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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衡论作为布哈林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因其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维，所以曾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

践中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面对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新情况和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目标追求，再次对布哈林平衡论思想中的哲学思维进行研究，从中吸取经验，对于我们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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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Bukharin’s most important theories, the theory of balance has played an active guiding 
role 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because of its rich philosophical 
thinking. In the face of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 in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pursuit of the goal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in China, the philo-
sophical thinking in Bukharin’s theory of balance is studied again, and the experience is of im-
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stic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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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布哈林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生活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而斗争。他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础上，第一次从“平衡”的角度出发去研究社会历史发展并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了

其独特的平衡论思想。虽然这一思想在当时备受争论，但其中的合理部分和创新思维在后来的实践中得

到证明，并且仍能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所启迪。 

2. 布哈林平衡论的构建、发展和内涵 

2.1. 平衡论的构建、发展 

平衡论的提出最早不是由布哈林提出的，在他之前，奥·孔德和斯宾塞等人就已经提出了平衡论，

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应用了这一理论[1]。布哈林在前人思想的影响下，融合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形成了与前人不同的平衡论，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一直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始终坚持与社会主义实际运动相结合，布哈林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

提出平衡论也正是出于实践的需要。苏联在击退外来入侵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实现国家的平稳运行，

所以斗争的革命理论急需调整为兼顾各方的和谐建设理论，布哈林抓住了这一时期的新情况，创新地提

出新理论，做出新的尝试，建立新的平衡来指引实践。 
平衡论这一理论主要展现在布哈林的几本著作中，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过渡时期经济学》

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若干问题的提法》[2]。最初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布哈林对平衡论的论述是

出于推翻庸俗的非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想法，但是由于理论的不成熟、抽象烦琐，加之使用前人波格丹诺

夫的术语，使得平衡论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机械性。随后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布哈林系统阐

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第一次全面呈现平衡论的思想体系，在与斯大林等人的论战中，也运用平衡

论的思想去批评“托洛茨基式”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众多论战表明布哈林已然克服了思想

上的机械性，成为了一个成熟的理论家。 

2.2. 平衡论的内涵 

关于平衡，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有多次提到过。《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以“正题、

反题、合题”来论述了如何达到平衡，他指出：“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变动运

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

和‘是’。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相互均衡，相互中和，相互抵消。这两个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是

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3]关于由不平衡到平衡，马克思也指出：“因为这种平衡总是以

有什么东西要平衡为前提，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平衡是不断地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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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经常的不协调。”[3]由此可见，马克思是将平衡看做矛盾的协调关系。 
布哈林平衡论中最根本的观点是“动的平衡”。他认为我们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所看到的平衡，不是

静止的、绝对的稳定，因为运动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布哈林对平衡下的定义是：“某种体系如果不能自

动地，即没有从外面加给它的能，改变本身的状态，人们就说它处于平衡的状态。”[3]同时，布哈林理

解的平衡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稳定的平衡”，指的是环境和体系之间相互作用保持不变，这种不

变中也是包含着运动的，但是这一平衡形式一般不存在，是一种理想的形式；第二种是“带正号的动的平

衡”，指的是被破坏的平衡不会在相同的基础上恢复平衡，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平衡，从而推动体

系向前发展，所以是带正号的平衡；第三种是“带负号的动的平衡”，指的是在新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平

衡不是推动体系向前发展，而是走向相反的方向，因为这里面新的基础是在不断地“降级”和“被摧毁”。 

3. 布哈林平衡论哲学思维的主要内容及实践运用 

3.1. 布哈林平衡论哲学思维的主要内容 

布哈林平衡论中的哲学思维主要体现在其引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中，以简单易懂

的方式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接地气”的理论。 
1) 平衡论中的唯物辩证法观点 
首先布哈林平衡论最根本的观点“动的平衡”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的运动观基础上的[4]。他提出世

界上我们能够看见的平衡绝不是静止不动的，而只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因为运动是没有条件的、绝

对的，且运动又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和根本属性，所以我们一般看到的平衡是矛盾在斗争中向对立面转化

所体现出来的一种运动中的平衡。这一观点摆脱了将平衡等同于静止的片面认识，区分了平衡的本质。 
其次布哈林平衡论思想也体现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5]。他认为平衡的思想没有否认矛盾，反而还以

矛盾为动力。当矛盾双方地位相当，平衡的状态就出现了，但是这种平衡中依旧存在着微妙的运动，使

得矛盾双方此消彼长，当其中一方的力量发生变化，双方的矛盾就出现不平衡，继而通过斗争中又出现

新的平衡，就这样在斗争与同一中不断转化。再者他提出的平衡的三种形式，无论是“带正号的动的平

衡”还是“带负号的动的平衡”，都是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平衡，充分体现了由量到质的飞跃，当矛

盾斗争积累到一定的度，平衡就会被打破，随即又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确立，再开始新的量变，如此往复

循环。这一过程也可以被概括为是“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运动状态[6]，如果是“带正号的动的

平衡”，那么就等于是建立在更高级基础上的平衡，不断地在肯定自己、否定自己、否定之否定自己来

实现更高阶段发展的过程。 
2) 平衡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平衡论虽然主要被应用于苏联的政治、经济建设中，但是布哈林提出这一理论的初衷是想要探讨人

类社会的平衡，以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般规律。在布哈林看来，

作为社会存在基础和常态的社会平衡首先表现为三个基本组成要素之间的平衡，即人、物、观念之间的

平衡。社会是人的集合体，人不仅具有劳动能力，可以创造“物”，还具有思想，可以形成观念，所以

基本要素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和平衡关系，社会存在才能得以维系和发展。此外，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

