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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ꎬ 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ꎬ 不仅揭示了

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的非正义性ꎬ 而且指明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非正义的前提

条件ꎮ 由此ꎬ 马克思立足于共产主义社会ꎬ 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ꎬ 以自由劳动取代雇佣

劳动ꎬ 重建个人所有制ꎬ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ꎬ 展现了劳动正义的必由之路ꎮ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实践中ꎬ 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提出和推进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超

越ꎬ 也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注重物质财富而忽视主体价值的单一化发展模式的扬弃ꎬ 彰显了中国

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的科学认知和真正践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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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问题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ꎬ 也是当前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焦

点ꎬ 对该问题的解答已成为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要求ꎮ 经过长期的论争ꎬ 国内外学界

已对马克思的正义思想达成了相对一致的看法: 马克思持有一种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完全不

同的正义观ꎬ 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对正义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解答ꎮ 具体而言ꎬ 马克思正义

思想既没有预设先验的理性原则ꎬ 也没有落脚于分配的程序与结果ꎬ 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

方式的细致剖析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度开掘ꎬ 旨在消灭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的生产关系ꎬ 在人

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旨趣ꎬ 展现出一种新的正义样态ꎮ 毋庸置疑ꎬ
当前马克思正义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ꎬ 不仅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深刻诠释了马克思正义思

想的本真内涵ꎬ 展现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科学性ꎬ 而且凸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之间的紧密关联ꎬ 摆脱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束缚马克思正义思想研究的自由主义范式ꎮ 可是ꎬ 劳

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ꎬ 在马克思正义思想中扮演何种角色ꎬ 它能否被纳入其中并构筑起

马克思的劳动正义思想ꎬ 这无疑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ꎮ
近年来ꎬ 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从马克思的正义观视阈到唯物史观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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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的转向ꎬ 从不同维度探讨了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的逻辑进路、 批判意蕴和时代价值①ꎮ 现有基于

唯物史观视阈对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的解读ꎬ 主要侧重于从劳动正义与生产正义、 社会正义之间的

结构性关系出发ꎬ 揭示马克思从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角度对劳动的 “非正义性” 所展开的历史解构与

前提批判ꎬ 进而彰显马克思的劳动正义思想对 ２１ 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启示意义ꎮ 深入推进唯物史观视

阈中的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研究ꎬ 更应该聚焦这一思想本身ꎬ 系统考察其叙事逻辑、 前提条件和中

国意义显得尤为必要ꎮ

一、 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的叙事逻辑

劳动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一个范畴ꎬ 这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共识ꎮ 学界

认为ꎬ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始于对无产阶级被剥削与被压迫事实的观察与分析ꎮ 在深刻把

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规律后ꎬ 马克思认为ꎬ 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公正的关键在于资本家对工

人劳动的剥削ꎬ 而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重塑社会劳动关系ꎬ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ꎮ 可

以肯定的是ꎬ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与不公正的社会劳动的批判ꎬ 马克思挖掘和阐释了人类社

会高级阶段劳动的正当性ꎬ 真正搭建起整个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框架ꎮ 这就无怪乎美国学者艾伦伍

德、 齐雅德胡萨米和英国学者诺曼杰拉斯、 Ｇ. Ａ. 科恩等人在开启和进入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论域

后ꎬ 无论是从社会生产的发展、 劳动成果的分配ꎬ 还是从伦理道德规范、 满足个体需要等角度进行

论辩ꎬ 他们都未曾对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做法提出任何异议ꎬ 更没质疑他对资本主义社

会劳动的批判是非正义的ꎮ 在此意义上来说ꎬ 正义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衡量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的圭

臬ꎬ 劳动正义也应当被视为马克思正义思想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ꎮ
事实上ꎬ 马克思未曾对 “劳动正义” 进行直接和正面的阐释ꎬ 该论题的展开是随着他分析资本

主义社会现实和探讨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过程中而逐步呈现出来的ꎮ 一方面ꎬ 在早期的哲学批

判中ꎬ 马克思明确树立了此岸世界的思想视野以及哲学观照现实的历史任务ꎬ 突出了 “现实的人”
在分析社会历史问题中的基础地位ꎻ 另一方面ꎬ 在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ꎬ 马克思直接锚定工人

的现实劳动状况ꎬ 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表现形态和社会根源ꎬ 进而在厘清资本与劳动之

间的关系后ꎬ 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剥削本质ꎬ 为劳动的解放和劳动正义的实现提供了

正确路径ꎮ
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是其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哲学走向纵深的前提ꎬ 构成了 “劳动正

义” 的理论基础ꎮ 在经历 «莱茵报» 时期令人困惑的物质利益难题后ꎬ 马克思敏锐地发现ꎬ 德国古

典哲学尽管以理论的思辨性和体系的完整性而著称ꎬ 但它与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并不接壤ꎬ 无法对

人们的现实困境作出科学解答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 德国古典哲学建立在概念的推演和范畴的思辨运动

上ꎬ 它的 “批判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

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②ꎮ 那么ꎬ 无论是青年黑格尔派ꎬ 还是老年黑格尔派ꎬ 他们以黑格尔哲学为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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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包括: 毛勒堂的 «马克思的劳动正义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 «江汉论坛»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ꎬ 房广顺、 司书岩的 «论马克思恩格斯正义思想的深刻内涵» (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ꎬ 欧阳英的 «马克思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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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所进行的理论活动ꎬ 终究只是 “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①ꎬ 他们眼中的人也就被宣称为宗教的

