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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在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起来的，它是一套全面阐述社会历

史发展规律的学说。本文通过追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渊源，梳理形成过程，阐释主要内容，对其

擘画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进行剖析。面对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如全球化、数字经济引发的新变革

等，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批判性重构，探寻社会形态理论发展新路径。研究旨在深化对马克思主义

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解，使其更好指导当代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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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theory of social form was a gradual process, emerging from an in-depth 
analysis of capitalist society. This theory constitutes a comprehensive expanse of doctrines that ex-
pound upon the laws governing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races the origin of 
Marxist social form theory, sorting out the formation process, explaining the main content, and an-
alysing the laws of social form evolution drawn by it. In light of contemporary social challenges, such 
as globalis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v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is study undertakes a crit-
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arxist ideology. It explores novel ave-
nue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formations. The study’s objective is twofold: firs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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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form, thereby ensuring its effective guid-
ance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secondly, to facilitate the progression of human social form to-
wards a more advanced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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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背景与理论渊源 

1.1. 历史背景 

1.1.1. 生产力的提升与市民社会的出现 
十九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出现加速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以《物种起源》为标志的达尔文生物进

化论提出自然进化选择学说，阐述了生物是如何诞生等进化问题。生物进化论给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以

沉重的打击，为分析人和其他生物的内在发展演变规律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三大自然科学的出现让

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明显提升，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然界并对自然界进行改造。 
在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洞察到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在社会进步中的核心地位。资

本主义社会的迅猛扩张正是根植于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之上，这一认识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的提出奠定

了重要的思想基石。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还深化了人类对自

我的认识，强调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角色。这一转变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关注的焦点逐渐扩展到

人的全面发展上。马克思在 1843 年《黑格尔哲学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国家是宇宙精神的体现”

这一政治国家理论的核心思想进行了批判，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

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1] 1844 年马克思在全面阅读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著作之

后，由“劳动异化理论”出发，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 
十六、十七世纪，随着工业的发展，英法两国出现了代表新生产力的新兴社会阶层——市民社会。

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理论一度被遗弃。直到 13 世纪，阿奎那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

获得启发，认为人是“天然的社会政治动物”。进入近代后，“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经过几个世纪的演

变，被逐渐赋予新的内涵。尤其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从而形成

了“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马克思运用社会形态理论，科学的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

规律。只有全面科学的认识社会形态理论,才能真正的认识社会历史。[2] 

1.1.2.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无产阶级的壮大 
18 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化的浪潮汹涌袭来，机器大规模取代手工劳动，工业化生产成为主流，人类自

此迈入社会化大生产阶段。本质上作为商品生产的社会化大生产加速吸收全球各自原料与商品，同时资本

家也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将国内产品源源不断销往全球各地，以求利益最大化。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之中，

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弊端也逐渐凸显，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危机频繁爆发。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机器生产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也促进了科学技术

和人文科学的进步。同时，工业革命带来了思想的巨大变化，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结构、经济关系和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521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俊杰 
 

 

DOI: 10.12677/acpp.2025.145210 35 哲学进展 
 

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这一系列变革为后来马克思的理论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深刻

反思。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全球的拓展这一现象进行考察之后，他以全新的视角深入剖析人

类社会发展模式蕴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为社会形态理论的孕育创造了契机。[3] 
无产阶级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同时产生的。在 19 世纪 30 年代，欧洲社会的产业工人面临着严

峻的生存困境，其获取的工资报酬，在扣除必要的生活成本后往往所剩无几，难以维系基本的生产生活

资料的开销。在此背景下，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爆发，反映出无产阶级作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展现出

强大的感召力，宣告自身作为一支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论——即由生

产力主导的“结构性动力”与主体实践主导的“主体性动力”构成的辩证统一学说——为此提供了强有力

的理论论证。[3] 

1.2. 理论渊源 

1.2.1. 早期资本主义观念影响 
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观念与社会观念，是在对古典时期与中世纪思想的深刻继承与发展中逐步

构建起来的，其核心在于将国家视为多元力量汇聚而成的联合体。这一“联合”的核心理念，巧妙地平

衡并满足了不同社会力量群体与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既与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愿景相契合，又顺应了新

