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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洪岩编著的《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主要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渊源、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
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梳理，从中探究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中
国市民社会建设的启示。
本书共六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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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岩，辽宁省辽阳市人。
2010年6月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执教于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研究工作，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
近年来，先后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宪政之维》、《马克思文本视域中的“公
民社会”及当代启示》等学术论文数篇，主持市级课题3项，校级课题2项，参与省级、国家级课题5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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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　　马克思主要是用德语的“bürgerlicheGesellschaft”来表达
市民社会的概念。
这主要是秉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用词，但他在其不同时期的著作中还采用了其他用词。
这就使得不同时期的不同研究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不同理解。
　　第一种观点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简化为经济关系。
库马尔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基本上就指的是经济基础，而约翰·基恩则认为马克思把市民社会
定义为经济关系：“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和生产方式合并，并取消其他机构，例如医院、教堂和家务的
价值”①。
查尔斯·泰勒在他的《市民社会的模式》一文中认为，马克思秉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并把它
几乎完全限定在经济领域，“从某种角度讲，正是由于马克思这种化约观点的影响，‘市民社会’才
一直被人们从纯粹经济的层面加以界定”②。
国内也有很多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者持这种观点。
郁建兴在《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一文中提出马克思在从1844年进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之后，“‘
市民社会’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作为生产关系之总和）’、‘社会经济结构’概念取得了
同义”③。
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中，郁建兴认为马克思侧重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本质含义，所以他特别重
视市民社会的经济层面，“市民社会的本质即物质关系”。
对于以上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不能单纯地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等同于经济关
系。
李淑珍在《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思想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一文中指出，市民社会是与政治
国家相对应的一个理论范畴，它有利于理解社会结构的巨大分化，因此不能用“经济基础”来完全取
代市民社会的概念。
陈晏清、王新生在他们的文章《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意义》中，指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指
涉整个市场社会中的私人生活，“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所构成的领域，只是指私人生活中的市场交往
活动及其所构成的经济领域，尽管它是全部物质交往关系的基础性领域。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剥削本质时，当然会侧重于对私人生活本质关系的剖析，但是，私
人生活的本质和基础并不是它的全部，经济交往关系并不是全部的物质交往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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