人ꎮ 然而ꎬ 宗教观念以及宗教视阈中人的形象是马克思首先否定的对象ꎮ 他在 « ‹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 导言» 中指出ꎬ 宗教是现实世界的镜像反映ꎬ 即颠倒的虚幻世界ꎬ “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

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②ꎬ 它塑造了人们幸福的幻境ꎬ 妄图在天国的幻想中寻找

“人的本质”ꎮ
与此相对ꎬ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表明ꎬ 工业生产和物质财富对政治领域的影响已经成

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ꎬ 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基础ꎬ 以财富私人占有为根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生

产构建了人们现实生活的基本形式ꎬ 导致现代社会各个领域滋生出多重交织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矛盾ꎮ
如此一来ꎬ 宗教对彼岸世界的重视和对此岸世界的无视便使其在面对现实世界难题时采取回避的态

度ꎬ 完全无益于现实问题的解答ꎮ 基于此ꎬ 马克思强调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ꎬ “使
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ꎬ 来行动ꎬ 来建立自己的现实ꎻ 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

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③ꎮ 换言之ꎬ 只有将人置放在此岸世界的维度内ꎬ 恢复人的现实性ꎬ 资本主义

社会中的现实问题才能被追问和真正解决ꎮ
揭示人的现实性存在是马克思解答犹太人问题的核心题旨ꎬ 在他看来ꎬ 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

切任务是揭穿人的自我异化形象ꎬ 将真理从彼岸世界拉回至此岸世界ꎮ 以此观之ꎬ 鲍威尔关于犹太

人的探讨完全与人们的世俗生活和现实世界毫无瓜葛ꎮ 进而言之ꎬ 犹太人问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关

键点: 一是如何理解犹太人的身份ꎬ 他们究竟是宗教人、 政治人还是一般的人? 二是犹太人的诉求

内容ꎬ 他们所要求的究竟是宗教权利、 政治权利抑或是其他权利? 正是对这两点的误读ꎬ 致使鲍威

尔只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划定犹太人的宗教身份ꎬ 将其诉求与基督徒的权利进行对比ꎬ 试图以政

治的解放来摧毁宗教的枷锁ꎮ 实质上ꎬ 鲍威尔的做法受到黑格尔哲学的极大影响ꎬ 即以 “地上行走

的精神” 为基点来审视政治和社会问题ꎬ 不断地否定它们的特殊性ꎬ 以绝对理性的普遍性对之加以

统摄ꎮ 由此可见ꎬ 鲍威尔是以自上而下的理论态度检视犹太人问题ꎬ 他的政治解放针对的只是犹太

人的宗教身份ꎬ 只是将犹太人看作有特殊需求的宗教群体ꎮ 然而ꎬ 真正的问题在于ꎬ 只是抽象地探

讨 “谁应当是解放者” 和 “谁应当得到解放” 是远远不够的ꎮ “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ꎬ 才是

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ꎬ 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 ‘当代的普遍问题’ꎮ”④ 基于此ꎬ 从一种完

全悖于鲍威尔的视角来考察犹太人问题便是极为必要的ꎮ
马克思认为ꎬ 犹太人首先是一般的人ꎬ 其次才是宗教的人ꎬ 人的解放 “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

系回归于人自身”⑤ꎮ 这表明ꎬ 探索人的本质问题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关键所在ꎮ 然而ꎬ 人的本质是

什么? 需要去哪里寻找? 尽管在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 中ꎬ 马克思已经作出 “人的根本就

是人本身” 的判断ꎬ 但是ꎬ 他在反驳鲍威尔的政治解放路径时又进一步将人的本质与现实的 “各种

关系” 结合起来ꎬ 为历史唯物主义中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的经典论断奠定了基础ꎮ
鲍威尔的政治解放主张所专注的是政治权利ꎬ 即公民权ꎬ 而犹太人对个体需求的满足和对私利的追

逐是其在市民社会中的首要表达ꎮ 这就意味着ꎬ 犹太人想要的权利是一种 “人权”ꎬ 并非公民权ꎬ
而人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差别恰恰反映出个体与国家关系的分离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 “完成了的政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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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ꎬ 按其本质来说ꎬ 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ꎮ 这种利己生活的一切前提继续存在于

国家范围以外ꎬ 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ꎬ 人不仅在思想中ꎬ 在意识中ꎬ
而且在现实中ꎬ 在生活中ꎬ 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ꎮ 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

中的生活ꎬ 在这个共同体中ꎬ 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ꎻ 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ꎬ 在这个社会

中ꎬ 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①ꎮ 也就是说ꎬ 现实的人与政治国家是直接对立的关系ꎬ 政治国家是用抽

象逻辑演绎构建的单子化的公民社会ꎬ 覆盖和遮蔽了现实的人的存在ꎮ 它不关心人的现实生活ꎬ 更

无法以世俗的、 人的形式来反映人的现实生活的一切要素ꎮ 那么ꎬ 只有在经济生产生活即市民社会

中ꎬ 人才是感性的和现实的存在ꎬ 人的本质才能被真正厘清ꎮ
经过这种分析ꎬ 马克思便将目光投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实践ꎬ 试图从无产阶级的现实劳动状

