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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财产占有的和谐与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  

作者/来源：厉有为  

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由深圳市委党校策划出版的深圳28年来七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大事的七部丛书，是一

个有历史价值的巨大工程，它如实记述了深圳的拓荒牛们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颂扬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

线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总结、回顾历史

是为了未来，总结前30年，是为了今后的30年，未来是我们的着眼点和落脚点。 

  因此，我今天的发言，想就关系未来发展的两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那么，和谐社会的根基是什么？答案可能很多种，

有的认为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的认为是惩治腐败、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有的认为是实现社会公平、正

义，有的还认为是解决“三农”问题和社会上弱势群体的问题等等。上述诸多方面都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

方面，但不是根基。 

  我认为实现社会和谐的根基是社会财产占有，是社会财产占有的社会化、分散化和群众化，使之达到多数

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并形成强大的、有产的劳动阶层。 

  为什么说社会财产占有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基呢？ 

  第一，从理论上讲，现时的社会生产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化了，也就是说，社会生产的分工、协作已

经在世界各国之间展开。因此，生产的社会化，必然要求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这就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

产力的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是必然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在150多年

前，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那个时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极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生产资料，而90%的劳动

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占有权，处于被剥夺、被奴役的状态，社会阶级矛盾加剧，斗争此起彼伏，于是马克思才

得出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这样的社会生产资料占有就根本谈不上社会和谐。 

  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像马克思、列宁的预言那样走向灭亡呢？为什么垂而不死呢？ 

  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按马克思主义指出的方向，在调整生产关系，使之与生产力的发展尽可能地适

应。股份制的出现和发展就是使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的一大发展和进步。因此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矛

盾，使资本主义社会未走向死亡。 

  第三，毛主席领导无产者闹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革命成功后的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后代，要永远是无产

阶级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的广大劳动者，应该变成有产者。邓小平

要我们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富裕概念应该包括广大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越来越多，比重越来越大。广大劳动者

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形成强大的、有产的劳动阶层。而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两极是少数人，政府就有能力实施

政策调控，共产党人为广大劳动者谋利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就实现了。 

  深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农村股份合作制，市政府在1993年推出深圳国有中小企业职工持股办法，在上

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试行证券市场，有条件的公司上市运作，以及深圳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权证，是在社

会财产占有社会化方面进行的成功尝试。 

  今后国家的改革也好，特区的改革也好，都应该在财产占有社会化方面迈开深化改革的步伐。 

  但是，我们看到现实并非如此。例如，2005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发布了《企业国有产权向

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文中规定国有中小企业的国有产权可以向本企业的管理层转让。企业管理层买断资

产，而广大职工则“买断工龄”，这两个“买断”是用国家政策手段推动财产占有两极分化，因此是不可取

的，是与走向共同富裕道路背道而驰的。当时，我在全国政协作了一个《这种国企改革应慎之又慎》的发言，

引起强烈共鸣，但未见纠正。就在2005年末，国资委又在《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规定大型国有企业高管层在增资扩股时可以持有股权，但数量上不得达到控股地位，这就为国有大型企业

高管层少数人持股大开方便之门，为国家重要的国有资产迅速向极少数人手里集中创造了政策条件，从而进一

步促进财产占有的两极分化。国有大型企业的资产一般都成百亿元、上千亿元，高管层的几个人即使是购买比

例很小的股权，也要动辄上千万元、上亿元的投入，他们少数几个人哪来的那么多钱？走这条路是风险很大

的！于是，我在全国政协又做了一次发言，题目是《国企改革、改制应走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的路了》。其中

我提到：“实行企业职工持股，应当成为我们政策引导的主导方向。使广大职工持有股权符合生产资料占有社

会化的客观要求；体现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劳动者的资本联合的现代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使广大劳动者真正成

为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并使我们容易找到既体现公平又有效率的财产占有形式……



不但符合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方向，而且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国家财产占有的集中程度已经相当高了，世界公认的基尼系数的警界线是0.4，我国2000年已达到

0.458，现在已经超过0.5，比西方发达国家还高。深圳在0.39水平，这与我们的政策引导有关。我市的高科技企

业多数实行职工持股制，如华为有六万多人持股，中兴通讯也是多数技术人员、经营者和职工持有股权，他们

发展得非常快、非常好的秘诀，就是职工是企业财产的主人，企业内部的动力机制特别强的结果。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现时存在的生产资料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造成两极分化的、使人担

忧的问题。在这个发言题目结束时，我想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

的”。生产者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是最重要的人权。实现这种人权是社会和谐的根基。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谈谈思想解放和思想观念问题。深圳市委党校编的七部丛书中，有一部是写深圳思想

观念的变革大事。改革开放为什么邓小平让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条血路除了改革涉及权力和利益的调整以

外，就是思想观念的变革了。特区建设当初到现在，这种思想观念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说特区是租

界，有人说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是违宪，有人说特区姓资，有人说特区的股份制是私有化，有人说特区是寻

租，政治寻租是在北京找代理人，经济寻租是向京官行贿，说特区是国中之国，是剥削内地，是培养特殊利益

集团。有人妄图扭转改革开放大方向，提出反“和平演变”，并总结出和平演变三部曲：“攻心、夺权、私有

化。”更有人把国有资本出让给外国公司叫做“卖国”。上述种种，都是观念的纷扰。因此说思想观念的较量

虽然表现形式不同、集中点不同，但都是旧观念与新观念的较量，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思想观念的解放

和斗争，如果没有思想观念的更新和解放，我们的改革开放将一事无成。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把思想解放作为我们党的一个法宝提出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一到广东就

提出要思想大解放。那么，现实的思想解放，在思想领域要解决什么认识问题呢？ 

  我认为在目前思想解放，在认识领域要解决我们的价值观问题。再进一步说明白点，就是人类存不存在普

世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应不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价值观？ 

  大家都知道，并且都认同：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卓有成效，但政治体制改革有些滞后。现在需要加紧赶上

来，使之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解决对民主、自由、公平、人权的观念的认识，这

个坎不过，政治体制改革无从谈起。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利用台湾和泰国的一些事件向民主、自由发难，掀起一股批判普世价值观的风

浪，说什么“台湾地区的‘新闻自由’更是族群撕裂的祸首”。更有人说“普世价值都是资本主义辩护士用来

欺骗群众的输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的一种策略”。这股风潮在网上、一些报纸刊物和讲话中炒得沸沸

扬扬。 

  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普世价值观呢？ 

  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构筑全人类的普世价

值，这个普世价值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马克思要构建的未来社会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

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又说：

“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恩格斯也指出，未来的制度

“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承认民主、自由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且是追求的目

标。 

  我党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就高举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旗帜与国民党斗争。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这一胜利，挽救了人类文

明，避免了历史倒退，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价值。”温家宝总理在去年两会期间

特别强调指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

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在这个普世价值观上的争论的实质，还是姓“资”姓“社”的争论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如果把民主、自

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否定掉，把它统统给扣上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帽子，那我们的认识势必要倒退

到阶级斗争的专制时代，政治体制改革无从谈起，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含糊，不能动摇，更不能倒退。 

  在实行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很多困难和阻力，但是这个

价值观不能动摇。我们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点一点地实现，一步一步地提高，不能停滞，不能动摇，

不能懈怠，不能折腾，更不能倒退。 

  在这种普世价值观的指引下，把我们的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推向前进，把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各方面改革推向前进。深圳改革开放28周年，我总结了两句话十六个字：“小平有胆千秋颂，深圳无愧万

民心。” 

   

  

       （作者：原深圳市委书记。此文是作者在深圳市委党校《见证改革开放丛书》首发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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