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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利益关系失衡的理性审视
∗

———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利益—特殊利益”的矛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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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共同利益—特殊利益”的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重要内容，为考察利益关系提供

了科学的分析视角。 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利益—特殊利益”体系中共同利益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共同利

益的根本在经济层面，主体是人民群众，最基本内容是保障民生，最高实现形式是共同富裕。 在我国的改革

进程中，“共同利益—特殊利益”体系呈现出“倒逼—错位—失衡”的演变路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纠偏利益

关系失衡：以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以民生为导向，强化共同利益的主导地位，并通过加强政府干预和规范

权力运行来抑制特殊利益的过度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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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物质动因（许涤

新，１９８０） １３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

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不仅极大地促

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对利益关系格局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改革是一场

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 在此过程

中，我国已经从传统体制下利益均等的社会，进入

了一个利益不断分化的社会。 然而，随着利益差异

的不断扩大以及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

不断加剧，利益关系呈现出失衡的态势，已经对经

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 在此背景下，
我们亟须“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２０１４），

深入把握当前利益失衡问题，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

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一、“共同利益—特殊利益”矛盾分析的

基本内容

１．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概念及其辩证

关系

　 　 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是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

中的一组重要范畴。 共同利益是指一定范围的人

类群体所共同认可、共同追求、共同拥有的利益，是
作为连结群体内部成员的纽带而存在于他们之间

的相互依存关系。 马克思深刻指出：“共同利益不

２３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１０；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１９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１４ＳＫＨ０８）
　 作者简介：易淼（１９８７—　 ），男，湖北监利人；讲师，博士，在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任教，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研究；Ｅｍａｉｌ：ｙｉｍｉａｏ＠ ｃｔｂｕ．ｅｄｕ．ｃｎ。
赵磊（１９５７—　 ），男，黑龙江依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财经科学》常务副主编，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研究。



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
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

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马克思 等，２００３） ２８特殊利

益则是指利益共同体内部成员“所追求的自己的特

殊的、对他们来说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

益”（马克思 等，２００３） ２９。
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存在着辩证关联。

一方面，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存在着对立，“因
为特殊东西在其单独活动中总是整体的敌人” （马
克思 等，１９５７） ３４４。 马克思曾进行对庸俗学派的“利
益调和论”作了深刻的批判，指出“从这种抽象的说

法”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

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

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 （马克思

等，１９７９） １０２所谓“普遍的否定”，即共同利益与特殊

利益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对立。 另一方面，共同利益

与特殊利益之间又存在着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曾

批判施蒂纳无法从物质根源层面来领会共同利益

和特殊利益的关系，只能从情感的意识形态的形式

出发来片面地、极端地将两者对立起来，也就无法

理解“生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

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 （马克思 等，
２００３） １０４。 而且，在利益共同体内部，共同利益“总
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的” （马
克思 等，２００３） １０５，因此反映了每个成员特殊利益的

