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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针对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结构的优化问题，采用文献分析与理论推演的方法，研究了马克思需要理论对社会主义需要结

构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马克思需要理论中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双重分类，系统分析了需要结构的构建如何在社

会主义社会中支持公平分配、资源优化配置与人类发展的整体目标。研究结果表明，马克思需要理论对社会主义需要

结构的优化起到了关键指导作用，有助于形成以人民需要为导向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并通过提高生产力与增强公共

服务，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本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创新价值：一方面深化了对需要理论在社会主义语境

中的适用性理解；另一方面为当前社会主义需要结构的改革提供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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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view	of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socialist	society,	we	use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theory	deduction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theory	of	Marx	on	socialism.	

Based	on	 the	dual	 classification	of	material	 needs	and	spiritual	 needs	 in	Marx's	needs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how	the	construction	of	need	structure	supports	the	overall	goal	of	fair	

distribution,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ist	socie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rx's	 needs	 theory	 plays	a	key	guiding	 role	 i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ocialist	 needs	

structure,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a	so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oriented	by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realiz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social	welfare	by	improving	productivity	and	

enhancing	public	services.	This	study	has	 the	dual	 innovation	value	of	 theory	and	 reality:	on	 the	one	

hand,	it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need	theory	in	the	socialist	context;	on	the	

other	hand,	it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reform	of	the	current	socialist	need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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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马克思需要理论是其人学领域思想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虽然理论的阐述出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

经济学手稿》等经济学相关著作中，但其核心关切实际上超越了经济学范畴，更多是对“人”的需要及全面发展的探讨。在马克思的理

论框架下，需要不仅仅是满足个人生存的物质基础，还承载着克服异化、实现个体与社会和谐的理想 [1]。马克思将需要划分为物质需要

和精神需要，认为物质需要的满足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而精神需要的实现则关乎人的全面发展，促使个体与社会共同进步。尤其是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强调消除异化，实现自我实现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体现了需要理论的人学与哲学维度 [2]。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需要结构不仅是经济活动的核心驱动力，还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合理的需要结构能够优化生产力，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3]。然而，社会主义制度中需要结构的构建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如何平衡不同层次的需

要、合理配置资源、提升社会公共福利等。这一背景下，马克思需要理论为社会主义需要结构的优化提供了理论框架，使得需要的满足

与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相互统一 [4]。

本文基于马克思需要理论，系统探讨其在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结构构建中的具体影响机制。研究目的在于深化对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理

解，特别是其在人学和经济学的结合视角下对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结构的指导意义；同时为需要结构的改革与优化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方

向。通过分析需要结构在资源分配、社会公平与福利提升中的作用，本文期望为制定符合社会主义现实的需要导向政策提供借鉴，助力

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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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内涵及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深

度应用

马克思需要理论不仅为理解个体需要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

奠定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分配的理论基础 [5]。根据马克思的分

析，需要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又是经济活动的起

点与归宿。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需要主要分为物质需要和精

神需要两个层面，二者相辅相成，推动着社会的全面进步。

物质需要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涵盖了食物、衣物、居所等

基本生活条件的满足，这一层次的需要满足依赖于生产力的提

升 [6]。物质需要的不断扩展驱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

的进步反过来又进一步满足和拓展了人们的物质需要。马克思指

出，生产力与物质需要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形成了社会生产和

需要的动态依存。

在此基础上，精神需要则在马克思需要理论中具有更高层次的

作用。精神需要代表着人类对文化、艺术、知识等方面的追求，是

实现个体自我价值与全面发展的重要体现。马克思认为，当物质需

要得到基本满足时，个体的精神需要逐步显现，推动社会文化的进

步和文明程度的提升。因此，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马克思的理论

中构成了一个统一体系，既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又引导人类走向

全面发展，两者共同构成了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

（一）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需要理论实践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需要理论具有独特的应用价值。

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共同富裕，即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

物质需要和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进而推动社会整体进步。社会

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按需分配原则，为这一需要体系

的均衡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公共资源的优先配置，社会主

义社会不仅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的基本物质需要，也为精神需要的

实现提供了坚实基础。

（二）实践应用：马克思需要理论对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的

指导

在实践中，马克思需要理论深刻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

政策、资源分配和社会治理。例如，需要理论为社会福利制度的

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国家通过合理分配公共资源，在教育、医

疗、社会保障等领域提供普惠服务，确保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得

到满足。同时，通过持续投入文化、艺术和教育领域，国家努力

改善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社会和谐度与幸福感。

（三）多层次需要下的经济结构调整

随着人民需要逐渐从基础物质需要向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扩

展，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推动文化创意、教育服

务等高附加值产业发展，以满足多层次需要并促进经济和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二、马克思需要理论对社会主义需要结构优化的动力

