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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益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值得深入研究的基本问题，有效处理好利益问题将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和全人类的解放。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解读利益体系与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路径,阐释从利益体系出

发驱动社会结构的不断生成、演变与重塑，完成社会结构再生产，最终结果是实现利益机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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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interests is a basic issue worthy of in-depth study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effectively handling the issue of interests will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freedom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all mankind. This paper starts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terprets the path of the interest system and reproduc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explains that the 
continuous generation, evolution, and reshaping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re driven by the interest 
system and completes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final result is the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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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interes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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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中，“社会存在”无疑是塑造“社会意识”的基石，其“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

意识”[1]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从根本上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与观念世界。物质生产活动作为社会历

史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不仅刻画了社会结构，还广泛渗透并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政治格局以及

精神风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恩格

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3]那么，

我们不禁要问：利益体系是以怎样的特定形式完成社会基本结构？人类又是怎样在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

中完成社会结构的生成、演变与重塑，最终完成社会结构再生产？深入解析上述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社

会而言，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它不仅能帮助我们精准地识别社会利益结构中的矛盾点，还能促使

我们更加科学合理地运用利益机制，为应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复杂挑战提供坚实的理论武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阐述利益体系与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路径，不仅能帮

助我们深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还能在实践中找到破解难题、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途

径。 

2. 利益体系：实现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完成 

当前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可以通过物品体系、价值体系和利益体系分别阐释

与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过程。本文聚焦于利益体系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利益体系以何方式实现社会结构

再生产的完成。要理解实现该过程的前提，就需要追溯到利益的产生根源。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利益

的形成依赖于四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人类自我意识观念的觉醒，使人不再仅仅是被动于自然界，而

是能够脱离自然状态，成为能够主动思考并行动的主体；二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打破了原始共同体的

界限，促进了剩余产品的出现，推动了私有制的诞生，赋予了个人能够拥有财富，催生了个人对物质财

富的渴望；三是个人通过参与社会劳动，使人们在共同劳动交往中形成了社会关系；四是利益的发生离

不开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4]。这些共同构成利益发生的完整框架，是作为阐释这条理论路径研究的基础。 
利益发生过程的形成，使利益成为研究的对象，赋予研究的价值。然而，利益体系是如何完成社会

结构再生产的呢？这关键在于利益体系中存在的两个基本层次所产生的作用。物质利益作为低级层次，

人类对物质利益的不懈追求，驱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促进着经济基础的产生。伴随着

物质利益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被规范化的确立，使政治制度、法律法规、道德观念等上层建筑的应

运而生。同时又进一步推动审美观念、伦理原则、价值准则等高级层次的精神利益的形成，从而社会结

构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利益的驱动下实现深刻的塑造与再生产[5]。最终利益完成了社会结构再生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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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得以形成。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也理论上提供了理解社会结构变迁的方

式，使人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利益体系实现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完成。 

3. 物质利益的生产：生产再生产着经济基础 

要深入阐释物质利益怎样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塑造经济基础的形成，必须探究其如何催生并推动着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的形成是人类对物质利益追求的结果。在追

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人们不断推动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同时也调整着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

发展的要求，最终促进人类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 
在原始社会的漫长岁月，人类长期以群体聚居为主要生活方式，依赖集体的力量采集果实或捕食猎

物维持生计。那时，人类还没有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与自然界的万物没有形成本质的区别，所使用的

语言和交流方式并未展现出与动物有显著的区别，缺乏深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因此，这时期

的生产力落后，尚未产生能够发挥作用的生产力。然而，伴随社会历史发展的车轮滚滚前进，到原始社

会后期，人类学会了使用生产工具并制造出新的生产工具，而且这些生产工具已超越了简单的自然物，

展现了人类独特的智慧与创造力，标志着人类已脱离动物式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同时，

人类在物质生产活动中还形成了更为复杂高级的语言系统，实现了人与人之间语言交流方式的升级，使

人类思维意识得到独立。这些变化共同见证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人类开始利用自身制造的生产工