况出发廓清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本质ꎬ 找寻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ꎮ 在他看来ꎬ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

矛盾的社会体系ꎬ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无法克服的自身弊病ꎬ 主要表现为内容与形式的相悖ꎬ 这

种相悖不仅存在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ꎬ 而且内存于无产阶级的劳动活动之中ꎮ 正因劳动活动

本身的这种相悖ꎬ 工人才饱受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ꎬ 遭受极为悲苦的历史命运ꎮ
马克思发现ꎬ 劳动创造的物质生产生活本身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ꎬ 具有普遍的必然性ꎮ 因

此ꎬ 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的所属关系是不容置疑的ꎮ 然而ꎬ 在资本主义社会ꎬ 工人的劳动并非仅

以满足个体生存的应然状态呈现出来ꎬ 而且是以一种独特的、 扭曲的形式表达出来的ꎮ 通过对商品

经济发展历程的整体分析ꎬ 马克思意识到ꎬ 平等是商品经济的首要原则ꎬ 贯穿于商品交换的全过程ꎮ
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ꎬ 平等原则必将得到有效的运用ꎮ 一方面ꎬ 资本主义社

会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ꎬ 商品的生产与流通确实以平等原则为基本规范而有序进行ꎻ 另一方面ꎬ
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不仅存在大量的商品生产与交换ꎬ 而且工人除劳动者之外还具有另一种身份ꎬ 即

劳动力的售卖者ꎮ 马克思指出ꎬ 资本家与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相遇ꎬ 前者作为买者ꎬ 后者作为卖者ꎬ
他们结成一定的交换关系ꎬ 使得劳动变成了雇佣劳动ꎮ

雇佣劳动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之处ꎬ 也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

劳动非正义性的重要切入点ꎮ 因为工资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乍看起来遵循了商品经济的平等交换

原则———资本家付给工人一定的工资购买其一定的劳动力ꎬ 工人进入工厂进行生产劳作ꎮ 或者说ꎬ
“看起来好像是资本家用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ꎮ 工人是为了货币而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②ꎮ 在

古典经济学家眼中ꎬ 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这种雇佣关系恰恰决定了工人生产出的劳动产品理所当然

地归资本家所有ꎬ 那么ꎬ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产品分配不应当用前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劳动者与劳

动产品的直接所属关系来衡量ꎮ 换言之ꎬ 资本家对工人劳动产品的占有是正当合理的ꎮ 由此推断ꎬ
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存在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ꎬ 雇佣劳动是资本家参与社会生产的 “公平手段”ꎮ
不容忽视的是ꎬ 古典经济学家的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工人党ꎮ 对此ꎬ 马克思在 «哥达

纲领批判» 中反驳拉萨尔时不无讽刺地说道: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 ‘公平的’ 吗?
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 ‘公平的’ 分配吗?”③ 当然ꎬ 马克思的反讽意在指

明真正的事实ꎬ 即雇佣劳动并非对平等原则的真实反映ꎬ 而是用形式的平等掩盖了不平等的劳动事

实ꎬ 是一种非正义的劳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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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ꎬ 通过对商品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的考察ꎬ 马克思揭示出雇佣劳动的

非正义性ꎮ 他指出ꎬ 从一般的商品生产来看ꎬ 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ꎬ 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

双重属性ꎮ 其中ꎬ 使用价值代表商品的天然属性ꎬ 能够直接满足人的某种特殊需要ꎬ 是由劳动者的

具体劳动创造的ꎻ 价值则代表商品的社会属性ꎬ 由劳动者的抽象劳动所创造ꎬ 是劳动产品进入流通

领域后获得的普遍性规定ꎮ 商品生产者或消费者不可能同时占有其使用价值和价值ꎮ 然而ꎬ 若将目

光聚焦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则会发现ꎬ 它具有区别于一般商品经济的特殊性ꎬ 实质上是一种 “价值

生产”ꎮ 这不仅因为工人将自身的劳动力与物质生产资料相结合ꎬ 改变其自然形态ꎬ 创造出新的商

品ꎮ 更重要的是ꎬ 工人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后ꎬ 首先弥补了资本家预付的工资ꎬ 继而又生产出更

多的价值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 这种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是雇佣劳动的特征ꎬ 构成了资产阶级生存和阶

级统治的基础ꎬ 也是工人遭受剥削与压迫的根由ꎮ
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时ꎬ 古典经济学家只注意到劳动的第一层内涵ꎬ 没有将理论触角深入

到劳动的第二层意义ꎮ 他们没有发现ꎬ 雇佣劳动是能够产生价值增值的劳动ꎬ 也就无法正确看待工

人被剥削与被压迫的事实ꎮ 因此ꎬ 破除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桎梏ꎬ 指明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本

质ꎬ 必须弄清楚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增值的原因ꎮ 马克思认为ꎬ 雇佣劳动的秘密隐藏在工资所购买的

商品之中ꎮ 这个商品并不是简单的物质表现ꎬ 而是工人本身的 “劳动力”ꎮ 换言之ꎬ 当资本家与工

人达成工资与雇佣劳动的协议后ꎬ 工人便将自身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让渡给资本家ꎬ 为其劳作以换得