共同之处。 对于这种统一性，冯友兰先生谓之“如
众灯明，各遍似一”，每盏灯都发出各自的光，在同

一空间内就像是一个光了（冯友兰，１９６３）。

２．“共同利益—特殊利益”的矛盾分析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只要生产力还不是

高度发达、自然性分工没有被消灭，那么共同利益

和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就不会消失。 共同利益和

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在“共同利益—特殊

利益”视角下的利益关系分析既涉及利益分析，又
涉及矛盾分析。

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

矛盾，反映在利益层面就是虚幻的共同利益与真实

的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通过国家的形式

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统治，反映在利益层面就是通过

“虚幻的共同体”对特殊利益进行干预和约束。 “矛
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

次要的”（毛泽东，１９９１） ３２２。 一般而言，共同利益和

特殊利益分别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存

在于彼此矛盾关系之中。 在阶级社会中，共同利益

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体现的是哪一种利益占支配

地位，哪一个阶级占统治地位，同时决定了利益关

系的性质。 同时，共同利益作为利益共同体的“重
心”，起着整合各种特殊利益、维护整个利益关系格

局稳定的重要作用。
另外，矛盾的主要和次要方面是可以相互转化

的，使得事物的性质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在特定的

阶段或背景下，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在矛盾关系中

的地位也会发生相互转化。 在此过程中，作为利益

共同体“重心”的共同利益一旦丧失矛盾主要方面

的地位，就会使得整个利益关系体系发生“重心倾

斜”，造成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在矛盾关系中的错

位，进而导致利益关系失衡。 此时，如果特殊利益

代表着新的方面、进步的力量，那么这种利益失衡

具有必然性和进步性；特殊利益必然会在抗争中不

断壮大，上升到支配地位，使得利益格局发生进步

性的变革。 相反，如果特殊利益代表的是旧的方

面、落后的力量，那么它可能在新旧制度变革时期

的拉锯战中暂时获取主导和支配地位。 这种利益

失衡以及利益关系格局的变革，就是一种历史的倒

退，具有偶然性和反动性。

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同利益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同利益，反映的是社会主

义制度下全社会的共同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 正

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同利益，不仅要抓住一

切社会制度下共同利益的共性特征，而且要辨清其

与其他社会制度下共同利益的本质区别。

　 　 １．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利益的根本在经

济层面

　 　 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利益的根本在经济层面。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利益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

的根本的物质动因，是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其他

利益的基础。 马克思曾指出，“使广大群众、使整个

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得整个阶级行动

起来的动机”，“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的“动
因”或“动力的动力”，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经济利

益”（马克思 等，１９９５ａ） ２４４⁃２４６。 因此，经济层面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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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利益，是凝聚社会主义全体成员力量推进社会主

义建设的根本的物质动因。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片面

强调精神层面的作用，忽视甚至敌视经济利益。 这

无疑压制了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欲望，挫伤了生产

的积极性，进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开

放后，经济利益得到了重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物质需求得以满足。 党的十六大提出，“营造鼓励

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

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

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

人民”，即围绕共同的经济利益，社会成员能够各尽

所能、各得其所，从而激发社会生产力的提升。

　 　 ２．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利益的主体是人

民群众

　 　 只有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可以称为真实的

共同利益。 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为了掩盖狭隘

的阶级私利，总会将自身少数人的利益说成是全社

会的“共同利益”。 显然，这种“共同利益”不是真实

的，而是虚幻的；其实际主体不是作为绝大多数人

的人民群众，而仅仅是作为极少数人的剥削阶级。
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

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人剥削人的现象不复存

在。 作为人民群众中最主要组成的无产阶级取得

了统治地位，整个国家政权的性质已经转变为人民

民主专政。 于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

的，形成了全社会的真实的共同利益。
我们知道，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

政。 无产阶级与以往所有统治阶级最大的不同是，
它作为真正能够解放全人类、真正代表全社会共同

利益的阶级而存在。 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历史

使命，决定了它不仅要为本阶级的利益斗争、奋斗，
并且还要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己任，因为只

有解放了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获得最后的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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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的运动。”（马克思 等，１９９５ｂ） ２６２因此，在社会主义

社会里，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始终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包括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主义劳动者以及拥

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在内的人民群众

的共同利益。

　 　 ３．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利益的最基本内

容是保障民生

　 　 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保证以及基本发

展需求等民生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利益的

最基本内容。 如果民生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那么

共同利益就无从谈起。 民生不是抽象的概念，有其

具体内容。 只有将民生的具体内容落到实处，谈民

生才有实际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
“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

活”（胡锦涛，２０１２） ３４，深刻指出了民生的具体内容。
回顾我国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民生各领域在

三十多年里都经历了重要变革。 这些民生领域的

改革，其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改善民

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具体而言，
每一个领域的改革，都有其鲜明的改革目标。 比

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
教育改革就是要“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

为核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国务院批转关于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指出，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就是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

格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意见》指出 ，医疗改革就是要“适应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医药卫生需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素