兴社会各阶层的发展需求。在这一复杂的联合架构内，众多异质的实体——诸如各类社团、工会组织以

及宗教教会等被有机地融入其中，共同构成了国家这一宏观社会结构的基石。[4]在构建“国家联合”时，

需要通过法令的形式来规范行为，并选出一个人或组织作为代表，负责管理国家事务。民众此时将自身

的权力进行让渡或移交，这一过程被称为契约。契约不仅是国家形成的基础，也是社会各阶层之间达成

共识、实现合作的重要机制。通过这种契约关系，国家能够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寻求平衡，从而维持社

会的稳定与和谐。 
卢梭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一书中，探讨了人类不平等产生的原因是生产和发展造成的不

平等。而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对自由以及平等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卢梭认为必须

要采用社会契约的方式才能更好地让社会力量聚集到一起，社会契约就是一种突破专制统治的有效方式，

最终让社会发展处于平等状态。 

1.2.2. 德国古典哲学家思想影响 
西方哲学传统历来对理性持以高度重视，致力于探索宇宙万物内在的普遍必然规律。然而，近代哲

学领域内的经验主义与唯理论，在休谟的深刻剖析下，均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难题。经验主义力求通过实

验方法确立事物间的普遍关联，而唯理论则尝试凭借先验观念推导出事物关系的模式。休谟的见解揭示

了经验现实与观念构想之间的鸿沟，使得近代世界观的理解面临困境。 
在此背景下，康德在休谟与卢梭思想的启迪下，通过对先天综合判断可能性的严谨分析，阐明了一

切知识均根植于经验，但单纯经验无法充分说明问题，因为事物间普遍必然的联系唯有通过先验方式方

能理解。他也指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规律性和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马

克思的思想就受到了康德历史观的深度影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将辩证思维融入理性主义历史观之中，

认为人类历史是理性表现与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寓于唯心主义框架内，其提出的

辩证法具有革命性，被视为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规律的研究受到了前两

者的影响。 

1.2.3.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构想 
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发展做出预测。圣西门强调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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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有序性，把历史看作连续数列，过去和未来紧密相连，这一观点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规律性，

为理解社会变迁提供崭新的视角。傅立叶则继续拓展这一思路，提出社会各阶段遵循一般成长规律，将

人类社会划分为童年、成长、衰落和凋谢阶段。他对社会阶段性的划分及对发展规律的探讨，留下了极

其宝贵的思想财富。欧文根据社会发展进程，将人类历史划分为渔猎、游牧和农耕等阶段，强调每个阶

段在历史长河中的短暂性，凸显社会形态的演变和阶段性特征。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为马

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这些理论存在一定局限，但他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

以及后来社会主义理论的完善，都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启迪意义。[5]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2.1. 国内研究综述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蔡和森、李达等对社会形态演变理论进行了研究。蔡

和森的《社会进化史》通过对生产方式的演进对社会形态进行了划分，其是我国最早以唯物史观为指

导撰写的社会发展史著作。[6]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关注到社会形态演变中的特殊性，还对错误见解

进行了澄清与批判。对于马克思社会形态概念的研究之中，段忠桥教授(1995)指出社会形态是特定阶段

的社会整体结构。[7]刘召峰教授(2020)指出经济和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差异。[8]陈洪鑫、郗戈(2025)指出

“社会形式”的唯物史观意蕴和社会认识论意蕴，揭示出其相较于“社会形态”更为独特的历史科学意

义。[9] 
关于马克思社会形态基本内容特征的研究之中，近年来，国内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研究

方面不断深入。如洪光东(2013)《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辨析》，从生产关系思想的形成出发进行探

讨，得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中的基础性地位的结论。[10]从社会形态的划分角

度论述来看，赵家祥教授(2006)通过与段忠桥教授否认“五形态”合理性并与之展开辩论，得出“五种社

会形态理论”贯穿在马克思、恩格斯一切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中的结论。[11]吕薇洲、刘海霞(2021)通过对