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ꎮ 但是ꎬ 资本家在工人进入生产领域后ꎬ 往往采取延长劳动时间或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办法促使工人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劳动力的潜能ꎬ 即在弥补了自身预付的工资后ꎬ 又占

有了工人生产出的剩余价值ꎮ 这样一来ꎬ 资本家就占据了社会生产的大部分财富ꎬ 而工人只获得了

维持自身生存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ꎬ 并且只能依附于资本家ꎮ 马克思指出ꎬ “在资本主义制度内

部ꎬ 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ꎻ 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

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ꎬ 都使工人畸形发展ꎬ 成为局部的人ꎬ 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ꎬ 使工

人受劳动的折磨ꎬ 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ꎬ 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

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①ꎮ 由此ꎬ 通过对劳动力商品的科学分析ꎬ 马克思深入推进了他初涉政治经

济学批判时对工人现实劳动的论析ꎮ 在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ꎬ 马克思明确指出: “劳动为

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ꎬ 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ꎮ 劳动生产了宫殿ꎬ 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ꎮ 劳

动生产了美ꎬ 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ꎮ 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ꎬ 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

动ꎬ 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ꎮ 劳动生产了智慧ꎬ 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ꎮ”② 也就是说ꎬ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ꎬ 劳动对其产品的关系不再是工人对其劳动对象的关系ꎬ 也不是工人对其生

产劳动本身的关系了ꎮ «资本论» 的剩余价值理论表明ꎬ 在价值增值过程中工人饱受剥削和强制ꎬ
劳动产品、 劳动活动、 人的类本质以及人本身对工人而言仍然是对立的一面ꎬ 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

的异化性质仍然成立ꎮ 这种压迫与奴役人的异化劳动不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ꎬ 也不能体现人的发

展需求和本质力量ꎬ 这种非正义的劳动必须予以扬弃ꎮ

二、 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的前提条件

对劳动悖论的揭示是马克思正义思想形成的重要一环ꎬ 在此基础上ꎬ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

２１１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５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７４３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１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５３ 页ꎮ



会的生产秘密ꎬ 推动了批判资本逻辑的理论进程ꎮ 然而ꎬ 需要追问的是ꎬ 作为人类历史发展核心要

素的劳动为何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被贴上 “非正义” 的标签? 或者说ꎬ 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非正

义性源自何处? 这是本文想澄明的一个重要问题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雇佣劳动的本质内涵ꎮ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殊性在于ꎬ 从

事等价交换的主体是资本家与工人ꎬ 而等价交换的对象是工资与劳动力ꎬ 资本家以各种方式强迫工

人过度使用其劳动力ꎬ 致使工人在生产了自身价值之后又生产出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ꎮ 由

此可见ꎬ 剩余价值的产生是资本家强迫工人的结果ꎬ 决定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是非正义

的ꎮ 在此意义上ꎬ 马克思不仅揭露了雇佣劳动的非正义性ꎬ 而且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深层意

蕴ꎬ 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表达的不只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ꎬ 更基础和更具决定性的是它背后所蕴

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ꎮ 质言之ꎬ 作为决定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因素ꎬ 生产资料

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非正义的前提条件ꎮ
劳动问题与私有财产紧密相关ꎮ 马克思指出: “无产和有产的对立ꎬ 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

动和资本的对立ꎬ 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ꎬ 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 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

解的对立ꎬ 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ꎮ 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前进运动也能以最初的形

式表现出来但是ꎬ 作为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ꎬ 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ꎬ 和作为对劳动的排除的

资本ꎬ 即客体化的劳动ꎬ ———这就是作为发展了的矛盾关系、 因而也就是作为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

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ꎮ”① 在 «资本论» 中ꎬ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

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ꎮ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ꎬ 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ꎬ 而且以不断

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ꎮ”② 由此可见ꎬ 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ꎬ 劳动与资本之间才呈现出既对立

又统一的张力关系ꎬ 这种张力关系尤其表现为资本对劳动者及其所有权的支配和统治ꎮ 劳动与私有

财产的产生以及私有财产对劳动的压制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根本的症结所在ꎮ 基于此ꎬ 马克思

在探究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以及雇佣劳动之间关系的基础上ꎬ 历史地将资本主义社会非正义劳动的

前提条件定位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生产关系之上ꎮ
在对人的现实性问题考察时ꎬ 马克思发现只有抛弃抽象的理性国家观ꎬ 立足于经济生产的事实

才能对各种社会问题作出有效解答ꎬ 而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讲ꎬ 最大的经济事实正是生产资料的私人

占有ꎮ 但是ꎬ 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ꎬ 拥有私有财产是资本家天然的权利ꎬ 这是毋庸解释的公理ꎮ 因

此ꎬ 他们在阐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体系时ꎬ 将私有财产当作固定不变的前提ꎬ 先验地认定资本主义

的社会生产是符合正义规范的ꎮ 对此ꎬ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

发ꎮ 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ꎮ 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ꎬ 放进一般的、 抽象的

公式ꎬ 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ꎮ 它不理解这些规律ꎬ 就是说ꎬ 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