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
指出，养老制度改革就是要“确保老年人生活、医疗

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

度改革的决定》指出，住房改革就是要“加快住房建

设，改善居住条件，满足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

需求”，等等。

４．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利益的最高实现

形式是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同利益，其最高实现形式

就是共同富裕。 贫穷落后不是全体人民的所期所

盼，体现不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少数人的富裕

也不是全体人民的所期所盼，同样也体现不了社会

主义的共同利益。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史中，只
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人，将“走共同富裕

的道路”鲜明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真正代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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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并予以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中，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

则”，要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
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习近平，２０１２） ９。 可以

这样认为，是否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区别社会主

义和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准，是区别真实的共同利益

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的重要标准。
当然，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时富裕，而是

需要通过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

动后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这一思路

既符合辩证法，也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只有

正确认识到共同富裕的分阶段性和每阶段之间的

统一性，才能深刻理解分步走的共同富裕政策体现

着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才能深刻领会改革开放以

来利益调整及分化的目的和意义在于追求最高形

式的共同利益。
　 　 三、“共同利益—特殊利益”体系的演

变：倒逼·错位·失衡

１．改革开放中特殊利益的强化

　 　 相对于共同利益的共享性、整体性和长远性而

言，特殊利益往往体现的是独享性、个别性和既得

性。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随着私人资本的合法化

与权力的资本化，特殊利益逐渐显现为私人资本和

权力的利益。 无论是合法化的私人资本还是资本

化的权力，根本上都极力谋取独享的、个别的、既得

的利益。
在私人资本方面，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

强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私人资本在改革进程中重

获新生，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必要的作

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私人资本在规模和

范围上迅速扩大。 在规模上，私人资本体现出自我

膨胀和强化的特征，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

大；在范围上，私人资本既为市场延展了边界，又为

本身扩大了栖身空间。 除极少数国民经济命脉部

门之外，包括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在内的绝大

多数领域都已被私人资本涉足。 在这些领域里，私
人资本不断扩大自身规模和影响，按照逐利本性去

攫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 作为私人资本集中体现

的私营企业，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中最活跃、增
长最快部门的领航者。 据统计，国内私营企业在

ＧＤＰ 产值中占 １ ／ ３ 至 １ ／ ２ 左右，其雇佣就业人员 １
亿以上，并且与外资私人企业一起提供了我国大约

７５％的就业增长以及 ７１％ 的国家税收 （Ｍｃｎａｌｌｙ，
２０１０）。

在权力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一切权力应

归全体人民共同行使。 然而，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

段，人民群众还无法在全社会范围内直接行使国家

各项权力，只能以选举的形式将权力委托给一部分

人。 于是，这就使得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成

为可能。 在市场经济中，包括权力在内的一切有使

用价值的东西，都具有在市场进行交换的内在冲动

（赵磊，１９９３）。 对于权力而言，若这种冲动得不到

有效制约，权力就会出现资本化，滋生腐败，成为一

部分人的资源并被用来谋取自身特殊的利益。 改

革开放以来，这种权力资本化的现象十分突出。 一

方面，权力资本化表现为权力对不当利益的直接获

取，比如乱收费、小金库、挪用公款等；另一方面，权
力资本化还表现为权力对不当利益的间接获取，比
如改革之初的“官倒”现象，以及当前层出不穷的非

法批地、人事腐败、采购腐败、工程腐败；等等。

２．利益自觉下特殊利益的倒逼

随着特殊利益的“利益自觉”不断强化，它们从

利益的“自在”状态逐渐转变为“自为”状态。 在这

样的情况下，特殊利益试图摆脱对社会主义制度下

共同利益的服从，以便持久地、不受约束地自我膨

胀。 于是，私人资本及权力的特殊利益对社会主义

制度下的共同利益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倒逼，并且表

现出力量上的威胁性和行动上的主动性。
在共同利益最高实现形式的共同富裕层面，这

种倒逼的主要表现是消融“共同富裕”的物质性、现
实性内涵，将“共同富裕”口号化、形式化、遥远化。
这必然造成全社会贫富悬殊局面的形成和持续。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２０００ 年我国的基尼系

