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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改革、建设的过程中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的党，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现如今我们立足于国内国际

双循环，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新的挑战，针对西方的反平等主义观点的冲击，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教育指导地位。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马克思是如何阐释平等主义的观念，以及对我们现阶段教育工作

新的启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平等主义 

 
 

An Analysis of the Enlightenment of Marxist 
Egalitarianism on Contemporary Education 
Chen Shao 
School of Marxism,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Feb. 22nd, 2023; accepted: Mar. 23rd, 2023; published: Mar. 30th, 2023 

 
 

 
Abstract 
The CPC has led the people to great victory in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ur party is a party with Marxism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and insists on using the viewpoint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find and solve problems. Now we are based 
o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ycle, and the ideological field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In response to the impact of western anti-egalitarian views, we must adhere to the guiding role of 
Marxism in educ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in depth how Marx explained the concept 
of egalitarianism, and the new inspiration for our current educ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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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平等观念在社会运行中是起到重要作用的，我们之所以有今日的百年胜利就是因为一直坚持平等主

义，我们的经济制度和教育理念都体现着平等观。不过有少数学者认为马克思是否定平等观念的，针对

这种观念，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关于马克思的综述，确定无疑的是马克思具有平等观念，我们必须承认马

克思主义是包含平等观念的。因此，我们首先要了解马克思平等观的内容。 

2. 马克思平等主义的内容 

马克思有关于平等的观念最早出现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资本主义的平等只是“每个人都同

样被看成那种独立自在的单子”[1]，随后在研究《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认为共产主义的基础

是平等。后期马克思一直研究平等观念与共产主义制度的联系，认为是阶级的观念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

现象，只有阶级消失的那天，人们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体现在平等原则上，主要表现在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上。马克思关于共产

主义学说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

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个人取得的工资与是实际劳动不相符合的，这就是分配原则不平等的理念导

致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严重的矛盾，社会动荡不安。在研究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分配原则上，马克思提出了

按劳分配原则和按需分配原则。 
按劳分配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平等原则的第一个分配原则，也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匹配的，根据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观念，按劳分配原则解决的只是从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历史性问

题：社会资源如何进行分配。带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色彩，因为每个人的劳动能力是有差距的，所以资

源分配并不能做到平等。这也是后期学者认为马克思没有具有平等观念的重要原因。 
按需分配原则就是建立在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的，是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合理利用，真正做

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此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无法满足按需分配的要求了，所以马克思认为，在

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

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

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

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只有在共产主义阶段，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主义，劳动不再仅仅

只是为了生存。列宁称赞马克思提出的有关共产主义的问题就像一个“自然科学家”熟悉生物变种的过

程一样，知道下一阶段将要发生什么，“朝着哪个方向演变”[2]。 
其次，马克思的平等观念体现在分配价值上。马克思认为经济私有制制度下的平等价值分配只是符

合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要求，而不是真正平等的价值分配。由于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引起的冲突，使得资

源产生了不合理的分配。而针对于无产阶级的立场所出发的平等价值的含义是对于社会不平等的价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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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激发了革命的本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就具有革命性，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征。马

克思认为只有消灭阶级才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他要使无产阶级意识到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剖

析资产阶级是压榨人们劳动力的，采用了不平等的分配原则对待无产阶级，导致整个社会弥漫着不平等

的原则，并且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所倡导的平等，事实上掩盖着不平等的原则，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

本和壮大资产阶级自身实力。所以，马克思的立场不是要把原有的资产阶级压倒无产阶级的政治状态颠

倒过来，让无产阶级以相同的压迫方式去压倒资产阶级来改变权利的占有角色，而是要消灭阶级本身，

取消阶级差别的分配制度，为了实现更高层面的平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马克思主义已经绝对

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3]，是真正意义上能够实现平等的思想体系。 

3. 马克思平等主义的理论价值 

任何一种观念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平等观念，应该结合历史时期去分析其研究

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因为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而无产阶级作为全新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建立在三大空想理论的基础上，批判了唯心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

