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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陈源彬 

（南昌大学  江西省南昌市  330031） 

摘要：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来源于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阐述以及费尔巴哈的唯物

主义思想。对市民社会政治经济学的解剖促进了唯物史观的形成，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就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民社

会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而出现的，但却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产物，在市场经济充分存在的社会形态中都有市民社会的身影，

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从理论意义来说，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不仅是对他之前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深刻反思与总结，还促进了人们理解

和认识市民社会，为解读和评价当今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视角与依据。从现实意义来说，我国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马克思市民

社会理论为我国的经济、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指导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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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年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渊源 

1.1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的，其形成

时间在国家之后，因此，必须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在黑格尔的市

民社会理论中，人们都以自身的存在为前提，满足私利是首要的，

目的是获得 大利益，其他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只有同别人发生

联系，目的才得以达成，他人不过是市民社会中的人实现目的的工

具。 

黑格尔此时的理论逻辑：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逻辑是成立的，

因为他认为国家、市民社会分别代表了公共利益、私人利益，公共

利益决定私人利益的逻辑可以使整个社会笼罩于象征着公共利益的

国家的安全网下，以便营造出一个和谐的社会状态。但是他却忽略

了当时的社会性质以及阶级利益分化的实质。 

1.2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 

在《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刚要》中，费尔巴哈如是说，“存在是

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
[1]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地位，并重新确立了主客

体之间的关系。可见，费尔巴哈充当了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引路人的角

色，给黑暗中的马克思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虽然没有直接地以市民

社会理论去影响到马克思，但是却在其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的转

向中，在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途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马克思虽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合理内核，然与其还是有着质的区

别。他指出，费尔巴哈仅仅是将人看作自然的对象或实体，而不是

放在社会领域中去研究，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

只是在自然领域内，费尔巴哈表现为唯物主义，一旦进入社会领域，

他便堕入了唯心主义。 

2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在唯物史观形成中的地位与作用 
2.1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阐释 

马克思在《形态》中，通过深入分析市民社会与国家两者之间

的关系问题，进而得出了市民社会是国家与上层建筑的基础的正确

认识。对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析模式，马克思在对社会结构分析

的过程中，将其转换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实际上成为市

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类比形式，这样一来，“马克思就能够从动态的

意义上分析不同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9]。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加以论述：“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

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

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0]在马

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作为由交往关系构成的社会生活领域，不仅构

成了国家存在的基础，还成为上层建筑的基础。这两者在互动过程

中相互作用、制约和影响，在彼此不断调整中相互适应，从而构成

了社会发展的生动场景。 

2.2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超越：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 

马克思把“克服市民社会的局限和政治解放问题结合起来，揭

示出了政治革命的限度。”[12]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的解放联系

起来，进而寻求人的解放路径。马克思是如何论证超越市民社会与

国家的局限性？有论者指出：“就必须与资本逻辑的颠覆结合起来”
[13]，推翻资本对人的制约与限制，将人从异化劳动的压迫下解放出

来，使人的本性得以复归，从而突显出人的价值和意义。纵观马克

思的一生追求，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不懈的追求，也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应有之义，当今需要继续 拓这一片疆域。 

一方面，马克思对政治解放与宗教解放进行了区分。政治解放

的实质就是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同人民相异化的

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14]。马克思肯定

了政治解放具有的积极作用和意义，认为它推翻了旧有的封建专制

统治，这对人们来说无疑是一次大解放。然而，政治解放还不彻底，

国家仍然以“虚幻共同体”的形式存在，标榜代表“共同利益”的

资本主义国家依然高高在上，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普通人的利

益被践踏。 

另一方面，马克思克服政治解放的局限性，走向人的解放。在

市民社会中，由于人们受到异化劳动和不合理分工影响与束缚，个

人的解放还尚未实现。在私有制下，个人受到资本力量和世界市场

的制约，成为资本化运动的牺牲品，个人原本具有的内在张力在资

本面前瞬间被击毁，人变得渺小而微弱，不仅使许多人在物质上变

得一无所有，由于心理上遭受的沉重打击，对于未来的恐惧感和无

助感油然而生，精神上的漩涡和黑洞久久不能退去。 

3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意义 

3.1理论意义 

3.1.1揭示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真实关系 

虽然马克思也持市民社会和国家相分离的观点，但与黑格尔存

在着实质性的区别。因为，不仅仅是简单的国家和市民社会谁决定

谁的问题。虽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

观实际，但马克思并不同意黑格尔把二者对立起来。虽然，马克思

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他认为，二者的分离是相对的而不是

绝对的，是表层的而不是根本的，实际上存在着实质性的统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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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的成员和作为国家的公民是同一个人。马克思认为二者的分