数为 ０．４１２，已经超过了 ０．４ 的国际警戒线；２００３—
２０１４ 年的基尼系数均高于 ０．４６，其中 ２００８ 年达到

了峰值（０．４９１）。
同时，在共同利益最基本内容的民生层面，这

种倒逼就更为明显，并在一些现实案例中得以清晰

呈现。 比如，在劳动就业方面，本是更好维护广大

劳动者权益的《劳动合同法》，在出台的过程中却遭

受了特殊利益的层层阻挠。 虽然该法案于 ２００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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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月得以通过，但其最终正式稿相较草案一审稿而

言，对特殊利益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臧筠，２００７）。
再比如，在住房领域，２００３ 年 ６ 月中央出台 １２１ 号

文件，旨在抑制当时的房地产过热。 然而，在房地

产商特殊利益的逼迫下，国务院又旋即发布 １８ 号文

件以“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并明确了房

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直接推翻了 １２１ 号文件的基

调（杨帆，２０１０） ２７７；等等。

３．利益错位下的利益关系失衡

私人资本及权力的特殊利益对共同利益进行

倒逼，使得“共同利益—特殊利益”体系随之发生变

化。 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为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

间矛盾的尖锐化，而且反映为两者在矛盾主次要方

面地位中的“错位”。 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

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毛泽东，１９９１） ３２２。 在这样

的情况下，共同利益体现不出矛盾主要方面的地

位，特殊利益却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矛盾的发展，
并阻碍了共同利益的实现。

在当前，虽然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丰硕

成果，但是相应的经济利益却以难以想象地速度向

少数人集中。 比如，２００９ 年我国资产过千万元的人

数已达 ８２．５ 万，资产过亿的人达 ５．１ 万；２０１１ 年，资
产过千万元的人数增加至 ９６ 万，资产过亿的人达 ６
万。 这一增长的速度名列世界第一，超过任何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吴宣恭，２０１２）。 可以发现，
在全社会贫富悬殊、基尼系数长期高于警戒线的同

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依旧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作为

特殊利益的“先富”的逻辑，而难以体现出作为共同

利益的“共富”的方向，使得“先富更富、待富难富”
的态势日益显著。

另外，在民生的各领域，特殊利益对共同利益

进行倒逼的负效应也日益彰显。 一方面是私人资

本追逐最大化利润，权力攫取寻租收益，两者都实

现了自身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则是广大人民群众必

须面对上学难、看病难、收入少、养老难、住房难等

一系列民生难题。 这样的现实，与民生各领域改革

的预设目标之间形成了鲜明反差。 可以发现，民生

领域的发展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特殊利益所扭

曲，偏离了各领域共同利益的追求方向，难以体现

共同利益的要求。

于是，私人资本及权力的特殊利益对共同利益

的“倒逼”，以及由此形成的“错位”，造成了利益关

系格局的“重心偏离”，使得共同利益难以主导当前

“共同利益—特殊利益”体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整
个“共同利益—特殊利益”体系不再保持相对稳定，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共同利益的追求不可避免地出

现偏离，导致利益关系失衡。

四、结语

当前我国利益关系失衡，不仅阻碍生产力提升

和经济发展，而且是一柄威胁社会和谐稳定的“达
摩克利斯之剑”。 因此，纠偏利益关系失衡，应是当

前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只有如此，才
能把新一轮改革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

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有效扭转当前利益关系

失衡局面，需要强化共同利益的主导地位，抑制特

殊利益的过度膨胀。 具体而言，要坚持共同富裕，
坚持民生导向，强化共同利益的主导地位；要加强

政府干预和规范权力运行，抑制特殊利益的过度膨

胀。 总之，以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以民生为导向，
强化共同利益的主导地位，并通过加强政府干预和

规范权力运行来抑制特殊利益的过度膨胀，应是当

前纠偏利益关系失衡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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