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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利益的主体性》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优秀成果。
本书从利益的主体性问题入手，把利益理论与主体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的
主体性理论，分析了利益的主体性原理、利益的主体性的微观机制、利益的主体性的宏观机制、利益
的主体性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哲学史上的利益的主体性思想、西方古典哲学史上的利益的主体性思想
、西方现当代哲学史上的利益的主体性思想、科学史上的利益的主体性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利益的主体性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利益的主体性思想，归纳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的主体性
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的主体性理论”这一新的哲学分支，为揭示
人类自我认识之谜做出了大胆尝试，为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将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的主体性
理论”的本质，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阐述。
本书在论述方法上，史论结合，所做的努力在学术界可说是补白式的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
论研究的深入，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的主体性理论史的溯源，都有着重要的奠基性意义。
本书从利益的主体性这个新的视野出发，对利益的主体性若干极有实践意义的研究难题，展示了多维
度的阐释，思路开阔，创见颇多，具有开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研究的一部难得的学术力作
。
本书在资料搜集、概念分析、观点论证和系统阐述方面所显现的功力表明，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利益
理论研究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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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利益的主体性原理　　利益的主体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马克思曾经明确地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个人、集团、民族的思想、动机和行为，都要以从其利益的主体性中找到合理的解释和深层的底蕴。
由于世界并不是一个人的世界，不是只有一个利益主体的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说：“因为世界并不是
某一独特利益的天下，而是许许多多利益的天下。
”因此，人们在追求各自利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利益的主体性。
要研究人身的存在和发展，就不能不研究人的利益的主体性。
不仅如此，利益的主体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也占有
极为重要的地位，对利益的主体性问题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形成
的现实契机。
正是在对利益的主体性问题的深刻透析中，马克思才告别唯心主义而走向了唯物主义，告别旧唯物主
义而走向了辩证唯物主义。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形态中，关于利益的主体性问题的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显然被忽视了。
因此，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利益的主体性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
和方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层面上对利益的主体性进行深刻、全面、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把握和阐释，不仅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必将在新时代有助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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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利益的主体性》从利益的主体性这个新的视野出发，对利益的主体性若干极有实践意义的研究
难题，展示了多维度的阐释，思路开阔，创见颇多，具有开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研究的一
部难得的学术力作。
　　《利益的主体性》在资料搜集、概念分析、观点论证和系统阐述方面所显现的功力表明，它是在
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研究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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