造成无产阶级精神上的贫困。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积

累和加剧的分析

　 　 马克思不仅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

级贫困产生的原因,还从动态的角度,从资本主义的

不断发展过程分析了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和加剧,
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积累就是贫困的

积累、“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 [7]709。

(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导致贫困加剧

　 　 在剩余价值规律的内在驱使和市场自由竞争的

外部压力下,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去提高劳动生产

率,使自己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从而使自己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

会价值,此时资本家若以社会价值对生产的商品进

行出售,就会获得其中的差额也就是超额剩余价值,
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好的方法就是采用机器来进行

生产,这在预付总资本中表现为不变资本不断增多,
而可变资本则相对减少,也就是资本的有机构成在

不断地提高。 机器的使用虽然给资本家带来更多的

利润,但却丝毫没有减轻工人的劳动负担。
首先,机器的广泛使用造成大批工人失业。 资

本主义分工的发展使工人的劳动片面化,使其“只具

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 [7]495,可是工具一旦由

机器来进行操纵,劳动力就变成多余的了,机器“成

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 [7]495,一部分工人不得不成为

“过剩人口”,他们失业后就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其次,机器的使用给工人的身心造成极大损害,

机器的特点就是可以不停地进行运转,但机器又不

像工人那样能够创造剩余价值,而资本家又不能让

机器有片刻的闲置,否则对资本家来说就是损失,因
此这就成了延长工人工作日的手段,另外资本家还

不断地提高机器的转速、增加单个工人看管的机器

数量,这就使工人在服从机器连续、划一运动的同时,
还必须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这“极度地损害了神

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 [7]486-487,甚
至已经达到对劳动力本身破坏的地步。

再次,个别企业率先采用新技术会引起其他企

业也这样做,一旦先进技术在本行业内部普及起来

以后,原先个别企业的超额剩余价值也就不存在了,
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扩展到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部

门,那么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也就降低了,从而

也就间接地使工人的工资降低,使劳动力商品变得

比原来更加便宜。 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的使

用决不是减轻工人劳动的手段,而是替资本家剥削

劳动力的工具,随着机器的广泛使用以及机器体系

的出现,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必然会越来越严重。

(二)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导致贫困加剧

　 　 马克思指出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如何,生
产过程必须要连续不断地进行下去,这是人类生存

和发展最基本的前提,但资本主义社会有其自身特

殊的运动规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

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而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攫取工人

无偿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 起初资本家把这些剩余

价值全部充当个人的消费基金,使生产过程在原有

规模的基础上单纯地重复进行,但资本主义再生产

的特点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也就是资本家把剩余

价值不全用作个人消费,而是把其中的一部分转化

为资本积累起来,用来购买所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

动力商品,使生产在原有规模的基础上不断地持续

扩大,经过扩大再生产一次又一次的循环过程,积累

在资本家手中的资本越来越多,资本积累的速度也

变得越来越快,已经大大超过最初投入生产的资本,
相比后来追加的所有资本的量而言,最初投入生产

过程的资本仅表现为“一个近于消失的量” [7]678,现
在是工人用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资本来替资本家剥

削他们自己,为资本家不断地生产出统治自己的力

量。 此外我们还应该知道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不是要求简单铺摊子式的发展,而是要进行内涵式

的扩大再生产,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会同比例地增

加,新追加的资本同自己的量比起来会越来越少地

吸引劳动力,而原来的旧资本也会越来越多地排斥

以前所雇佣的劳动力,这是资本家使用先进生产技

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然结果,生产过程是要提高

工人的劳动强度,用较少量工人去推动更多的生产

资料。 同时,大资本还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能够打败

并吞并社会上的小资本,使资本得到一定程度的集

中;拥有大量资本还可以缩短资本在各个环节的流

通时间,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可以增加资本的流通次

数,为资本家剥削更多的剩余价值创造便利条件,正
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积累得越多,他就越能更多地

积累” [7]673,反过来这些积累的资本又成为进一步剥

削工人的条件。 可见,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不仅能

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还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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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进一步加强,即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那种剥削和

统治关系得到加强。

(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导致贫困加剧

　 　 在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处于自

由竞争阶段,资本一方面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不断

进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使社会充斥着大量的商品;
另一方面却竭力剥削和压榨工人,吮吸工人无偿提

供的剩余劳动,并把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降到最低。
对于这些数量庞大的商品,工人没有能力去消费,结
果就是资本家的商品卖不出去,商品资本无法转化

