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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余政在对利益定义时，认为利益应该是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概念，利益的必要性源
于需要，需要是主体对外界对象的依赖关系，所以，利益就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依赖关系的实现。
利益具有三个内在的要素，即需要、权力、信息。
需要使利益具有必要性，权力使利益具有可能性，信息则使利益具有现实性。
他进一步认为，文化是一个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概念，经济利益中的精神内涵与政治利益中的精神
内涵就是经济文化和政治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肯定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中的文化内涵，也就是肯定了文化利益。
即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利益。
文化利益是人类的精神需要的满足。
正因为经济利益本身具有文化的内涵，所以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经济文化
关系。
” 在社会利益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孔爱国和邵平认为：“利益的核心问题仍然离不开经济利益，虽然
有些行为主体的活动有时表现出与经济利益无关的现象，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围绕经济利益的其他利
益的追求最终仍是为追求经济利益服务的。
”“因为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随着经济主体的不断变化，驱动人们行为的变化不外乎来自政治利益
、文化利益、宗教利益、军事利益，或者说来自社会利益、集团利益与个人利益，或者说来自物质利
益与精神利益。
如果说经济利益是核心的驱动力，那么其他的利益就是围绕在经济利益周围的不同层面上的驱动力，
只是在不同的背景条件下，利益的表现形式多样化。
”这些观点都清晰地表明了经济利益作为基础，决定着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各种社会利益，而这些
社会利益对经济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
 此外，对于物质利益与精神（文化）利益之间的关系，孔爱国认为，“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是利益主
体的双重追求，前提是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精神利益产生追求”。
“首先，精神利益的追求是物质利益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不可能抑制对它的追求。
其次，精神利益追求的更多是未来的机会。
既有生存的机会，更有发展的机会。
最后，精神利益的追求往往是通过比较得出来的。
当我们打开国门之后，国人无时无刻不在比较当中，这种比较往往是与心目中最好的目标进行比较。
我们在精神利益方面的调整程度决定了下个阶段物质利益的生产与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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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利益理论与实践》编辑推荐：在文化利益的理论研究中，融入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相关精神
，使《文化利益理论与实践》的理论分析更加与时俱进、富有时代特征。
特别是在文化利益的理论渊源中，增加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文化利益的论述，丰富了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利益的科
学论述，为文化利益理论内容的完善打下了基础。
 在文化利益的微观实证和宏观实证方面，采用了全新的实证方法，如向量自相关模型、空间面板数据
模型等，使得实证分析与现实更加贴近，实证结果更具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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