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ꎮ”③ 这就是说ꎬ 只有彻底洞察私有财产ꎬ 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ꎬ
进而发现工人被剥削、 被压迫的真正秘密ꎮ 因此ꎬ 尽管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极为肤

浅和脱离现实ꎬ 但对他批判私有财产的做法却大加赞赏ꎮ 在他看来ꎬ 蒲鲁东 “对国民经济学的基础

即私有财产作了批判的考察ꎬ 而且是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 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ꎮ 这就是蒲

鲁东在科学上实现的巨大进步ꎬ 这个进步在国民经济学中引起革命ꎬ 并且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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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真正的科学”①ꎮ 马克思认为ꎬ 如果从真正的经济事实出发ꎬ 资本主义社会不容忽视的问题是

工人劳动的非正常化ꎮ 在一般的商品生产中ꎬ 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是劳动力物化的过程ꎬ 是为了

获取劳动产品来满足自身的生活需求ꎮ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ꎬ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ꎬ 他们所拥有的

财富就越少ꎬ 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ꎬ 他们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ꎮ 换言之ꎬ 以满足自身生活需求为目

的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已完全丧失其原初的本质ꎬ 劳动产品、 劳动活动ꎬ 甚至人的类本质以

及人本身对工人而言都呈现出异化状态ꎮ
异化劳动不仅表达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现实生存状态ꎬ 而且展示了工人的自然身份对其社

会身份的屈服ꎮ 由于工人首先 “得到劳动的对象ꎬ 也就是得到工作ꎻ 其次ꎬ 他得到生存资料ꎮ 因

此ꎬ 他首先是作为工人ꎬ 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ꎬ 才能够生存ꎮ 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 他只有

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ꎬ 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②ꎮ 换言之ꎬ 工人在

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先获得社会身份ꎬ 才能得到维系其自然身份的生存资料ꎬ 即依靠社会属性延续

自然生存ꎮ 而这种社会身份及其所表征的生存状态ꎬ 对工人而言即是受奴役的悲惨生活ꎮ 在 «资本

论» 中ꎬ 马克思用生动形象的话语说道: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ꎬ
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ꎮ 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ꎬ 昂首前行ꎻ 劳动力占有者

作为他的工人ꎬ 尾随于后ꎮ 一个笑容满面ꎬ 雄心勃勃ꎻ 一个战战兢兢ꎬ 畏缩不前ꎬ 像在市场上出卖

了自己的皮一样ꎬ 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ꎮ”③ 对于工人的此种生存状况ꎬ 德国学者卡尔洛

维特中肯地说道: “异化了自己的劳动者不是在由他付出的劳动中获得他自己的存在ꎬ 而是与商品

一起还以物化的形式生产出他自己本身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必然的悖论ꎬ 即它与对物的世界的利

用成正比地生产着人的世界的贬值劳动者不是以建设性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生命ꎬ 而是被迫仅仅

为了找到一份劳动ꎬ 就在劳动中出卖自己ꎮ 当劳动只是防止赤裸裸的生存的损失时ꎬ 他的整个生命

也就被颠倒为生命的手段ꎮ”④ 正因如此ꎬ 马克思强调工人要想改变被剥削与被压迫的生存状态ꎬ 实

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ꎬ 就必须扬弃统治和压迫自身的异化劳动ꎮ 在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ꎬ 马克思已经指明ꎬ 异化劳动即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影响与私有财产有着紧密的联系ꎮ 在

依据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而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ꎬ 消除工人的异化劳动状态就是要在消

灭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ꎮ 在此意

义上ꎬ 要扬弃异化劳动必须厘清私有财产乃至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机制ꎬ 只有正确把握私有财产

何以产生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机制ꎬ 才能将劳动者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ꎮ
资本积累问题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以及资本运作机制的一个重要支点ꎮ 在 «资

本论» 及相关手稿中ꎬ 马克思以发生学的视角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产ꎬ 清晰地揭示出资本

主义私有制的生成逻辑及资本的整体运作过程ꎮ 马克思指出ꎬ 尽管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封建社会的经

济形式中孕育而生的ꎬ 但是二者却有着根本的异质性ꎮ 这种异质性主要表现在: 封建社会的经济生

产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ꎬ 农民依附或半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ꎬ 根本不能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开来ꎬ
只能为自身和统治阶级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ꎮ 但是ꎬ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产中ꎬ 劳动者与生产资

料是互相分离的ꎬ 劳动者需要出卖劳动力换取维持生存的必需品ꎬ 而资本家则需付出一定的工资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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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工人一定时间的劳动力进行生产ꎮ 因此ꎬ 在资本主义社会ꎬ “市场上有一批人是买者ꎬ 他们占有

土地、 机器、 原料和生活资料ꎬ 这些东西ꎬ 除了原始状态的土地以外ꎬ 都是劳动的产品有一批

人是卖者ꎬ 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ꎬ 除了劳动的双手和头脑ꎬ 没有别的东西可卖ꎻ 前一批人经常买

进是为了赚取利润和发财ꎬ 后一批人经常卖出则是为了谋生”①ꎮ
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出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ꎬ 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所带来的必然结果ꎮ 在

马克思看来ꎬ “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②ꎬ 它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如

