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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学习马克思主义  始终坚持人民立场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一级教授  林岗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

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

产主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

变化，但马克思的名字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

芒!”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重温了马克思的生平、历史功绩和光辉思想，深刻全面地

论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坚持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以及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阶段

地实现这个最高理想的伟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他的理论不仅限于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而且涉及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重要领域。比如，社会学就将马克思与涂尔干和韦伯的学说一起列

为该学科的三大支柱。当然，在经济学者看来，马克思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创新理论鼻祖熊彼

特出版过一本文集，叫《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马克思被列在首位。其实，排在

马克思后面的人，无论是从学科发展，还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实践的影响来看，都根本没有资格和

马克思并列。至于凯恩斯，应当承认其国家干预政策主张对于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演变的实

际影响是巨大的，但显然也无法与马克思的影响相比。而且，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的灵感，

很可能就来自马克思，后者早就说过，危机的最终原因无非是占人口多数的劳动大众的有支付能

力的需求不足。此外，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如果没有马克思创立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强

大压力，也是不会被执政者实行的。尽管对马克思的理论颇多异议，但熊彼特仍然给予马克思以

最高评价。他说：“绝大部分融合人类智慧或想象的作品，经过一定的时间就永远过时了⋯⋯有

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此刻也许暗淡，但一定会有复兴的时刻，到那时它们会以各自的形式，

带着人们可以目睹手触的烙印，作为文化遗产中可以被辨识的成分重新绽放光芒。这些作品我们

可以恰当地称为伟大的作品——这一定义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并无不妥之处。按照这个

定义，伟大一词毫无疑问适用于马克思的学说。”这段话写于 20世纪 40年代初。70多年后的今

天，特别是在经过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挫败和遭受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潮的反噬之后，

当我们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时，激动之情油然而

生，因为我们正见证马克思理论之生命力的强盛，见证马克思的伟大，见证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次

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从九个方面论述了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这九条中的

每一条，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其中有两条具有最根本的重要性，应当特别加以注意。 

    第一，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

的剖析，马克思证明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所代替。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种自

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要建立这样一种理想社

会，前提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者才把代替

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共产”的意思就是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这

样一种理想社会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来。我们要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

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目前发展阶段，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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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对第一个毫不动摇坚持

得不够。一提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就会被某些主张全盘私有化的人（其中不少人还顶着共产

党员的名号）污蔑为反改革。他们无视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顶梁柱作用，否定国有企业

市场化导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公有制经济乱泼脏水。这种错误思潮，实际上已经对我国公

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造成消极影响。有人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来消解人们对这种消极影响的

担忧，比如，说国有资产的数额仍然很大，尤其因为土地是国有的。这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上的一种见物不见人的错误观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法学中的物权，而

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关系。现在，我国有多少劳动者是通过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自由

人联合体而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的？或者说有多少劳动者就业于公有经济领域？不能忘记，我们

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尤其是对作为社会主义根基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完善，这与全盘

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在第二个毫不动摇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只讲

鼓励支持，不讲引导。有些理论家不敢理直气壮地讲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一些与

马克思经济理论完全对立的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概念，也被引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对马克思的背叛。 

    第二，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

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

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人民的主体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为人民服务主要是为劳动人民服务。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应当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奋斗和呐喊。我

们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抓住广大劳动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实现，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

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为了在更高水平上推进保

障和改善民生，必须加快对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将以在流通环节征收、主要由消费者承

担的增值税为主的税制，改为对高收入和巨额财产征收高额累进税。这是《共产党宣言》中提出

的工人阶级一旦夺得国家政权就应当立即采取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强制干涉措施中的第二

条，也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此外，鉴于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就业于非公有制经济部门，

建立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导、能够有效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劳资协调机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当务之急。当然，这个协调机制也应保障“新的社会阶层”的合理利益诉求，因为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他们的存在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工人阶级长远利益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