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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蕴含的共同富裕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唐土红，陈文娟

（华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

摘要：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蕴涵着深厚的共同富裕思想。《共产党
宣言》在批判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基础上，强调“人民至上”“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唯物史观，为人类社会
走向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在共同富裕内涵上，《共产党宣言》指出，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导力量，生产力高度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保障，渐进性与长期
性的统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廓清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论域的分析框架，对新时代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顶层设计，不断为人民的美
好生活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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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富裕思想在中华文明中有着深厚的历
史文化根基。传统文化中对美好社会的描述，

如“社会大同”“兼爱天下”“均贫富”等观点，都
体现了人们对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追求。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致力于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断推进
共同富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就实现共同富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明
确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
新征程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的进展”［１］（Ｐ９）。

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
献，《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解密了人
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现实条件、社会根基等
思想内容，其中也蕴含着深厚的共同富裕思想。
《宣言》强调“人民至上”“为全体人民谋利益”，

为人类社会走向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但学界
对《宣言》中共同富裕思想的研究依然相对薄
弱，存在挖掘不深、成果不多等问题。中国共产
党是共同富裕思想的引领者和践行者。从《宣
言》文本视角阐释共同富裕思想，廓清马克思恩
格斯共同富裕论域的分析框架，对新时代扎实
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宣言》批判资本主义非正义性，为共同
富裕奠定理论基础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整个马克思主义
的逻辑起点，也是《宣言》的重要内容。《宣言》

立足唯物史观，在肯定资本主义创造成就的同
时，揭露并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性、欺骗
性和非正义性。《宣言》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
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本动因，在财富分配上只会
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境遇，只有“未来社
会”，即资本主义终结后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
使共同富裕成为历史必然。

（一）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性与欺骗性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阐释了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一定的生产方式决

定了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从被压迫
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不断发展，通过对外不断殖民扩张，进行资
本“原始积累”，从而获得国家政权统治的。在
资本主义确立早期，尽管释放出一定的生产力，

但这种制度并未在根本上改变社会不平等的病
根，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是从封建制度内部产生
并逐渐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创造了属于
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掩饰着尖
锐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资本主义作为以私
有制为主宰的剥削制度，导致生产资料和生活
资料等社会资产以及精神文化产品日益集中在
少数资本家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压
榨和剥削广大工人阶级必然成为普遍现象，“它
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
代替了旧的。”［２］（Ｐ４０１）换言之，这种制度是社会
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本身荫蔽着无法规避的
矛盾，制度本身具有虚伪性，“它用公开的、无耻
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
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２］（Ｐ４０３）资本主义所谓的
“自由”也具有狭隘性和欺骗性，本质上是缺乏
人道的、极端不合理的、非正义的。资本主义制
度的特性决定了资本家为增殖自己的资本，使
得全体社会成员成为资本的奴隶，这种只注重
资本家利益而忽视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是
与共同富裕相悖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鲜明
地指出，“资本来到世上，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
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３］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资

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欺骗性，随着资本主义的进

一步发展，也由于资产阶级追逐剩余价值的本

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作为新的生产力代表必

须进行革命，打破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摧毁封建
社会上层建筑，建立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相适

应的社会经济制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

主义自由竞争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达到了空

前程度，使社会衍生出一系列经济危机、两极分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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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生产的不断变革，

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
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
的地方。”［２］（Ｐ４０３）资本主义这种自由竞争必将激
化社会矛盾，引发政治崩溃，继而发生社会革
命，而社会革命发展的必然方向就是共产主义
社会的到来。

在《宣言》的１８８２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
思、恩格斯指出，《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
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２］（Ｐ３７９）。之后，在《宣
言》的１８８８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也揭露了
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性，特别批判资产阶级对
刚显露出生机的无产阶级运动进行的无情镇
压。在已经出现痉挛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
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对抗性矛
盾，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二者
之间的矛盾，造成无法规避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根本原因。
（二）批判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剥削性与不

