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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在扬弃近代资产阶级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阶级观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经济学、政治学
研究和近乎一生的革命实践，创立了自己的阶级理论。
《马克思阶级概念的当代演变》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思维方法，系
统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学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中发生的延异、变化和发展，
重点梳理和概括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三大学术流派对阶级概念的当代阐释。
从阶级形成、阶级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政治等方面具体分析和评价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阶
级理论和政治社会思想。

揭示和阐明了马克思阶级概念当代演变的内容、特点和性质，并对其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非阶级”
、“去阶级”思维路向进行了清理和批判。

《马克思阶级概念的当代演变》由糜海波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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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糜海波，男，1969年10月生，法学博士，博士后，现为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伦理学。
先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理论探讨》、《社会主义研究》、《伦
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高等教育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
，合著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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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说政治和意识形态是从阶级立场和阶级态度的角度来划分社会阶级的，那么以权力为标准进
行阶级界划则体现了阶级关系上的政治统治和从属关系。
一些现代西方社会学家认为，现代社会的某些阶级是不能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标准去确定的，
而应该用权力标准去确定。
在他们看来，阶级和阶级冲突的基础不在于生产关系方面，而在于社会内部的权力在各个方面的分配
不平等。
德国学者达伦多夫在其著作《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一书中，就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权力
阶级理论。
他认为权威的不平等分布是社会冲突的根源。
从“准群体”发展到“利益群体”是产生社会冲突的现实基础。
在他看来，任何社会组织大都是强制性协调的联合体。
社会组织内部的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的权威和权力，这种不平等的权威分布产生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两种角色类型。
这就是马克思所分析的--分裂为两个对抗阶级的社会。
他认为这种经济中心的社会正向以权力政治为中心的社会转变。
　　西方社会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它源于三个原因，一是社会奇迹，即公民及公民权利的
扩大；二是经济奇迹，它使人们在缩短劳动时间的同时获得较高收入；三是权力结构的变化，达伦多
夫把社会阶级结构明确解释为“它的成员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阶级涉及的是权力，阶级的基础是与地位有关的权力差异。
即与其权力预期值有关的社会功能结构。
个人由于发挥了与权力有关的社会功能而成为一个阶级的成员，他属于某个阶级是因为他在一个社会
组织中占有某种地位。
也即是说，“阶级的身份来自对社会功能所承担的责任”②。
因此社会阶级划分不涉及经济所有制关系，是一种政治权力结构。
基于此，达伦多夫区分出四个社会阶级，统治阶级、服务阶级、被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
③他不认为经济繁荣导致了工人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消失，而把工人阶级意识的淡化归因于社会结构
的变化。
强调西方社会仍是阶级社会，其中占85010的老中间阶级、新中间阶级和结构复杂的工人阶级是被统治
阶级。
具有决定意义的“真正的服务阶级”，即上层公务员、国家和私人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成员已取代传
统的贵族、大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阶级在战前的统治角色，成为拥有最多的权力资源的统治阶层。
　　达伦多夫强调政治权力资源是社会分层中最重要的资源形式，它决定了其他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他以权力资源划分社会阶级结构，并提出“服务阶级”的观点，其理论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以权力政
治为中心的社会分层的来源，他对社会结构整体变化的表述也更有概括力。
但是达伦多夫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同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分开，看做两个阶级。
这实际上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统一的原理，掩盖了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性质
。
仅仅从政治权力来单独划出一个统治阶级，否认了“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
事务的委员会”①这样一个事实。
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掌握统治权力的少数高级政府官员归属于资产阶级，中下层官员及一般公务员则
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是有漏洞的。
正如埃尔斯特所指出的，按照人们是否拥有“权力”来划分阶级，比较适合于非市场经济社会，因为
在带有个体所有制的非市场经济中，权力关系对于阶级归属来说是一个决定性要素，然而，“在以生
产资料私人所有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权力对于阶级来说并不是决定性要素”②。
埃尔斯特认为，根据财产、剥削和市场行为、权力等定义阶级概念都不能令人满意，他试图依据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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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提出关于“阶级的一般定义”。
在他看来，所谓阶级是“这样一些人的集团，他们如果想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禀赋，就不得不根据
他们拥有的东西采取同样的行动”③。
并认为，这一新的定义更全面确切地重构了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是能运用于各种社会的阶级划分理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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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糜海波编写的《马克思阶级概念的当代演变》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
思维方法，系统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学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中发生的延异、
变化和发展。
    全书共分六章，内容包括：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及其价值，影响马克思阶级概念演变的相关因素，马
克思阶级结构理论的演变，马克思阶级形成理论的发展，马克思阶级关系理论的拓展，马克思阶级政
治理论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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