为货币资本,资本家的预付资本没有得到补偿,社会

再生产过程无法正常进行,从而出现生产过剩、导致

经济危机的爆发,生产过剩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

过剩,是相对于工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无力消费这

些数量庞大的商品的过剩。 经济危机对工人最大的

危害就是使工人大批失业,他们没有任何的生产资

料和生活资料,只能依靠出卖自身劳动力来获得工

资,只有工资才是他们唯一的生活资料来源,但在经

济危机期间生产过剩、工厂倒闭,他们被迫离开工厂

流落街头,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等待他们的只有饥

饿和死亡。 在危机过后经济开始复苏,然后进入到

繁荣阶段,对工人来说这是最好的阶段,因为资本为

了剩余价值必须吮吸劳动力,而只有活的劳动力才

能提供剩余价值,但是在最好的阶段工人也不能像

原来那样能够全部进入工厂,由此就形成了资本主

义社会特殊的人口规律,形成了一支随时可供资本

剥削的相对过剩人口,这里的过剩是相对于资本增

殖需要而言,资本是不缺乏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资源

的。 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工人之间出现了为争夺

就业岗位的激烈竞争,结果造成一部分人过度劳动

而另一部分人却无事可做,经济危机经常还会把一

些中间阶级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从而使他们之

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工人之间的竞争对资本家最有

利,因为这能够不断地压低工人的工资,使工人的工

资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 经济繁荣的阶段总是非常

短暂的,紧接着又是滞胀和危机,这种现象在资本主

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周期性发生着,给工人造成的危

害程度越来越深,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越来越严重。

三、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彻底摆脱贫困的策略

与方式的分析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下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

进行全面分析后指出,无产阶级要摆脱贫困就必须

采取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无产

阶级专政,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没有剥削和压迫

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决定其必然灭亡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过程进行深入

研究后,也曾客观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步

性,它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向

前发展,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

社会的弊端也暴露无遗,突出表现就是经济危机的

周期性爆发,这既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
给广大工人群众带来深重的灾难。 对此马克思指出

资本主义社会有其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资本主义

进行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商品的使用价

值,而是为了获取其中的交换价值并使原有价值不

断地进行增殖,资本主义的这种生产以不断扩大的

规模进行着,使整个社会充斥着大量的商品堆积,由
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这些劳动产品不归直接

生产者所有,而是归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资本家所

有,工人得到的只是资本家付给他们的工资,这些工

资甚至不能维持工人最低的生存所需。
因此,在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趋

势,在另一方面却是劳动群众的消费不足,从而出

现社会生产过剩、商品积压、企业倒闭、信用崩溃,
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这里的生产过

剩并不是绝对的过剩,广大劳动者有对商品的实际

需要,但是对它们却没有支付能力,而资本家则可

凭借掌握的生产资料,迫使工人无偿为其生产剩余

价值,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好像

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

限” [9]548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经济危

机就不可以避免地发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

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不得不埋葬一部分生

产力才能缓解危机,但资本又一刻也不能停止生产,
否则就不能实现“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 [7]714 的目

的,于是就造成生产与危机的恶性循环。 从资本主

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来看,当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达到再也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的命

运也就不可避免地终结了,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

盾运动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自身的否定,在矛盾

运动中使自己走向灭亡。

(二)无产阶级要通过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自我否定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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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但像其他任何剥削阶级社会一样,决不会自动退

出社会历史舞台,而是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统治地

位。 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出现过工人反抗资

本家的斗争,他们捣坏机器、烧毁工厂,要求提高工

人工资、改善工作环境,但由于斗争的自发性和分散

性,结果都被资产阶级的暴力所镇压。 随着社会化

大生产的推进以及工厂制度的建立,工人阶级的队

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工人内部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也越来越强,曾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工人起义,他们

不仅要求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还要求普选权实行

人民宪章,这说明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觉醒,有计划地

组织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虽然当时工人阶级

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再加上统治阶级对工人的疯狂

报复,这些起义先后都遭遇到了失败,但在世界工人

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

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马克思对工人运

动的评价很高,指出工人阶级已经意识到他们自身

所处的地位以及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对待,正在从自

在阶级转为自为阶级、从经济斗争转为政治斗争。
对于工人起义失败的原因,马克思指出不但要有革

命的实践,还要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工人必须清楚

地认识到使他们遭受贫困的根源,必须要有明确的

斗争对象和斗争策略。 同时,马克思还对当时社会

上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批判,有的思想家认为只

要工人在头脑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征服了资

本的范畴,那么工人就在社会现实中克服了所遭遇

的各种不幸,对此马克思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

现什么东西” [6]320,纯粹的思辨活动是根本解决不了

任何问题的, “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

毁” [6]11,而无产阶级就是改造旧社会的物质力量。
一些社会改革家看到了工人运动给资本主义社会带

来的威胁,企图用社会改良的方法调和阶级矛盾,使
工人阶级放弃进行阶级斗争的想法,马克思指出这

是对工人十足的欺骗,是想把阶级冲突控制在资本

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使广大劳动者被雇佣的地位永

恒化,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不断提供资源。 工人阶

级不能对资产阶级抱有任何幻想,只有进行现实的

运动、采取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达到

自己的目的。

(三)无产阶级夺取政后要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贫困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
不仅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剥削人和压迫人的本

质,以及把劳苦大众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其

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

提到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后,要建立无产阶

级专政、实行社会公有制,把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都

集中在国家手中,并利用一切生产工具大力发展社

会生产力,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满足人们生活“绝对

必需的实际前提” [6]538,否则“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

困的普遍化” [6]538,在极端贫困下人们又陷入争夺生

活必需品的斗争中,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就会重新出

现,所以要想彻底摆脱贫困还必须有高度发达的生

产力,因此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
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8]52。 马克思指