公平性
《宣言》猛烈抨击了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剥

削性与不公平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
义分配方式极不公平，社会极度不平等，“它使
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
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
政治的集中。”［２］（Ｐ４０５）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
级所遭受的不公平、不平等主要表现在：财富皆
落入到资产阶级的囊中，一切社会关系均以“金
钱”为主轴，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尽管无产者夜
以继日地工作，近乎沦落为机器的附属品，但得
到的薪水却只够维持自身生活和后代所必需的
生活资料。无产者俨然变为资产阶级的奴隶，

工作受到层层监视，生活地位没有任何保障，如
同货物一样，失去了人的尊严，也像商品一样受
到市场竞争所带来的一切波动的影响。在资本
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其所有制
形式导致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资本主义不断
恶化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也造成了这样的

结果：一方面，资产阶级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政治

的集中，所有社会规则均围绕“金钱”运转；另一

方面，无产阶级劳动的煎熬和贫困的聚集，人的

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沦丧和迷茫。资本主义分配

方式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少数人发

财致富，社会极不公平，从而严重妨碍共同富裕

的发展。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分配方式的剥削性与不
公平性，《宣言》指出，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容纳不了它所创造的
财富，资本主义致使整个世界处于不断变动之
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太狭窄了，难以持续发
展，资产阶级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将使得整
个资本主义社会陷入无尽的深渊中。“资产阶
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
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
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
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
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２］（Ｐ４１２）马克
思在《资本论》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明，劳动的
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聚集，使得资本主义陈腐
污浊的外壳即将被炸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
钟终将敲响，资本主义社会将彻底覆灭。

（三）批判资本主义劳动异化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出

现劳动异化现象的制度根源。《宣言》指出，资
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贫富分化直接导致了异化问
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肆推广的机器和日益
细致的分工，导致工人劳动量的增加和工作时
间的延长，劳动者在工作中失去了任何独立的
性质，劳动失去了其本源性意义，使人感到排斥
和憎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取得了话
语霸权，劳动沦为资本家进行资本扩张的重要
工具和手段，同时由于大机器等生产工具的不
断发展，工人们更是不堪忍受相应的劳动方式。

被剥削阶级只有为剥削阶级付出巨大劳动才能
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两者在物质利益上
是完全对立的，这与共同富裕社会强调全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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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都是主人的理念相悖。这种异化劳动本质
上是使劳动成为与人相对抗的异己力量，是一
种奴役人、摧残人，并与人的本质相背离的压迫
性劳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
资本主义异化问题，系统地将剩余价值理论和
资本主义拜物教理论相贯串，揭开了资本主义
虚假面纱下资本家与雇佣劳动工人的剥削压迫
关系，资本家无尽榨取劳动工人的剩余价值，并
将其转化为资本。资本就这样在资产阶级周而
复始的剥削与压迫中实现自我增殖，工人的贫
困和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折磨成反比。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对资本主义
雇佣劳动进行谴责，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
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
手段”［２］（Ｐ４１５）。资产阶级进行剥削的方式就是
雇佣劳动，资本的无限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最
终只会不断加剧工人的贫困。《宣言》在披露资
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础上，也阐明了共产主义
必然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宣言》指
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不再与人对立，
劳动复归于人的本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劳动，
也仅是一种不断充实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手
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
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
段。”［２］（Ｐ４１５）

　　二、《宣言》系统绘制了共同富裕的美好社
会蓝图

　　尽管《宣言》并未明确提出“共同富裕”基本
范畴，但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共同的”“为绝大
多数人谋利益”“资本是集体的产物”等表述，阐
发了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他们在对资本主义
社会现实的深入研究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
中，阐释了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提出了共同富
裕的制度基础、主导力量、物质保障和必由之路
等主题。

（一）公有制：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宣言》强烈谴责资本主义私有制，它揭开

了资产阶级剥削的神秘面纱，通过对资产阶级

的历史考察，阐明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彻底铲
除以私有制为主宰的剥削制度，是实现共同富
裕的制度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
所有制取代了封建所有制，这是历史的一大进
步，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点是“建立在阶级对
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
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变
现”［２］（Ｐ４１４）。《宣言》认为，资本不应该为个人所
占有，理应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财产。资本
的实质在于社会性，理应是集体社会成员共同
劳动的产物，而不是少数资本家的囊中之物。
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应立足于全体成员共
同支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家用尽一切
办法扩大和保护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不断压
榨工人劳动，导致“获者不劳、劳者不获”的不公
平事实。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所有社会
规则均围绕金钱运转，自我享乐、金钱至上、唯
利是图等成为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最高追求和
最终目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不可避免，共同富
裕成为空中阁楼。