社会形态更替的“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说为基础，探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及更替的理

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是共产主义学说的重要依据这一观点，更加全面清晰地认知马克思社会形态

的基本内涵。[12]国内学者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涉及社会形态的形成、划分界定等等，但是对于社会形

态的划分研究以及当代意义仍然需要不断理论与实践研究，从整体上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

道路进行结合。 

2.2.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社会形态的研究集中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世纪奥古斯丁把人类社会分为七个阶段；近代

维科则提出“三时代”论；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首次提出文明形态史观，通过对社会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

考察，从宏观角度以文明为单位研究人类历史，对传统史学观念有所突破。柯林伍德等“唯心主义历史

哲学家”认为历史发展不具有客观性，否认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性。马尔库塞(1993)认为马克思把人类历

史分为成熟的历史和真正的历史。汤因比(1997)主张从人类的整体历史进行考察，将人类历史作为推动社

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哈贝马斯(2000)认为任何的社会形态是整个社会一体化的集合。科恩(2008)认为经济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区别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志。虽然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看到了不同社会发

展阶段所蕴含的不同之处，通过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划分，但是持“趋同论”、“单线论”、“多线论”观

点等学者未能深入“人”的本质之中，忽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的联系。国外的研究现状主要更加注

重对于现实世界的批判，其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主张重新架构马克思主义从而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摆脱唯物主义的束缚，强调人自身价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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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基本内容 

3.1. “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时期以及莱茵报时期属于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理论的早期探索阶段。1843 年，马克

思在创办的《德法年鉴》上发布了众多研究成果，其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他对社会形态思

想进行了开创性的革新。马克思首次基于唯物史观角度，以现实中的人为基础来分析历史哲学。《德意

志意识形态》被广泛视为唯物史观的诞生标志。这部作品不仅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还首

次提出了社会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即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以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

的雾月十八日》的发表为标志。“……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

就都消失不见了。”[13] 
19 世纪 50~60 年代，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政治经济学内容，从多个视角丰富了社会形态理论的内容。

社会形态理论内容主要包含在《1857~1858 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相关著作之中。比如在

《手稿》中，马克思基于现实的人的角度，对人的本质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结合人类个体所具有的

发展水平，把整个社会划分为了三形态。即人的依赖阶段，物的依赖阶段，人的全面发展三大社会形态。

[14]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提出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结合经济社会的不同形态对整

个社会的发展规律展开描述。“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

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将

社会形态分为五种形态。[15]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社会形态”理论持续深化的

阶段，“五形态”理论得到了深刻的明晰阐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

分析，标志着其社会形态理论的成熟。 
马克思晚年深化了社会形态理论，转向研究东方与史前社会，并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社会发展

分为过渡阶段、社会主义时期及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他在 1877 年和 1881 年的信件中，特别关注了

东方社会道路，提出俄国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见解，这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各国

民族特性的创新思考。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通过《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发展了两种生产理论，

完善了五形态理论，解决了早期研究的逻辑问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框架。 

3.2. “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内容 

3.2.1. 以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说” 
“五形态理论”是依据所有制形式划分的社会形态分类，它根植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之中，其是以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为基础进行划分。该理论的核心在于：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深入探

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这一矛盾中人类追求自由解放和共产主义前景的趋势。“五

形态说”是马克思基于全球历史视角，对人类社会发展本质和内在规律的深刻剖析。“五形态说”揭示

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但这种规律性并非在所有国家和民族中都严格对应。所有制社会形

态受劳动交换关系影响而独立存在，并带有历史选择性，因此不同国家的历史种类之间有可能并没有逐

次更替的必然性。 “五形态说”并不意味着全球所有地区和国家都会遵循同一社会形态发展路径。相反，

特定国家和民族可能因各种因素而展现独特发展轨迹，利用自身优势，结合实际情况，跳过某些社会形

态，直接进入更高级阶段。马克思指出，一些国家和民族能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利用时代的有利条件“缩

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甚至能“够跨”过一个或多个形态，整体表现出明显的跳跃性。但需明确，这种