同 “原罪” 在神学中的作用一般ꎬ 以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诸多经济问题的根源都能够追溯到它ꎮ 简言

之ꎬ 有产和无产的对立、 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都是奠基在资本原始积累之上的ꎮ 因为资本的原始积累

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在全社会形成了大批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和坐拥大量财富的资本家ꎮ 正如马克

思所言: “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ꎻ 前者无论怎样劳动ꎬ 除了自己本身

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ꎬ 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ꎬ 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ꎮ”③

与此同时ꎬ 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ꎬ 暴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ꎮ 由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萌

芽阶段ꎬ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发生分离并不是自愿的ꎬ 而是资本家利用暴力手段强行剥夺劳动者生产

资料的结果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 资本的逐利本性必然会对原材料和市场规模不断提出更多需求ꎬ 这就

导致打破封建经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 掠夺大量的货币财富、 建立新的流通形式成了资本主义发

展初期的主要任务ꎮ 最为典型的便是英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圈地运动ꎮ 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

初期阶段ꎬ 纺织品的大量销售给资本家带来了极为丰厚的利润ꎬ 如何扩大生产规模成为资本家迫切

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ꎮ 如果从生产过程上看ꎬ 足够多的羊毛供应以及足够大的销售市场是维持纺织

业兴旺发达的前提ꎮ 为此ꎬ 资本家便以暴力和胁迫的手段逼迫农民离开耕地ꎬ 把农民的土地占为己

有ꎬ 围圈起来改造成牧场ꎬ 同时ꎬ 他们还通过 “掠夺教会地产ꎬ 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ꎬ 盗窃公有

地ꎬ 用剥夺方法、 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

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④ꎮ 除此之外ꎬ 行政立法也是资本家使用暴力手段的一种表现形式ꎮ 马克

思发现ꎬ 自 １５ 世纪末开始ꎬ 整个西欧都开始颁布血腥的法律ꎬ 强迫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资本主义社

会的生产过程ꎮ “被暴力剥夺了土地、 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ꎬ 由于这些古怪的恐

怖的法律ꎬ 通过鞭打、 烙印、 酷刑ꎬ 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ꎮ”⑤ 由此可见ꎬ 资本家

不仅使用暴力手段迫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ꎬ 而且还利用国家的权力逼迫他们进入资本主义生

产链条ꎮ 换言之ꎬ 暴力手段不仅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ꎬ 同时也提供了广阔的消

费市场ꎬ 更提供了殷实的货币资本ꎬ 奠定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坚实物质基础ꎮ 正因为如此ꎬ 马克思

指出ꎬ “资本来到世间ꎬ 从头到脚ꎬ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⑥ꎮ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ꎬ 资本积累的步伐从未停止ꎮ 马克思认为ꎬ 对资本的构成加以区分会

发现ꎬ 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是不变资本ꎬ 购买劳动力的资本是可变资本ꎮ 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ꎬ 不

变资本会随着生产资料物质形态的改变逐渐转移到劳动产品之中ꎬ 而可变资本则会随着工人劳动力

的使用而发生增殖ꎮ 那么ꎬ 资本家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ꎬ 就需要在每一次商品生产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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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价值增值ꎮ 通过对资本运行过程的分析ꎬ 马克思认识到ꎬ 在每次完成价值增值的目标后ꎬ 资本

家会将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ꎬ 用于增加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ꎬ 以求在下一次的经济活

动中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ꎬ 获得更多的商品和剩余价值ꎮ 这就表明ꎬ 资本积累的最终源泉是剩余价

值ꎬ 资本积累规模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剩余价值的多少ꎬ 而剩余价值的多少最终取决于可变资本增加

的程度ꎬ 可变资本增加的程度则表征着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程度ꎮ
由此可见ꎬ 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产生以来ꎬ 资本的原始积累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后ꎬ 资

本家便挟持生产资料对工人进行剥削与压迫ꎬ 占有他们生产出的剩余价值ꎬ 以求获得更多的利润ꎮ
这恰恰证明ꎬ 无论资本主义社会以雇佣劳动形式怎样张扬劳动平等的表象ꎬ 但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

本主义社会劳动非正义的前提条件已经成为无法否认的事实ꎮ

三、 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的价值旨归与现实求解

在深刻洞察资本主义社会非正义劳动的真正症结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后ꎬ 马克思在揭示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ꎬ 站在共产主义社会强烈主张: 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ꎬ 才能真正扬弃劳动

的非正义性ꎬ 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ꎮ 显然ꎬ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非正义劳动的解答和人通

过劳动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最终都聚焦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ꎮ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ꎬ 学术界普遍

认为ꎬ 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ꎬ 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致力

于解决的重大问题ꎮ 虽然学术界对私有制进行了深入考辨和尖锐批判ꎬ 但在公有制的内涵与外延的

界定上仍需进一步明晰ꎮ 换言之ꎬ 消灭私有制是否就是实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公有? 实现生产

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公有是否就等于无产阶级的劳动解放?
实际上ꎬ 马克思已多次强调ꎬ 消灭私有制并不是在全社会实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公有ꎬ 而

是要求生产资料在社会内部重新加以分配ꎬ 使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劳动来真正地实现其自由而全面的

