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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三维度探析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 
陈琪 

（重庆师范大学  401331） 

摘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九大对其进一步做出了阐述：“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蕴含的丰富辩证思想是我国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有力理论依据。在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下，明确发展方向、统筹发展全局、绘制发展宏图，对于在新

时代实现复兴宏愿具有重大意义。人的解放思想贯穿马克思的全部思想体系中，内容丰富，主要可以从三个维度对其进行把握：劳

动能力的解放、社会关系的解放、自我个性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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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讲话中提到：“马克思

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1]“人的解

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旨和最终理想，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思

想的重要方面。要理解“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首先要置身于马克

思的全部思想体系中，对“解放”的具体含义进行剖析。在马克思

看来“解放”就是要“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2]，

也就是一切“异化的扬弃”，从而打造“自由人的联合体”——共

产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

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

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这就明确了“解放的内容”：

人的劳动能力的解放、人的社会关系的解放、人的自由个性的解放。 

一、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三维度” 

1.1 人的劳动能力的解放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理

论：“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

样逃避劳动。”[4]人们在资本操纵的社会中，感受不到劳动的愉悦，

社会成员长期被固定地分配在相应的岗位上，劳动变成了谋生的手

段。人的劳动能力的解放就要打破使劳动成为不自觉不自由的活动

的藩篱。在马克思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

旧式分工的存在。原本意义上的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是人的本质

的自我确证，也正是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

但是在资本运行逻辑下，资本家凭借资本所有权，让劳动成为一种

异己的东西，它反过来支配和控制人们的劳动，钳制劳动者的主体

性，从而导致了人片面发展，劳动者成为了资本的奴隶。所以，马

克思认为必须废除私有制和旧式分工，用自由自觉的劳动取代雇佣

劳动，实现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让劳动者能够自由支配他的劳动

成果。 

1.2 人的社会关系的解放 

马克思通过对西方哲学传统思辨思想的批判，在《关于费尔巴

哈的提纲》中对人的本质做出了全新的定义：“人的本质不是单个

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是离不开社会的，不仅要以社会的物质条

件为基础，而且必须同社会的其他成员进行交往，一个人能够发展

到什么程度与他所处的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由此，他根据

人的发展状况，对社会进行了划分。首先，是以“人的依赖”为标

志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们的活动的空间被限制在狭

窄的范围内，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是单一的。其次是以“人对物的依

赖”为标志的社会形态。这个阶段，由于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分工的

发展，资本迅速地把人们卷入世界体系中，人们的活动空间极大拓

展，人们的社会关系成为了多维的关系，实现了人类历史从地域性

向世界性的转变。最后，就是共产主义阶段。在这里，人们能够进

行广泛而自由的交往，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得到了扬弃从而成为真

实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之所以是真实的就在于它的可支配性。 

1.3 人的自由个性的解放 

人的个性的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的个性的解放就是

意味着从他所属的特定阶级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消灭旧社会得以生

存的条件。人类早期，由于对自然条件的“一无所知”，人们不得

不结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共同生活，单独的个人无法生

存，人的自我个性更无从提及。人的自由个性在封建社会有了一定

程度的发展。家庭成员能够自己自由安排生产劳作，人们的自由个

性得以萌芽。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拓展了人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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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延长了人们的自由时间，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自主性都

得到了极大提高，这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进步性。但是，随

着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的激化，社会的生存条件变得越发不能适应

人的发展需要，人的自由个性自然一去不复返了。 

任何社会人的自由个性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由此，马克

思认为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实现人的自由个性解放的有效途

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人人各尽其能，从而实现人的自由个性

的解放。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人的解放理论的继创性发

展 

2.1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着“人的本质” 

马克思“人的本质”的见解，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人的本质

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二是人的本质是人的劳动。一般传统教科书更

倾向于第一种观点，也有学者认为人的本质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对

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和把握，首先要明确人的社会关系是在劳动

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只是劳动的产物，也就是“活的劳动”的

“固化”存在形式。此外，人的本质是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生成的，

人的本质会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其实就是会随着人的劳动

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人的本质的具体特征只能在丰富多样的社会关

系中得到体现，把个人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对人的本

质的真正把握。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在全面把握人的本质的丰富性

的基础上，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发展战略的支点，不断满足人民多

层次生活需要，为人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撑和精神支持。

同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为人的发展构筑和谐社会，

不仅旨在实现人与人的良性互动，更放眼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让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自由自觉地劳动，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

复归。 

2.1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于“现实的人” 

马克思的视野中，“人”是“现实的人”，即处于一定的社会关

系中能动地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人。只有“现实的人”才能从事各

样的生产活动，才能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自由人的联合体”

即“现实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人”正

是以马克思的“现实的人”为理论遵循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

个最大实际出发，总结历史发展经验和现实发展条件得出的理论总

结。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于“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才

能组成“现实的社会”，由此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

斗目标是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每一个中

国人都能搭上时代快车，都能在时代的发展中求得个人进步，从而

以个人的进步更好地推动时代的发展。它是历史的理论产物，也是

时代的智慧结晶，更是行动的价值导向，在新时代的发展中彰显出

真理魅力，为中国的发展续航聚力。 

2.2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最终理想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而不是片面发展。前面已经论述到人的解放主要包括三个维度，解

放的内容其实就是发展的目的，因此人的发展也应该主要包括三方

面的发展：劳动能力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自由个性的发展。

这三方面的发展，应当作一个协调的有机整体看待：劳动过程也就

是人的本质的生成过程，人的本质只能在劳动过程中得到确证，因

此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应当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首要条件；发展

空间延伸性的大小，发展时间柔韧性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人们的发展

程度和水平；人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是社会条件与人的发展适应

与否的检验标准和衡量尺度。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正是

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而作出的顶层设计，也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具体落实。这些战略举措都是为了推动社会

的有序发展，而社会的协调发展的最终都要落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上，人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无论从微观的个体的看，还是

从宏观的整体的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都是社会发展的最高价

值目标和永恒的价值追求。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人的解放

理论的新的时代表达，新的理论解读。它与时俱进地回答了新时代

的中国发展“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发展要

节约的根本问题。从中国发展实际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

中国社会的发展增添了崭新动力；从世界发展趋势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为世界无产者的解放人类解放的崇高事业贡献了中

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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