《宣言》指出，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
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
条件。资本家对金钱财富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共产党人必须废除私有制，以全社会的联合打
破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主导的对立竞争状态。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私有制进行了辨
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者和财富是对立的，无
产者必须摧毁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马克思、恩
格斯号召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彻底砸烂旧世界，
消灭资本家占有的所有制形式，“无产者没有什
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
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２］（Ｐ４１１）资本主义私
有制带来的最大不公，就是雇佣劳动制度，资本
与劳动关系的颠倒导致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私有
制或者剥削制度，是维护少数有产者的利益，最
终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只有建立以公有制为
基础的所有制形式，坚决否定和推翻资本主义及
其私有制，消灭剥削者，才能真正迈向共同富裕。
同时，《宣言》也明确了资本的公共性质，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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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社会的资本具备独立性，共产主义社会资本将
失去阶级性质，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将得以实
现。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并不是纯粹地、
笼统地将个人财产直接变为社会财产，而是剥夺
资本家奴役他人的那一部分财产。

马克思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
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
毁。”［４］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公有制，实现社
会生产资料共有，确保全体劳动者成为占有生
产资料的主体。空想社会主义奠基人托马斯·
莫尔认为，社会中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私有制
的存在。《宣言》也指出，“一旦没有资本，也就
不再有雇佣劳动了。”［２］（Ｐ４１７）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基础是物质资料生产，在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
资料的社会中，人人平等，不存在任何剥削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未来共同富裕社会中，私
有制在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被消灭，雇佣劳动
制度的主导地位也被消灭，社会按照全体人民的
共同利益去分配和调节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生产
出来的产品供全体社会成员使用，社会生产成为
一个有机整体，满足全体人民的共同需求。《宣
言》阐明，私有制的消灭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公有制也不是凭空设想和主观臆造的产物，
所伴随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的结果。马
克思、恩格斯立足唯物史观，指明消灭资本主义
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

（二）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导
力量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即共
产党主导。因为共产党是最彻底的、真正的革
命力量。无产阶级政党绝不存在任何特殊的原
则，始终代表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始终关注把
握整个运动的未来。《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必
须联合起来，在共产党人领导下推翻资产阶级
的统治，建立人人平等、自由且富足的共产主义
社会。在《宣言》１８８８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
通过深入考察每个阶段阶级斗争的历史特点，
认识到“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
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

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
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２］（Ｐ３８５）。《宣言》论
证了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
性，为实现共同富裕而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最
伟大的奋斗目标，共产党人必将担负起解放全
人类、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

《宣言》指出，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及无
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不断醒悟，无产阶级队伍也
逐渐壮大并联合成强大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
终将成为资产阶级在发展过程中置自身于死地
的武器，依靠组织，最终成为湮灭资本主义、实
现共同富裕的主力军。残酷的剥削和悲惨的命
运也使“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
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
发为起义”［２］（Ｐ４０９）。无产阶级通过组织成为政
党，不断成长并变得强大而有力，在困顿逆境中
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不断提高斗争水平，
消灭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为共同富裕奠定阶级
基础。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阐明，无产阶
级作为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一方，是最先进、最具
革命精神和力量的阶级，不仅是驱动现代工业
发展的主力军，更是推动人类解放、实现共同富
裕的力量。《宣言》阐明，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
中，无产阶级组建起自己的政党成为历史必然，
这个政党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立的和自觉
的政党。这个政党就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
的先进分子、优秀分子组建成的一支强有力的
领导力量，“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
立的特殊政党”［２］（Ｐ４１３）。共产党人与整个无产
阶级的利益毫无二致，且不提出任何特殊原则。
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推翻资
本主义，解放全人类，实现共同富裕。共产党人
不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调全世界无产阶
级的联合互助，为实现共同富裕而斗争。共产
党的性质决定了其自身无条件地“为绝大多数
人谋利益”的宗旨，始终把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美
好愿景作为责任担当，始终把实现共产主义作
为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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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强调，只有建立强大的无产阶级政
党，联合全体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
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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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Ｐ４１１）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对整
个社会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改造，摆脱一切压迫
和剥削，才能实现自身解放，进而解放全人类，
实现共同富裕。