发展ꎮ 与此相对的是ꎬ 一味地要求在社会内部实现财产的公有甚至平均分配是极为肤浅和危险的想

法ꎬ 它与真正的共产主义的设想是背道而驰的ꎮ 对此ꎬ 我们从马克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批判

上可见一斑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 正确看待私有财产问题是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立足点ꎬ 也是人真正占有自身本

质的关键点ꎮ 粗陋的共产主义者虽然认识到私有财产的非正义性ꎬ 但他们只是从客体的方面来考察

私有财产ꎬ 将其视为既定的社会事实ꎬ 怀着一种忌妒的心态和平均主义的欲望ꎬ 企图以平均主义的

方式在全社会对私有财产进行重新分配ꎬ 以消灭私有财产ꎬ 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与压迫现象ꎮ
这种平均私有财产的做法实质上不过是对私有财产关系的简单普遍化ꎮ “实物财产的统治在这种共

产主义面前显得如此强大ꎬ 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的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ꎻ 它想用强

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抛弃ꎮ 在这种共产主义看来ꎬ 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ꎻ 工

人这个规定并没有被取消ꎬ 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①ꎮ 换言之ꎬ 粗陋的共产主义者并未真正认识

到私有财产中所蕴含的社会关系问题ꎬ 他们以强制性的方式平等分配私有财产只是弱化了阶层矛盾

与阶级对立ꎬ 却没有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彻底揭示出来ꎮ 甚至可以说ꎬ 平均主义的方式不仅没有

从根本上改变工人的阶级属性ꎬ 反而是将劳动的被迫性在全社会推广开来ꎬ 这在马克思看来是绝对

不容原谅的ꎮ 因为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应当是全方位和立体式的ꎬ 共产主义社会不仅具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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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生产力ꎬ 能够实现极为丰裕的物质财富ꎬ 而且还具有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

的先进生产关系ꎬ 劳动的非正义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已不复存在ꎮ 基于此ꎬ 马克思断定ꎬ
“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ꎬ 向贫穷的、 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

水平ꎬ 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ꎬ 恰恰证明对私有财产的

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①ꎮ
与之相反ꎬ 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完全废除私有财产ꎬ 彻底消灭一切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关系ꎬ 真正

实现劳动正义和人的自我价值的社会阶段ꎮ 马克思指出: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

的积极的扬弃ꎬ 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ꎻ 因此ꎬ 它是人向自身、 也就是

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ꎬ 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ꎬ 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

范围内实现的复归ꎮ”②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和 «共产党宣言» 等文本中ꎬ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

史观出发ꎬ 指出共产主义是 “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③ꎬ 最终实现的是消灭阶级和阶级对

立的自由人的联合体ꎮ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ꎬ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ꎬ
在那里ꎬ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ꎮ”④ 事实上ꎬ 在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时ꎬ 马

克思已经认识到ꎬ “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ꎬ 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

的关系ꎬ 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⑤ꎮ 那么ꎬ 就私有财产而言ꎬ 一方面ꎬ 它作为劳动产品的普遍物质

性而彰显出劳动者对自然的直接作用ꎬ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ꎻ 另一方面ꎬ 以私有

财产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家迫使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根源ꎬ 劳动者与自

然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受到劳动者与资本家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中介和支配ꎮ 由此ꎬ 劳动在资本主

义社会不再局限于人与物之间ꎬ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ꎬ 它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推动与塑型ꎮ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关系的转变ꎬ 马克思认为ꎬ 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意义也就不能

局限于扬弃工人的异化状态ꎬ 而是通过消灭雇佣劳动关系ꎬ 使劳动者摆脱 “工人” 的社会身份ꎬ 重

新占有自身的本质ꎮ 因此ꎬ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ꎬ 马克思指出: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

主义占有方式ꎬ 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ꎬ 是对个人的、 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ꎮ
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ꎬ 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ꎮ 这是否定的否定ꎮ 这种否定不是重

新建立私有制ꎬ 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ꎬ 也就是说ꎬ 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

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ꎬ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ꎮ”⑥ 在此ꎬ “重建个人所有制” 正是马克

思对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描绘ꎬ 也是劳动正义在共产主义社会得以实现的基本方式ꎮ 实际上ꎬ
通过批判蒲鲁东、 拉萨尔等人的分配理论ꎬ 马克思认识到ꎬ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是一个完整的体系ꎬ
它由生产、 分配、 交换和消费四个必要环节所组成ꎮ 如果仅仅关注劳动产品的平均分配ꎬ 只会陷入

平均主义的陷阱ꎬ 无法认识到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非正义的根源ꎬ 更无法深刻

洞悉改变生产资料的归属性才是重塑社会正义的根本所在ꎮ 基于此ꎬ 重建个人所有制要求在共产主

义社会阶段重新恢复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ꎬ 让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复归为劳动者与自然

的关系ꎬ 也是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再次转变为人与物之间合理的对象性关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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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劳动者通过劳动在对象物和对象化活动中满足自己的多方面需要、 发展自己的多方面能力ꎮ 这

就是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的理论旨归ꎮ 正如有学者所言ꎬ 从唯物史观视阈出发ꎬ 马克思 «资本论»
中的正义思想实现了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的统一ꎬ 它不仅统一于一定社会历史的生产方式和以资本

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结构ꎬ 而且统一于未来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超越ꎬ 因而是