机制

马克思需要理论强调，需要是推动社会生产关系变革与生产

力提升的重要动力 [7]。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需要的多样化和不断增

长，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促使社会在生产方式和分配机制上

进行相应调整。这一机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特别明显，因为社会

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质上是以满足全民需要为目的，推动全体劳动

者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

（一）生产关系优化：需要导向下的资源配置模式

马克思需要理论在生产关系中的作用，首先体现在资源的合

理分配和共享上 [8]。通过按需分配的资源配置方式，社会主义生产

关系更加合理和平等，符合“共同富裕”的基本价值追求。在此

基础上，需要的不断增长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科技

创新、产业优化等领域的积极作用。当物质需要基本满足后，社

会逐渐重视精神需要的发展，这一需要的转变直接影响了生产力

的方向和劳动分工的深化，并在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中发挥重要

作用。

（二）资源配置中的需要优先原则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需要优先原则在资源配置中得到了

较好体现 [9]。通过集体控制资源和公共管理机制，社会主义社会

能够更科学合理地安排资源流向，实现最大化的资源利用效率。

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有助于消除贫富差距，增强资源分配的普惠

性，并提升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三）社会分配体系中的需要导向

在社会分配体系中，马克思需要理论提供了按需分配与按劳

分配相结合的指导原则 [9]。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供需导向分配

模式不同，社会主义社会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要。具体

而言，政府通过税收政策、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调节收入差距，

使财富分配更符合需要导向的标准，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公平。

（四）需要导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在社会保障方面，马克思需要理论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保障体

系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 [10]。通过按需分配的资源配置模式，国家

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生存、安全等方面的基本需要。需要导向

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缓解了社会矛盾，也推动了社会和谐与经济

稳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结论：马克思需要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长远影响

综上所述，马克思需要理论不仅揭示了需要在推动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中的关键作用，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优化、

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保障体系构建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11]。需

要理论通过涵盖生产力发展、资源配置、社会分配及保障体系的

综合机制，推动了社会主义需要结构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均衡发

展。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实践中，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应用

已深入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为实现共同富裕和全体人民

生活质量提升奠定了理论基石。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马克思需要理论在社会主义需要结构中的作用机制的

分析，可以总结出，该理论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结构优化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12]。马克思需要理论从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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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重角度，揭示了需要满足在推动生产力提升、生产关系转变

以及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中的关键作用。作为以人为中心的理论体

系，它强调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广大人民的多层次需

要。这一理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应用，不仅为资源配置和社会

福利的制定提供了指导，也为实现公平和共享的经济发展目标指

明了方向。

在社会主义需要结构的优化中，马克思需要理论强调需要的

引导作用，推动资源分配向全民需要倾斜，确保社会财富和公共

服务的合理分配。通过这种需要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社会主义

社会能够实现从基本生存需要向更高层次需要满足的过渡，推动

全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社会全面进步。因此，需要理论不仅为物

质需要的满足奠定了基础，更强调精神需要的满足在实现个体全

面发展和社会和谐中的重要性。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这

一理论为完善需要结构、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框架。

基于本文的研究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完善社会主义

需要结构：

（一）强化公共资源的需要导向配置：建议在国家资源配置

中更加关注公共资源向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需要领域的投

入，确保公共服务均等化，优先满足基本生活保障与精神文化需

要的增长。这种需要优先导向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建立专项

基金等方式实现，以推动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

（二）推动多层次需要满足的产业结构调整：为满足人民日

益多样化的需要，应引导产业向高质量、精细化服务方向发展，

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健康等领域，推动服务业和文化产业的发

展。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既满足人民在物质生活方面

的多层次需要，又支持精神需要的全面发展，为需要结构的优化

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

（三）完善社会分配与保障机制：针对社会收入差距和需要

层次差异，应进一步完善按需分配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调节税

收政策、优化再分配机制，确保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建议健全公

共福利保障体系，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增加保障力度，以

缩小收入差距，确保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四）促进需要导向的社会治理创新：建议政府在制定社会

政策时注重需要导向，建立定期需要调查机制，及时了解人民群

众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变化，并以此为依据制定针对性的社会

政策。通过需要反馈机制，使社会治理更加精细化、动态化，确

保人民需要在社会政策中得到充分体现，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和

谐与稳定发展。

总体而言，马克思需要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结构中的应

用，构建了一个以人民需要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框架。

通过需要结构的不断优化，可以实现从基本需要满足到更高层次

需要满足的过渡，为实现人民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长久和谐提供

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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