出在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后,要重新建立个人所

有制,这里的个人所有制不是要恢复资本主义以前

的那种个人私有制,比如小农的私有制或者是小生

产者的私有制,而是实行公有制,个人作为社会中的

一分子共同地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作为劳动结果

的劳动产品也就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劳动再也不

表现为被迫的强制性的劳动而是自由自觉的劳动,
不会像以前那样人们在劳动中感觉到自己是非人的

存在、感觉到“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 [6]715。
马克思还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可能

一下子就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中间需要一个过渡

阶段,而这个过渡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的不发达阶段,
在这个阶段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因此实行的是按

劳分配,在真正进入到共产主义以后,劳动就不再是

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也就是我们

常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们在劳动中真正感

受到人的本质的充分确证,这些都是以高度发达的

社会生产力作为条件的,所以必须要彻底消灭资本

主义私有制、彻底推翻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

生产力得到解放并得到充分的发展。 在未来的共产

主义社会,科技的发展和机器的使用也不再是延长

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剥削剩余价值的手段,而
是节约人们从事社会劳动所需时间的重要方式,使
人们有足够的空闲来充分发展他们的个性,使自身

的体力和智力都得到全面的发展。

四、当代启示

　 　 马克思通过对无产阶级贫困问题进行全面分

析,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剥削人和压迫人的

本质,论证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

然性,为无产阶级彻底摆脱贫困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这对于我们当今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方

面,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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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义。 同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事物一样,资本

主义社会也是不断运动变化的。 特别是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力量

的不断壮大,以及他们为争取自身利益所进行的斗

争,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资产阶级为

了维护自身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利益,采取了一些缓

和阶级矛盾和劳资矛盾的措施,例如提高工人的工

资水平、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扩大公民的权力、实
施全民化的社会福利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劳动

者的需要,缓和了阶级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

义的本质发生了任何改变,因为生产资料仍然是资

本主义私有制,国家政权仍然掌握在少数资产阶级

手中,就像马克思所说“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
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

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

他们的剥削” [7]714。 也有观点指出,随着当今科学技

术的飞速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许多无人工

厂,完全由自动化机器来进行生产,在那里不存在对

工人的剥削关系。 从表面上看确实没有工人进行直

接生产,但生产这些高端设备却耗费了大量人力,耗
费了数倍于简单劳动的复杂劳动,马克思曾指出机

器只能转移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剩余价值只能由

活的劳动力来创造,资本主义国家无人工厂的出现

并没有消除对工人的剥削。 总的来说,只要生产资

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还存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

制度还在运行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就

不会发生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和压迫性也

就不会改变,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一点。
另一方面,对于我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

要的启示。 第一,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与资产阶

级维护少数人利益的立场不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

站在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

和劳苦大众的利益做辩护。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

的本质属性” [10]19,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

政治立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坚持人民至上,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紧紧

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解

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逐步缩小不同群体

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和均质化,使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

体人民;第二,“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

制度” [10]46-47,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生产决定分配,有什

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 当前我国

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了我国的分配方式

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是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既然是“以按劳分

配为主体”,就要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依法

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

中的比重” [10]47,鼓励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勤劳来致

富。 既然“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就要“完善按要素

分配政策制度” [10]47,提高土地、技术、管理、数据等

要素的流动性,使其充分参与到社会的分配中,以此

来增加群众的要素收入;第三,要依法规范和引导我

国资本健康发展。 资本具有逐利性,如果不加以规

范和约束,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危害,比如会导致

社会贫富分化等,因此要为资本设立“红绿灯”,“完

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 [11]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同

时又要深化对现阶段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

识,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发挥其作

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使之始终服从和服务

于人民和国家利益”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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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
 

System
 

Criticism
 

of
 

Proletarian
 

Poverty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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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investigation
 

among
 

workers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Marx
 

points
 

out
 

that
 

the
 

capitalist
 

system
 

is
 

the
 

institutional
 

root
 

of
 

proletarian
 

poverty
 

in
 

capitalist
 

society,
 

which
 

mainly
 

includes
 

the
 

economic
 

exploitation,
 

political
 

oppression
 

and
 

ideological
 

rule
 

of
 

the
 

proletariat.
 

What
 

the
 

capitalist
 

society
 

will
 

cause
 

to
 

the
 

proletariat
 

is
 

structural
 

and
 

overall
 

poverty.
 

At
 

the
 

same
 

time,
 

Marx
 

also
 

analyzes
 

the
 

accumulation
 

and
 

aggravation
 

of
 

proletarian
 

poverty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pointing
 

out
 

that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n
 

capitalist
 

society
 

is
 

the
 

accumu-
lation

 

of
 

poverty.
 

Therefore,
 

to
 

get
 

rid
 

of
 

poverty,
 

the
 

proletariat
 

must
 

take
 

revolutionary
 

means
 

to
 

overthrow
 

the
 

cap-
italist

 

system,
 

implement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d
 

establish
 

a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society
 

based
 

on
 

public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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