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市民社会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历史使命，马

克思讲述的也只是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前提下的市民社会理论。 

3.1.2为唯物史观提供理论前提 

唯物史观诞生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的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萌芽，对唯物史观的形成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辟了一条通向唯物史观的道路。在探索市民社会理论的道路上，

马克思扬弃并超越了黑格尔把市民社会概括为“需要的体系”的理

论。他把市民社会定义为：一切物质交往，不仅囊括了“需要的体

系”，还涵盖了一切社会关系，他不是从观念领域探究市民社会与国

家的关系，而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去研究市场经济前提

下的市民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

义哲学和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进行了清算，彻底与唯心主义和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通过对现实的人的现实的生产实践

的研究，首次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出发点。虽然，马克思表述的市民社

会是伴随市场经济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但“市民社会并不是资本主

义社会特有的现象，它存在于其前提条件得以存在的一切社会形态，

区别仅在于发展水平不同以及由此决定的在社会中的影响不同。”[16]

不同阶段市民社会中的生产、交往等活动就是唯物史观的基础。 

3.1.3阐述了市民社会发展的规律 

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形成以前，虽然市民社会一直存在，但

却不是现实的存在，虽然黑格尔先提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

把市民社会从国家中分离出来是一大进步，但由于黑格尔哲学本身

倾向于统治集团的利益，因此他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哲学观就必

然倒向统治阶级。人类的解放、社会的更替并不是简单地新社会取

代旧社会，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只有当社会发展

到人们能够忍受剥削的极限的时候，人民群众才会齐力反抗，一举

获得消灭阶级的革命斗争的胜利。随之，统治阶级就会被推翻，普

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持续对立也将不复存在，人们才能摆脱私有财

产和异化劳动的控制，市民社会才能脱离政治国家的沼泽域，进而

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3.2现实意义 

3.2.1完善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的本质概括为“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即把

市民社会界定于经济领域。市民社会产生以后，生产力的发展使人

们的需求不断增长、扩大，政府的垄断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全能

型政府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 

改革 放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行了市场经

济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摆脱了政府的家长式干预状态，解放了

生产力、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我国政府职能由家长式干预向服

务型政府转变。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的市

民社会的经济领域中，虽然市场经济获得了自由发展的前提，但只

有在市场经济自由运转的同时，在政府的监管下，将市场经济这只

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得见的手相结合，才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更好地发展，虽然马克思与黑格尔都提倡市民社会与国家的

分离，但此分离非彼分离，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中所主张的市民社

会与国家相分离的观点，是相对性的分离，不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相

独立、互不相干，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监督、相互

促进的关系。并且无论在哪个领域，在市民社会发展还不完备的情

况下，市民社会所起的作用就是和国家制衡，在相互制约中前进。 

3.2.2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理论前提 

我国目前提倡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所谓和谐，从根本

上说，莫过于公私利益的和谐、民与法的和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

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当前的市民社会发展中仍存在着诸多影响社会

和谐的因素，如医疗、住房、教育等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问题，

而如若民生问题处理不当，将直接影响到市民社会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反贪污呼声高涨，官员接二

连三下马，在代表民意的领导人的带领下，人民群众万众一心，齐

心协力拥护党的领导，推动了我国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体现了马

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中包含的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的相关理论对我国

民主政治发展方向的指导。马克思主张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相对

性，市民社会是作为政治国家的基础而存在的。在现阶段的我国，

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人民群众是市民社会的主体，为防止国家

权力过于垄断集中，市民社会起着不可小觑的制约力量，通过对国

家的适度制衡，实现和谐发展的目标，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坚实的

社会基础。 

结语 
在市民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应为重中

之重。因为市民社会的主体是人，而且是现实的人，马克思以现实

的人的需求为起点，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进行了批判性研究。试想，

如果他没有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与被剥削的现实存在，即使发

现了，也不是以现实的人的需要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是久经实践

检验的科学真理，永不过时。它所坚持的科学立场、观点及方法，

对任何时代的理论及实践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本文中所蕴

含的市民社会理论体系的理论探索，也只是一个 端，还有待日后

的进一步研究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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