现实性政治哲学和理想性政治哲学的有机统一①ꎮ
尤为重要的是ꎬ 劳动正义问题的解答并不只是简单的思想推演ꎬ 还是现实的实践探索ꎮ 从当前

我国社会实践来看ꎬ 劳动正义的现实求解集中反映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上ꎮ
进而言之ꎬ 依循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的叙事逻辑ꎬ 共产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完成了对资本

主义社会的彻底颠覆ꎬ 劳动者重新占有自身劳动力ꎬ 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ꎮ 那么ꎬ 就共同富

裕的战略目标而言ꎬ 它从两个方面直接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劳动正义的努力践行ꎮ
其一ꎬ 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和推进是对贫富差距的有效应对ꎬ 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重新调整社

会生产关系的实践努力ꎮ 众所周知ꎬ 共同富裕与贫富分化是背道而驰的ꎬ 两者之间的矛盾也是人类

社会发展进程中致力于解决的现实问题ꎮ 从历史维度上来看ꎬ 贫富分化是阶级社会中存在的普遍现

象ꎬ 它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以及所有制形式有着紧密的联系ꎮ 在原始社会时期ꎬ 由于社会生产

力整体发展水平极为低下ꎬ 为了保障人类的延续ꎬ 只能执行基于社会总体财富基础上的平均分配ꎮ
但是ꎬ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ꎬ 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时期ꎬ 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ꎬ 社会财富

的急剧增多ꎬ 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以及相关财产分配制度的确立和完善ꎬ 致使人类社会的贫富分化

现象日益严重ꎮ 在此情况下ꎬ 反思财富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就成为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前提ꎬ 也为共

同富裕理念的提出奠定了重要基础ꎮ 然而ꎬ 阶级社会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ꎬ 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并不

意味着社会正义的实现ꎬ 只有改变阶级社会最本质的生产关系ꎬ 才能真正消除产生贫富分化的根源ꎮ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ꎬ 其实质就在于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ꎬ 均衡处理

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方式和分配状况ꎮ 当前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逐

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ꎬ 就是要在推动社会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ꎬ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ꎬ 构建合理的分配结构ꎬ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ꎬ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ꎬ 使

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②ꎮ 这就意味着ꎬ 共同富裕是对阶级社会生产力发展导向机制

和所有制与分配机制的矫正ꎬ 目的是通过积极推进社会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与合理分配社会财富来实

现真正的社会公正ꎮ 质言之ꎬ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选择ꎬ 充分展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超越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真正践行ꎮ
其二ꎬ 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和推进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真正落实ꎬ 反映出中国共产党

人努力践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旨趣的现实表达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 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

社会阶段ꎬ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ꎬ 所有的剩余劳动时间都变成了 “可以自由支配的时

间”ꎬ 劳动者完全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ꎬ 每个人的生产劳动不再是雇佣劳动ꎬ 而是自由劳动ꎬ “那
时ꎬ 一方面ꎬ 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ꎬ 另一方面ꎬ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

迅速ꎬ 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ꎬ 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ꎮ 因为

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③ꎮ 也就是说ꎬ 虽然生产力的高度发达、 社会财富的极大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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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是人类走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ꎬ 但是共同富裕的最终价值指向不是物ꎬ 而是人ꎬ 是每个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ꎮ 换言之ꎬ 不仅从物质财富的尺度ꎬ 而且从主体发展的尺度评判社会劳动生产活动ꎬ 揭示出

社会生产 “为谁” 发展或 “为谁” 富裕ꎬ 才是马克思探讨劳动正义问题的最终旨趣ꎮ 当我们把理论镜

头聚焦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则不难发现ꎬ 在社会生产发展中保障人民群众利益和满足人民群众

需求ꎬ 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ꎬ 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ꎬ 实现社会财富的生产与社会主体的

发展的有机统一ꎬ 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的基本准则和努力践行的主要目标ꎮ 新时代以来ꎬ 随着我

国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ꎬ 共同富裕的推进开始进入一个逐步实现 “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 的新的历史方位ꎮ 对此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ꎬ 我们必须 “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 城

乡差距、 收入分配差距”①ꎬ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②ꎮ 由此可见ꎬ 中国共产

党人所恪守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所践行的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ꎬ 正在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有效对接ꎬ 不论是在价值引领上ꎬ 还是在现实举措上ꎬ 完全扬弃了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注重物质财富而忽视主体价值的单一发展模式ꎮ
总而言之ꎬ 马克思的劳动正义思想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非正义劳动的反思和批判ꎬ 形成了马克思

政治哲学的重要思想内容ꎮ 通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的细致考察ꎬ 我们不

难发现ꎬ 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批判标靶的ꎬ 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

劳动非正义性的前提条件ꎬ 这不仅体现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上ꎬ 而且也体现在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上ꎬ 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从头至脚都处于非正义的状态ꎬ 由此ꎬ 对资本主义社会非正义劳动

的批驳构成了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的叙事逻辑ꎮ 新时代ꎬ 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要求极大地

发展社会生产力ꎬ 创造充分涌流的社会物质财富ꎬ 而且必须调整生产关系ꎬ 使劳动者发展合理的对

象性关系ꎬ 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ꎬ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的科学认知和

真正践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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