（三）生产力高度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物
质保障

《宣言》强调，生产力作为一切社会发展最
根本的决定力量，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
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最基本
的物质保障。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宣
言》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最大成就是创造了
巨大的社会生产力，资产阶级在不足百年时间
中创造的生产力，超越过去任何时代开拓的生
产力。资本来到世间并不那么光彩，但不可否
认，资本主义极大地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
了人类社会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
了生产力的历史作用，声明生产力对社会发展
的重要性。

《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
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
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
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
总量。”［２］（Ｐ４２１）无产阶级一经获得政权，首要任
务就是摒弃旧的生产方式，凝聚全社会力量，快
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不断满足
人民需求，实现物质上的共同富裕。马克思、恩
格斯进一步描绘共产主义的发展图景：在未来
共产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更强大
的财富创造能力，生产将以所有人富裕为目的，
个体自主自由支配时间。这表明共同富裕的物
质基础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持续迸发。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也强调，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成
员不仅在物质财富上得到充分满足，在体力智
力上也得到充分发展。“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

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
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
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５］这种全
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也会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二者互为因果。在共产主义社会，全体人
民的体力和智力将充分自由发展，社会财富充
分涌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程度将充分彰显。

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最基本
的物质保障，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最关键性因素。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也阐释了科技的重
要性，科学技术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
要不断提高劳动资料的技术水平，生产出更加
丰富的生活资料，不断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促
进共同富裕从理想变成现实。

（四）渐进性与长期性的统一：实现共同富
裕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资本主义不可克服
矛盾的基础上，确立了未来社会要坚持共同富
裕的基本原则。但共同富裕的表现形式和实践
要求，依照不同的历史条件而凸显差异，这表明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坚持渐
进性和长期性的统一。《宣言》指出，“工人的第
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
主。”［２］（Ｐ４２１）面对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无产阶
级必须联合成更强大的阶级力量，摆脱资产阶
级的统治而上升为统治阶级，再利用无产阶级
政权领导和组织社会建设，逐步过渡到共产主
义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也必然经历从初级阶段
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循
次而进地实现目标。

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
一步阐明，在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
会后分为两个阶段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一阶
段是刚从资本主义牢笼中解脱出来的社会主义
社会，这一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劳动仍
作为谋生的手段，该阶段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
通过调动劳动者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过
渡到第二阶段奠定物质基础；第二阶段，即共产
主义社会，在这个阶段，人民各展所长，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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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源性意义复归，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充
分涌现，全体人民按需分配，共同富裕成为社会
的基本特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
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
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
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
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
的。”［６］这也说明，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复杂的、
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这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
由之路。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
一般规律，遵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社会形态
都是历史的，并非永恒不变的。实现共同富裕
的目标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是极个别人的行
动，而是全体社会成员长期的、持续的、联合接
力奋斗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断言，“代替那
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２］（Ｐ４２２）《宣言》
运用唯物史观原理，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
盾，指明了人类社会必将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证明实现共同富裕绝不是玄虚的口号，而是具
有历史必然性。

　　三、《宣言》中共同富裕思想的当代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
过程。”［７］当前，我国已经发展到了扎实推动共
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如何把握共同富裕的发展
进程和规律，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
裕，已成为新征程上的重大课题。《宣言》中的
共同富裕思想，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
的方法论意义与时代价值。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共同富裕的
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
国的事情才能办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关键