具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从而不断提升了自我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进而产生了对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

的强烈追求。这种追求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还促使生产关系不断地调整演变，形成了更加

复杂的社会结构。由此，人类与动物在本质上实现了区分开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全人类的解放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物质生产实践是推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力量。人类对物质利益的永恒追求是生产力形成和发

展的动力源泉，不断激励着人们进行技术创新，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的状况决定人类能够获

取多少物质利益，从而实现人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得到满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所强调的，社会历史的创造都依赖于人类生命的繁衍和延续，其基本要求是依靠实现人的生存和发展

为前提条件，而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吃喝住穿等物质利益得到满足。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人类

必须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认识世界，通过已有的生产资料去改造世界，达到自我生存与发展的目的，

也逐渐形成具有实际价值的生产力。因此，人类不断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根本动因是满足自身获取更

多的物质利益而确保其生存与发展。这种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有序发展。由此可

知，物质利益不仅是生产力形成的推动力，也是推动社会持续进步的原动力。 
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结构形成的基础，它在生产活动中不断调整着因物质利益的分配不均造成的不同

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矛盾。马克思所撰写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以人与自然的哲学关系的利

益矛盾研究逐渐开始转为异化劳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利益矛盾研究。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生

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

之为经济关系。”[6]这表明马克思所阐述的生产关系实际上是经济关系的总和，它贯穿于生产、交换、

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人类在获取物质利益的过程中，需要通过生产活动取得更多的物质产品，而各

利益主体获取多少物质产品涉及到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由于人们在社会分工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导

致各利益主体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有多有少，从而获取的物质利益自然而然不均，这种不均衡的利益主体

关系最终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形成。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促进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它在人类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形成，这

对矛盾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最核心部分，影响着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基础作为社会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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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同时也决定社会的经济结构与运行规则。人类在生产活动过程中，不仅满足了自身物质利益的

需要，也推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催生了经济制度的诞生，这

些制度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在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统治阶级凭

借着自身的地位而拥有多数的生产资料，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物质产品，其地位决定了经济制度的走向和

经济基础的形成。从整体上来说，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是不同的语境下被赋予了不同概念的表述，实际

上两者是一个东西。所以，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形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同时为获取

更多的物质利益生产再生产着经济基础的形成。 

4. 物质利益的分配：生产再生产着上层建筑 

人类对物质利益的生产过程，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然而，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

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要探讨物质利益的分配过程是以何种方式塑造上层建筑的形成，同时必要理解何

为上层建筑及其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

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

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

现实基础。”[7]这表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对应，上层建筑是根植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复杂体系，囊括

了意识形态、相适应制度、组织框架及配套设施的集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了社会基本矛

盾的第二对矛盾。自阶级社会形成后，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观念)上层建筑两部分组成，前

者涉及政治制度、法律体系、行政机制及军事、司法等政治组织和设施，决定了国家的运行方式和权力

结构；后者则涵盖政治理念、道德观念、宗教信仰、哲学以及艺术形式等，反映了统治阶级对于世界的

看法，也指导着整个社会的行为和价值评判标准。上层建筑的形成与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类对物质利益的

追求。要深刻地理解这一过程还必须开展理论层面的阐释上层建筑的形成是以何途径实现。 
物质利益的生产是社会进步的引擎，它不断产生出新的物质财富。然而，这些物质财富如何在不同

利益主体间分配，却是由上层建筑所决定。在这种分配中，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凭借着自身的统治

地位，往往能够攫取更多的物质产品，而被统治阶级由于在社会中处于被统治地位而仅能获得维持其自

身及家庭基本生存所需的物质产品。这种分配方式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产生。统治阶级为

维持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实现长期合法化的存在，亟需构建一套完整的制度规范、组织框架及配套设施，

确保自身的根本利益得到维护，从而催生了政治上层建筑的产生。通过形成符合统治阶级的制度规范，

能够确保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从而实现物质利益的分配过程中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