视觉帮助人们认识全新的世界，打开平等主义的大门，帮助人们挣脱于资本主义的束缚。虽然部分学者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赞成平等持迟疑的态度，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反对的不是平等主义，而是有

问题的平等论。马克思的平等主义一定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维护人民大众的权益。马克思主义力挽

狂澜，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和各方面的挑战。 
实际上平等主义一直没有作为关键词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包括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也

没有突出强调平等。但是从他们创立的科学体系中应该学习到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是从历史的发展和对

于未来思考的角度来看待现代平等问题的，也就是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情况下去认识平等的价值的。

他们特别强调现代平等理论是具有实践的局限性的，因为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是无限发展的，一种

社会形态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不会突然地消失，想实现真正的平等需要一个过程，一个无产阶级消灭资

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这种局限性，并不代表他们会完全否定

平等无法实现，而是认为这是需要不断发展的过程，是新制度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所以我们应该看

到马克思的平等观无论是处于哪个时期，仍具有指导意义，对于现代的平等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总的来说，只有将平等价值和平等原则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平等观念内涵和价值。马克

思和恩格斯认为追求平等，一定要参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只有在认

真分析和总分解历史经验，才能继续推动平等的进程，所以“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

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去

运用马克思平等主义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落实于实际，坚持实事求是。 

4. 马克思平等主义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人类命运与共的时代，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一种平等主义的分配原则，是非

常必要的。世界的平等主义具有多种形式，而我国一直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具体实情相结合，

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和平等的分配原则。我们要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下的平等主义，每个时

代有不同的要求，需要重新认识平等主义的重要性，把握教育的主旋律。 
第一，马克思认为承认平等的意义是不会否定分配结果具有不同，由于个人的主观因素所导致的分

配结果不一样并不能认为是分配原则不同。所以，一个社会要想真正做到平等，首先是要满足人民大众

的需求，尊重个人喜好，每个人在社会中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不同，不能要求全员做一样的事情，得到完

全一样的结果。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我们的一切分配方式都必须实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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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意义上的均等，这与教育平等理念的关注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教育公平是中国的热点问题，但对教

育不平等的研究较少。而教育平等的实现必须是基于公平基础之上的机会平等、旨在促进人全面发展的

进程平等和社会公正、公平正义原则下的成果平等。只有在制度、观念和实践诸多方面着手，才有可能

根本解决目前我国教育不平等问题。 
第二，我们举起了百年征程的接力棒，更要努力创造新的辉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原则。马克思

提出在按劳分配的时期，平等分配的标准来自劳动主体的劳动能力，而在按需分配的时期，平等分配的

标准则需要考虑到更多复杂的情况。所以我们要结合新的教育发展阶段，正确认识新发展理念，结合更

多的实际情况，不断总结和分析分配原则的合理性，根据我国的发展要求和理念改善教育理念中不合理

的制度。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和人人都能自由全面地发展，要真正做到马克思规定

的按需分配以达到教育的真正平等。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理论同市场经济结合起

来，应采取全覆盖，多渠道，多形式就业政策，科教兴国战略的深入实施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第三，我们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平等主义的进程。不仅要做到社会上的平等，更要

平衡好政治上的法律平等和经济社会中的平等。我们需要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促进社会平等。我们

要着重解决社会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为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采取措施保

障和改善民生，只有让人民共同享有发展成果才能做到真正的平等。这需要通过各种教育改革措施和加

强法治的力度，及时调整现有的教育资源分配模式，才能有利于做到平等的教育模式平稳运行，朝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目标前进，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1. 

[2] 列宁.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5. 

[3] 列宁. 列宁全集(第 17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228

	分析马克思平等主义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摘  要
	关键词
	An Analysis of the Enlightenment of Marxist Egalitarianism on Contemporary Educ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马克思平等主义的内容
	3. 马克思平等主义的理论价值
	4. 马克思平等主义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