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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利益观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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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邓小平利益观是历史实践的产物和时代的产物,也是对晚年毛泽东片面强调道德精神价值和意识形态利益

观的超越和突破,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即它是物质利益与道德精神的统一、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

及功利与正义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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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邓小平利益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利益观

的继承与发展,更是直接继承了早年毛泽东强调物

质利益是道德产生的基础、动机与效果相统一和全

心全意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利益观,同时又扬弃了毛

泽东晚年的道德主义迷误。 邓小平利益观是中国在

新的时期面临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抉择的特

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对晚年毛泽东片面强调道

德精神和意识形态利益观的扬弃,是对传统社会主

义利益观的突破。 在晚年毛泽东的利益观中,意识

形态占有核心地位。 而邓小平的利益观是以经济发

展为中心,突出和强调了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地位,充
分肯定了人们的物质利益,许多学者认为这才是对

马克思主义发展生产力观点的复归。 邓小平利益观

强调物质利益和经济效率,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
调动了劳动者的致富积极性,满足了人们的利益欲

求,适应了中国发展的需要,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
它是物质利益与道德精神的统一、效率与公平的统

一、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及功利与正义的

统一。

一摇 物质利益与道德精神的统一

邓小平利益观强调物质利益与道德精神的统

一。 一方面,他认为物质利益是个人和社会生存与

发展的基础,是激发人民群众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的

内源动力,是革命精神和道德产生的基础。 邓小平

说:“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

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 革命精神是

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 但是,

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

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冶 [1]146 “听说深

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

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
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冶 [2]52 “物
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

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 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

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

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

是真正治本的途径。冶 [2]89物质利益是基础,是根本,
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 马克思曾经说

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

关。冶 [3]恩格斯指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

先表现为利益。冶 [4] 列宁说:“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

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由于不会

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一步都吃到苦头。冶 [5] 1942
年,毛泽东在讲到解放区的经济与财政问题时说: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爷,完全是唯

心的骗人的腐话冶,“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

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冶 [6]

正因为物质利益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所以,邓小平

所倡导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

改革,都以是否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否满足人民

物质利益需求作为评判标准。 而邓小平利益观对物

质利益的重视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观的

继承,另一方面又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片面重视意识

形态和道德精神的价值观的扬弃。 从“大跃进冶至

“文化大革命冶,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一个失误,就是



片面夸大人的道德精神价值、主观意志和生产关系

的作用而忽视人们的物质利益及利益差别。 二十世

纪六七十年代党中央始终坚持“政治挂帅冶促经济、
“思想革命冶促生产、道德精神变物质的思路,这显

然与马克思关于人们创建新社会首先必须创造新社

会的物质条件的思想大异其趣。 邓小平曾说晚年毛

泽东 “有一个重大的缺点, 就是忽视社会生产

力。冶 [2]116胡绳说左倾错误“供奉了一些‘女神爷。 它

所供奉的虽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女

神,而是‘最革命爷的、‘最纯洁爷的、‘公平爷的社会

主义女神,但这二者同样使社会主义丧失了它必须

具有的唯物主义的基础。冶 [7] 在贫穷落后的中国,仅
仅凭借精神的鼓动、思想的动员和人们一时的热情

而脱离生产力这一物质基础去建设抽象的意识形态

上的社会主义,遭受了重大挫折。 而邓小平重视物

质利益的利益观正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片面强调意识

形态和道德精神的利益观的扬弃,顺应了我国历史

发展趋势,也是民心所向。 它极大地释放了人们潜

在的致富欲望,激发了人们内在的活力,极大地推动

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邓小平在突出强调物质利益作用的

同时,也并不否认道德精神对物质利益的反作用,因
此,他也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主张物质利益与道德精

神的统一,提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

抓的辩证法。 邓小平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

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平。 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
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

设物质文明。 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

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

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冶 [2]28“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
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 光靠物质条

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冶 [2]144

总之,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精神文

明的发展又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保

障。 物质利益的满足是道德精神产生的基础,道德

精神又为物质利益的创造和满足提供保障。

二摇 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邓小平把生产力标准视为评价改革成败和社会

进步与否的最终标准,并把生产力最终标准具体化

为当前工作的实践效果、实际效率。 经济、政治、文
化等方面改革成败和一切工作好坏,有的主观上是

要看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的,有的与发展生产力没

有直接的关系,这就要看实践效果,看是否能提高经

济效率。 邓小平说:“我们要面对国家的现实,在建

设当中考虑经济、实用、美观。 这个问题周恩来同志

在一九五三年就讲过。 有些同志讲美,美当然是好

的,大家都是愿意美的,但是应该在经济实用的条件

下,在可能的情况下照顾美观,实在不大美也就算

了,等到将来富裕了再来讲美,今天主要讲经济讲实

用。冶 [8]268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有用、经济效

率高是首要的评价标准。 他在对一些生产队实行

“包产到户冶的做法做出肯定回答时指出:“刘伯承

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

鼠就是好猫。爷这是说的打仗。 我们之所以能打败

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

况,打赢算数。 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
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

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

种形式。冶 [8]323邓小平认为,国家建设和农业生产都

得看实践效果或实际效率。 只要有好的效果或高的

经济效率,不必拘泥于某一种方式或手段,手段或方

式可以灵活多样。 “猫论冶是其重视实践效果与经

济效率的思想的最好诠释,政治家邓小平引用“猫
论冶来“反对政治决策上的教条主义。 用马克思主

义哲学来说明它,它是形象化了的用效益判断价值、
从实践寻求真理的哲学。冶 [9] 邓小平还认为,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也体现在经济效率上,他说:社会主义制