跨越主要指所有制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而生产力和社会经济运行的发展阶段则难以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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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以人的发展为划分标准的“三形态说” 
在《1857~1858 年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强调了经济发展对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并基于人类发展的

视角，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形态：即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第一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标志的

第二形态，以及追求人全面发展的第三形态。“三形态说”从另一维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全面

过程。它聚焦于社会主体——人，以此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的基础。从“三形态说”层面而言，社会形态演

进顺序的排列，表示为后一社会形态对前一社会形态的超越，但每一后续的社会形态，都是在辩证扬弃

前一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实现的。[16] 
对人的解放思想进行深入探讨，不应仅仅局限于对人本质的模糊或抽象分析，而应全面考察自然、

社会与人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的解放，实质上是一个伴随着生产劳动快速发展和人际关系变化的过

程，是人不断突破社会关系，迈向自由的过程。从这一角度出发，人的发展“三形态说”属于从分工与交

换的层面，将人类发展情况以及自由实现的水平为核心来对人类社会进行划分。 

4.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当代之问 

4.1. 全球化趋势与社会分层问题凸显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阐释了社会发展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推

动发展。在 21 世纪的飞速发展之下，全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扩张，推动了生

产力的发展。但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例如贫富差距日益显现，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技

术以及资本优势，控制全球产业的命脉，从而支配发展中国家以获取高额的利润。发达国家拥有较为丰

富的贸易经验，可以主导国际的经济秩序，在贸易规则制定、金融体系设置等方面具有话语权。在资本

主义社会之中，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会导致阶级分化和社会

不平等。高收入的群体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技术的垄断获取高额利润与回报，而普通劳动者只能

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赚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社会阶级分化的加剧不仅扩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资源

占有之间的差距，还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对社会的整体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 

4.2. 环境危机与数字经济问题亟待审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驱动力在于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这不仅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系统性破坏，更

激化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环节，技术能力薄弱，发

展空间受限，自然资源因发达国家的过度攫取而面临一定风险。发达国家的高耗能企业被投放于发展中

国家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随着大数据、新媒体的不断应用，数字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生产要素

的变化将会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会改变原有的传统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数据垄

断问题也日益凸显。不同平台对于网络数据的掌控程度存在差异，因而会在市场竞争中出现不公平现象。

少数平台通过自身常年积累的经验从而获取数据信息优先权掌握商品以及用户的偏好，从而赢得贸易信

息差，获取超额利润，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5.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时代之答 

5.1. 建立国际贸易新秩序，完善分配制度体系 

对于存在的全球化问题，一方面，各国应加强合作，共同制定符合各方利益的全球贸易和金融规则，

减少贸易壁垒，促进资源的公平分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应提升自身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产

业升级，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实现经济的独立自主发展。此外，对于社会分层问题，需要进一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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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缩小贫富差距。政府要加大对教育、医疗等

公共服务的投入，从公民角度出发，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持续健全优化分配制度，完善税

收、社会保障等再分配调节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5.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必须加快转换经济发展动能，建立以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可持续性

为重要支撑的新型发展范式。政府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不断健全自然生态修复屏障，限制高能耗

高污染的企业排放，鼓励企业采用更为先进环保的生产技术，大力发展例如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对

于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耗。强化环保组织与企业单位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同合作，构建全球性自然

资源治理的长效机制。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应当构建包含数据确权、流通安全等方面的系统

性治理框架，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实现多种数据要素的交互聚合与价值输出。制定严密的数据知识

产权保护以及相应的数据使用规则，打破原有的数据垄断壁障，促进数据的合理流动。在平台经济反垄

断的规制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完善数据监管制度与协调机制，规范市场秩序，构建开放包容

的数字经济生态体系，促进产业良好发展。 

6. 结语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态性和阶段性，强调了社会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

通过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阶段逐步演进的。每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社会结构，不同

社会形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更迭。通过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不断探索，可以更好

地理解当今社会出现的诸如全球化、阶级分层、环境恶化等现象，从社会形态的脉络发展与理论内涵之

中，找寻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全球化良好发展的对策，进一步夯实理论成果，推动人类社会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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