级的无情剥削。但是，仅有制度规范的实施并无法完全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被统治阶级仍然可以通过

暴力的方式进行反抗。因此，还需建立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组织框架和配套设施为统治阶级服务，

作为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这些组织和设施的存在能够极大地削弱被统治阶级的反抗能力，确保统治阶

级在物质利益分配中占据绝对的支配权，最终拥有大部分的物质产品。由此，物质利益的分配生产再生

产着政治上层建筑的形成，并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适应于经济基础的需要。通过以建立和不断完善

的制度规范、组织框架及配套设施的政治上层建筑，不仅确保了统治阶级在物质利益分配中支配地位，

也有效的促进了整个社会结构在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 
统治阶级要长期实现拥有对物质生产活动中产出的物质产品的分配权，只依靠构建一套完整的制度

规范、组织框架及配套设施，以暴力镇压的方式作为支撑是无法缓和阶级的矛盾，还必须采取运用非暴

力的方式有效地固化被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通过塑造特定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观念、宗教信仰、

哲学及艺术形式等社会意识形态，建立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灌输给全体利益主体，促进思想上层建筑的

形成。统治阶段利用自身的统治地位，将多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整合为之服务，通过教育和宣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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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将其思想深深根植于被统治阶级，使被统治阶级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统治阶级的价值观，逐渐认同并

遵守统治阶级所制定的社会制度规范，从而在思想上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阶级的领导，进而成为缓解社

会阶级矛盾的有效途径。思想上层建筑的形成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不仅增强了统治

阶级在物质利益分配中的权力，而且提供了为维护自身长久统治地位的思想保障。 
为巩固在物质利益分配中的支配地位，确保支配的合法性和持久性，统治阶级必然要建立与经济基

础相匹配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两个组成部分始终与经济基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和适应性，同时服务于经济基础。尤其是思想上层建筑，它通过不断地生成和演进，努力缓和阶级之间

的利益冲突，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为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提供精神层面的保障。通过这种方式，人

类在物质利益的分配过程中不断生产再生产着上层建筑的形成和发展，统治阶级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

也塑造了一个与其统治地位和物质利益分配相适应的社会结构。 

5. 物质利益的生产与分配：形成精神利益 

从理论阐释可知，人类坚持不懈地追求物质利益，促使全部利益主体都参与到物质利益的生产和分

配之中，从而分别不断生产再生产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生成、演进。这一路径的实现，首先通过物

质利益的生产不仅产生了生产力和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而且促进了经济基础的形成；其次通过物质利

益的分配构建了政治制度、法律法规以及道德观念等上层建筑的形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诞生共同

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础。经济基础为上层建筑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支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进行了规范

和引导，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实现良性循环，从而确保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有序发展，进而

不断推动着社会结构的生成、演变与重塑。 
自从人类社会分工的细化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飞跃式提升，使剩余产品逐渐丰富，私有制随之兴起，

两大对立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也随之形成。 这种变革不可避免地导致物质利益分配的不均，加

剧社会的不公平。在这种背景下，物质利益的生产与分配过程中，社会结构中的被统治阶级只能够依靠

付出体力劳动以维系基本的生存，为整个社会提供物质产品，而统治阶级凭借着对生产资料的绝对占用

却轻松享有被统治阶级创造的物质财富，满足物质利益的需要，从而有余力的追求和创造利益体系中高

级层次的精神利益。由此，人类社会的分工为统治阶级提供了充裕的时间从事脑力劳动，创造出推动社

会进步的生产工具和精神产品。统治阶级特别对精神产品层出不穷的推出，制定了符合自身利益的思想

上层建筑，同时将这种社会意识形态根植于社会各阶层，使之成为规范社会行为的重要准则。人们在潜

移默化中接受着这些精神产品，从而巩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进而促进了审美观念、伦理原则、价

值准则等精神利益的形成与发展。可以说，社会结构的形成深刻烙印着利益体系的痕迹，物质利益的生

产与分配都在不断塑造并重构着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结构。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人类对物质利益的追