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

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 没有这一

条,再吹牛也没有用。冶 [1]251 “现在摆在我们各级党

组织面前的事情,就是要鼓实劲,要切实解决问题,
要踏踏实实地工作。 一句话,就是要落在实处。 追

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
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冶 [1]99鄄100 此

外,邓小平之所以强调市场经济和科技的作用,就是

因为市场经济与科技具有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

济效果。 一言以蔽之,在中国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前

提下,邓小平是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 效率是

公平的基础,没有效率空谈公平毫无意义。 从“大
跃进冶到“文化大革命冶,党中央指导思想上的一个

失误,就是在全国生产力普遍不高的基础上空谈道

义和追求片面的形式上的公平,而忽视经济效率,结
果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阻碍了生

产力发展,并最终导致实质的不公平。 邓小平正是

为了扭转这一局势,强调要提高经济效率。 邓小平

虽然重视经济效率,但他也并不否认公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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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是效率的保障,从长远来看,公平是社会主义社

会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 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

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
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冶在邓小平看来,
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是基础和前提,而利

益分配公平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 邓小平还指

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
是两极分化。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

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

真是走了邪路了。冶 [2]110鄄111是否出现两极分化,是否

形成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是评判我国改革成败的一

个重要指标和关键点。 总之,邓小平在我国贫穷落

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优先强调经济效率,但也重视

公平,并将公平的实现视为评价社会主义社会改革

成败的指标和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主张公平与效

率的统一。

三摇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

虽然邓小平非常重视物质利益,但这个利益主

体不只是某个人或某个特定的群体,而是既包括个

人也指的是人民或集体。 他在肯定个人利益的合理

性的同时,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 他认

为个人利益是集体利益的基础,但个人利益也只有

在集体或社会中才能得以实现。 我们不能因为集体

利益而否认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也不能为

了一己私利而损害集体利益,应把二者有机统一起

来,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必

须服从集体利益。 邓小平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之

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

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

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

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

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

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

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

统一的。 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

利益的相互关系。 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

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

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

失。冶 [1]175鄄176 “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

质利益奋斗。 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
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

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爷
看。 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
我们从来都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

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

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 为了国家和集体的

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

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冶 [1]337 “按照马

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

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
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

展社会主义的生产。 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

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地承认

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冶 [1]351鄄352邓小平利益观对

个人利益的肯定,是对我国计划经济年代片面强调

集体利益或整体利益思想的修正。 计划经济时代,
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至高无上而个人利益饱受道义

责难,集体利益是唯一的合法利益主体,而这抹杀了

个人的主体性和个性,也严重地挫伤了人们的生产

积极性。 而邓小平将个人利益合法化,赋予人以主

体地位,丰富了人的个性,激发了人们潜在的活力,
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适应了我国时代发展的

需要。 此外,邓小平强调个人利益的利益观也不同

于西方功利主义。 西方功利主义认为,个人利益是

最现实的利益,也是构成社会利益的基础,而社会是

虚假共同体,社会利益是组成社会的各个成员的个

人利益的简单相加。 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

突时,社会利益必须服从个人利益。 而邓小平利益

观虽重视个人利益,但他认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

是一致的,绝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集体利益,当
二者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 总

之,邓小平利益观主张在承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的

基础上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

四摇 功利与正义的统一

邓小平利益观总体上呈现出“功利当先,义在

其中冶的特征。 功利是正义的基础,正义是功利的

保障。 邓小平强调物质利益、重视效率和肯定个人

利益就凸显其功利特征,但他同时又强调精神文明

建设重视道德精神,强调集体利益和公平的重要性,
从而又体现出正义的一面。 其正义的一面还尤其体

现在邓小平利益观是以人民利益为本位的。 邓小平

强调利用市场和科技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
现现代化,终归是为了人民利益的实现,体现了功利

与正义的统一。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

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冶 [1]163 “各项工作都要有助

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

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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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冶 [2]23社会主义本质论中

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冶
的思想也充分体现其正义的一面。 他说:“社会主

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

分化。 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

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

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

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冶 [2]123

“致富不是罪过。 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

富。 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

民共同致富。 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

是共同致富。冶 [2]172邓小平还始终以是否满足人民利

益来评价社会政策的正确与否,他说:“确定现行政

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根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
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

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冶 [2]173邓小平对功利的重视并

不等同于西方功利主义。 西方功利主义将功利与正

义对立起来,认为功利是终极目的,而正义是实现功

利的手段,并始终处于从属地位。 而邓小平利益观

却主张功利与正义的统一,功利是实现正义的基础,
正义为创造功利价值提供保障,而且正义才是终极

目的所在。

总之,邓小平利益观是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利

益为价值客体而以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价值

评价标准的无产阶级利益观,是物质利益与道德精

神的统一、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

的统一及功利与正义的统一。 正确认识邓小平利益

观,以邓小平利益观为指导,可以避免人们陷入片面

追求 GDP 或一己私利的狭隘功利主义,从而引领中

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科学发展,并有利于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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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Deng Xiaoping謘s Interest View

ZHANG Hua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摇 Deng Xiaoping謘s interest view was the outcome of historic practice and an epoch. It also rectified the later Mao Ze鄄
dong謘s interest view,which unilaterally emphasized political thought, moral and spiritual value and ideology. It has its exclusive charac鄄
ter. It is the unity of material interests and morality and spirit, the unity of effect and motive, the unity of personal interests and collec鄄
tive benefits and the unity of utility and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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