在党的领导，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保障。
《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的
特性，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的主导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的优势及其
先进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实践中，“共产
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
作用的部分”［２］（Ｐ４１３）；在理论上，“他们胜过其余
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
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２］（Ｐ４１３）。正是共产
党人这种先进性的阶级属性和革命性的精神力
量，最终决定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孜
孜以求的宏伟蓝图，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筚路蓝缕，经历无数生死考验，带领全国人
民踔厉奋发探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实
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
史性巨变，历经百年风雨，始终保持与人民成为
同心同向的整体，作为人民的主心骨，始终牢记
要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８］中国共产党
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
状态，绘就共同富裕的美好蓝图，创造了辉煌成
就，谱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为恢弘的史诗。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
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必须摆在更
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
目标作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９］新征程上，

全体党员要始终牢记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不变质、

不变色、不变味，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在实
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二）不断为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是实现共
同富裕的不竭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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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变化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的需
求也会不断跃升，催生出更好、更高的需求，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成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
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劲动力。

《宣言》强调，“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共
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和宗旨，实现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不是不可企及的彼岸世界，共产党人要积
极走好每一步，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创造条件。
《宣言》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自由就是自
由贸易和自由买卖，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但
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
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
过去”［２］（Ｐ４１５）。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受到
资本家的限定与束缚，无产者在劳动中任何独
立的性质都荡然无存，人受物的支配和奴役，工
人沦为机器的附属品，生活缺乏动力支撑。《宣
言》指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共产党人的
奋斗目标。“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
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２］（Ｐ４１３）维护广大劳
动群众的利益，造福整个人类成为共产党人奋
斗的目标和动力。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
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出，“在现代世界，生产表
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
的。”［１０］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物受人的支配，所
创造的财富为全体成员服务，人民对这种美好
生活的向往为共产党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内
在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把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呈现出动态化、多元化、个性化等特征，这
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转化为更高层次的精神需
要，涵盖了更加多元的物质需要、更具公平正义
的政治需要、更有尊严的社会需要、更高质量的
文化需要以及绿色环保的生态需要。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员要“始终同人民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
人民争取更大光荣。”［１］（Ｐ１５）中国共产党始终饱
含深厚的人民情怀，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
连心，党执政的深厚根基和最大底气就是来自
人民。这就要求必须汇聚更大合力，尊重人民
首创精神，以实际行动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致力于解决新发
展阶段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充分挖掘共
同富裕的内生动力，谋求共同富裕的可行思路
和方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明显的
实质性进展。

（三）加强顶层设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
保障

《宣言》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的“未来社会”

应有制度安排，“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
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
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
决裂。”［２］（Ｐ４２１）与传统的私有制进行最彻底的决
裂，建立公有制，是共产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
本质特征。《宣言》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改造
“旧”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新”社会的十条措施。

尽管这些措施在今天看来有的已经过时，但《宣
言》强调，“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
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
为根据的。”［２］（Ｐ４１３）马克思、恩格斯显然已经认
识到制度安排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要
性，各国应灵活运用《宣言》中的基本原理，结合
具体国情，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制度安排。

《宣言》带来的启示是：实现共同富裕，必须
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强顶
层设计，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新
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仍存在以下难点和特
点：一是人数多，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二是内容
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要富裕；三是步骤
多，共同富裕的实现要把握历时性的辩证思维
并分阶段渐进实现，不是均等同步的平均主义；

四是区域均衡发展，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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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差距。要多领域、多层次推进共同富裕，顶
层设计和制度安排至关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
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
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
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１１］新时代，在坚持根
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必须优化实现共
同富裕的制度安排和操作策略，摒弃惯性思维，

洞察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激发社会活力，如在高
质量发展中制定共同富裕制度、效率与公平协
调制度、实体经济发展保障制度等。通过顶层
设计和制度安排，防范两极分化，确保社会公平
正义，确保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助推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是《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
受《宣言》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我党的第
一部党纲就是按照《宣言》精神制定的。”［１２］在
这百年的奋斗历程中，我国所开辟的道路和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宣
言》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中国的命运、中华民
族的命运被深刻改变。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扎实推进共
同富裕是共产党人的长期任务要求。中国共产
党的共同富裕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
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时至今日，《宣言》蕴含的
共同富裕思想依旧散发着光芒，对当前我国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迈上新台阶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宣言》对共同富裕阐释的蓝图，激励着中国
人民为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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