律学说离不开两个基本矛盾运动，所以布哈林的理论中自然也包含相关的内容，他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筑做了详细定义并且对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形成了正确的认识。其中，当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需

要做出变革时，其实就是一种“动的平衡”的过程，即破坏与重建的过程。 

3.2. 布哈林平衡论哲学思维的实践运用 

理论作为实践的先导要反过来指导实践，所以十月革命后，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布哈林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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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论哲学思维引入苏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建设中。国家建设中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只有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平衡健康发展，才能尽快实现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出于这一实践需要，

布哈林对苏联社会建设提出了许多富有哲学思维的策略，来促进国家协调发展。 
1) 经济方面，布哈林详细论述了经济基础及其作用，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 
布哈林认为：“在考察社会现象时必须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从社会的技术装备、从劳动工具的体

系出发。”[3]与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

力量一脉相承。简言之，社会的“现实基础”要以生产力为起点[4]。所以为了发展先进生产力，首先在

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方面，布哈林一开始就坚持要“要保证无危机的发展”，并且与斯大林展开论战，

斯大林一直强调“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割裂了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布哈林

意识到了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普遍联系，看到了农、轻、重产业之间相互依赖，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农

业的支持，国民经济的增长也要考虑到民众的需求，所以主张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保证农、轻、重

三者之间比例协调，平衡发展。 
2) 政治方面，详细论述了上层建筑及其作用，发挥体制活力 
布哈林对上层建筑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所谓‘上层建筑’，我们将其理解为位于经济基础之上的

社会现象”[3]。对于上层建筑的具体包含，他指出除了社会政治制度之外，还有“精神文化”，它们本

身产生于经济关系和生产力，又从自己的方面影响后者。从中可以看出布哈林不仅承认而且很重视上层

建筑发挥的反作用，所以他对于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和政治领导也十分关注，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 
苏联曾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政治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于集中，

地方和政府往往处于无权地位。布哈林指出这种体制过分集中化，并说应当提出“多一点地方的、集团

的、个人的首创精神”的口号。这一提法契合了上层建筑中各部分之间相互影响的关联，而且也注重发

挥“精神文化”的建设作用，让社会成员从内心服从于集体利益。具体举措可以有地方部门在上级部门

决定的范围内行动，并对自己的问题范围负责。这样可以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释放它们的活力，也

能够保证国家领导体制的平衡，打破僵化集中。这一思想在列宁的理论中也早有体现，被视为列宁“政

治遗嘱”的五篇论文中都集中论述了党政分工，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工作任务、职责及与其他部

门的关系，各自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独立工作，充分发挥主动性。只有重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

互作用的过程，才能让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处在两者交替作用的动态平衡中。 
3)社会革命方面以平衡打破教条主义限制，建设社会主义 
在社会革命理论中，马克思主义提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对阶级社会发展的

推动作用突出表现在社会形态的更替中，但是其作用也会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所以我们对于

各阶级的分析要全面、动态。对此，布哈林是持肯定态度的。在对阶级矛盾的处理上，斯大林认为“在

城乡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利益上不可调和的对立”，而布哈林则不这样认为，从而提出了不一样

的观点，但他的主张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停止了，而是换了一种形式，他也不排斥在必要的时候对阶级敌

人实行镇压措施。对旧的剥削阶级实行和平改造，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压力下被

迫进行的一种改造方式。布哈林认为要建立其各阶级之间的有机联系，保持它们相互间的平衡关系，因

为阶级斗争在历史进程中是一直存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阶级熄灭论”都不是对其的正确认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矛盾双方是对立统一的，解决方式上不

是一定要同归于尽，平衡好各阶级之间的利益，让其在斗争中转化，也不失为进入无阶级社会的方法。 
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单一的，要根据各国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正如马克思经

典作家在预见未来时不对细节做详尽描述，所以社会主义的建设绝不可以心存侥幸去套用。布哈林主张

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丰富多样，不以教条形式为限制，这样才能应对社会各方面变化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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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布哈林平衡论哲学思维的当代价值 

列宁称赞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伟大的理论家，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7]，
他所提出的平衡论思想第一次从平衡的哲学视角来看待社会历史发展，其中的主张和观点也被后人证实

并吸收，对世界各国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 
就中国而言，平衡论的哲学为我国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重要的

方法论启示。我国目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

的矛盾，这一表述中除了强调要关注充分发展，也强调了人的重要性，所以依据平衡论对更高层次社会

平衡状态的追求，不仅要实现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平衡，还要实现人与社会的平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强

调人民至上是国家鲜明的政治立场，平衡充分的发展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只有人民真正满意，国

家才是真的强大与团结。平衡论中谈及人、物基本要素之间的平衡的观点，可为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

提供积极的指导，从而达到和谐的社会状态。此外，平衡论中也注重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给予

我们的启示不仅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8]，而且要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同时关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共享，建设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就世界而言，平衡论为构建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性选择。工业时代，人们以利益和自我

作为价值起点，形成了利益绝对化和利己主义[8]，造成环境恶化以及人情淡漠等危机，严重威胁到人类

的生存。马克思提出要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与

自然关系的归宿。同样，布哈林平衡论中也是秉持这一理念，不仅强调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平衡，也强

调了社会内部各种关系的联系，让人们意识到要团结起来共建美好家园。无论何时，全球性的问题都不

是某一个国家孤军奋战能够解决的，共同的命运要求人们必须共同去承担责任，布哈林平衡论追求的和

谐发展、和谐社会等哲学理念正能够帮助人们形成这样的文化共识，一同努力去践行“命运与共”、“天

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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