求和渴望中所形成了统一的精神利益的结果。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坚持不懈的以实践为笔，绘制出一幅幅物质与精神的丰饶画卷。这些实践活

动不仅孕育了琳琅满目的物质产品和深邃的精神产品，更将两者转化为利益体系的两个基本层次——低

级层次的物质利益和高级层次的精神利益，由此形成了利益体系的客体。这两个基本层次的利益客体相

互依存，反而共同作用于现实的人类社会，不断生产再生产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及社会结构的形成

和演变。追溯社会结构的形成轨迹，不难发现其内在的递进过程：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

(即经济基础的确立)，从而催生了政治上层建筑以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同时思想上层建筑作为精神领域

的守护者，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价值的导向与意识形态的支撑。在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物质利益始终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直接动力，也是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形

成的基础，更是促进利益客体中高级层次的精神利益的形成。这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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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作为与社会结构相对应的精神利益不仅依赖于物质利益的生产活动反映到利益体系中，

也依赖利益体系不断生成与演进。精神利益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人们

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追求。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交融共生，保障了社会的物质繁荣，更赋予了社会以深邃的

精神内涵，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这一过程诠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

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展示了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壮丽画卷。 
在社会历史的演进中，利益体系凭借着所蕴含的精神利益，仿佛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赋予了一

种超自然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犹如一种魔法，让利益成为了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魔物”。这种力量的

显现，让社会规范性的制度和道德观念获得了魔性的权威，使得上层社会的人物能够凭借自身的地位和

威望制定并维护着一系列的制度和观念。这些制度和观念就像是一种使人敬畏的魔力，约束着上层社会

的精英，也影响着底层社会的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在利益体系所塑造的精神世界中，自觉地接受着既定

的社会角色与地位，甘愿遵循着统治阶级所制定的意识形态。这种强大而神秘的精神力量，正是马克思

所指的“社会存在”的力量。这种力量作为利益的符号，在物质利益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更以其所承载的精神利益的力量，也不断地在生成、塑造和强化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利益关系，划分着

整个社会的等级，引导着人们的利益行为，再生产着社会结构。 

6. 结语 

本文所阐释的理论路径形成了利益体系与社会结构再生产的一条循环回路。它围绕着社会结构、利

益体系中的精神利益以及再生产的社会结构之间展开。这一循环回路的核心驱动力在于物质利益的生产

与分配。具体而言，现实的社会存在(社会结构)作为起点，通过物质利益的生产活动和分配方式，创造出

负载着精神利益的利益体系，利益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完善，再生产出现实的社会结构，如此循环往复，

不断进行下去。这个循环回路，使那种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和建立于其上的上层建筑，不断通过

利益体系而日益巩固和加强。社会结构通过这个再生产循环回路而不断生成、积累和巩固，它将在相当

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维系下去[8]。最终结果是利益完成了社会结构再生产，利益机制也随之形成。利益

机制的确定，为社会持续向前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确保了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能够促进社

会结构保持内在的稳定。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利益机制及其应用视域下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政策的历史演进

与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SZZX211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列宁. 列宁全集(第 60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458.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下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1176.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95. 

[4] 黄准. 利益与社会结构再生产——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D]: [硕士学位论文]. 广西民族大学, 2014: 28. 

[5] 李卫华. 论利益的发生及其结构——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D]: [硕士学位论文]. 广西民族大学, 2013: 24.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81.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2. 

[8] 鲁品越. 物品体系与社会结构再生产——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新解读路径[J]. 哲学动态, 2004(12): 8-13.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9360

	利益体系与社会结构再生产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新解读路径
	摘  要
	关键词
	Interest System and Reproduc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A New Interpretation Path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利益体系：实现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完成
	3. 物质利益的生产：生产再生产着经济基础
	4. 物质利益的分配：生产再生产着上层建筑
	5. 物质利益的生产与分配：形成精神利益
	6.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