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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0年来，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实质上反映了当代人财富观的重

大变化。 

重塑财富观必须回归马恩的“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的财富观本义，用“人力

财富”取代“人力资本”。 

  什么是财富，怎么看待财富，传统的财富观有没有不足… …这些问题需要在发展经济、

强国富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研究，给予回答。我在

《财富与发展— — —＜资本论＞与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新著中，就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探

索。 

  “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马恩的这一财富观在传统的财富观中没

有体现。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50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便旗帜鲜明地提出未来社会的目

标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认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222页），但这一财富观在其

后的一百多年里并没有引起很多国家决策者的高度重视。 

  长期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传统财富观，是一种西方经济学倡导的以物为本的财富观。它认

为财富就是物质收入，经济发展必须以物质收入的增长为核心，物质收入是惟一财富，人力

只是资本、只是增加收入的手段。因此，追求物质收入的无限增加是至高无上的目标。特别

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的核心，成

为评价经济福利的综合指标和衡量国民生活水准的象征。在现代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这种财

富观一度占据统治地位，支配着现代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现代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虽然说它

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方面确实起过历史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它的片

面性及其弊端逐渐暴露并日益突出。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围绕经济发展的内涵和重点，先后形成了各种不

同于传统财富观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硝烟的人们格外地渴望和平与繁荣，逐渐

把目光和更多的精力投入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相互促进之中。国际社会围绕经济发展的内

涵和重点，先后形成了各种不同于传统财富观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如：以满足人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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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为核心的“基本需求战略”，以人的发展为轴心的“生活质量”战略和“内源发展战略”，以人

和自然协调发展为宗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等。这些发展理论和战略的演变更迭，反映了

当代人财富观上的重大变化，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发展要“以人为中心”或者为“目

的”的财富观，又一次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使人们冲破西方经济学传统财富观的束缚，在世

界各国形成了一股经久不衰的科学发展思潮。 

  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起点和表象上看，似乎重点在于解决生态环境的危机，但其深层的更

带有本质性的目标则是促进人的发展。例如在1991年，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NCN）和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组织共同发表的《保护地球— — —可持续生存战略》重要文件

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在生存于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害能力之情况下，改善

人类的生活品质”。 

  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更是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全面发展。一个社会经济运行

和发展的基本方向，简言之，应是以人为中心，随着人的创新劳动的持续积累和社会生产力

的不断提高，从满足人的有限的物质自然性需求到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社会性需要的发

展。经济发展是人发挥主体作用改造自然的结果，经济发展虽然不能自动解放人，但却能为

人类解放提供必要的条件，经济发展最终要为实现社会和个人的整体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

础。 

  重塑财富观，必须回归马克思的本义，要把人力也看作财富，而且是更重要的财

富；用“人力财富”的概念取代“人力资本”概念。 

  我们应该重塑财富观，不能像传统的财富观那样，只把物质收入看作财富，把人力只看

成增加物质收入的手段，而要把人力也看作财富，而且是更重要的财富，用“人力财富”的概念

取代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概念，以表示人力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同时也是经济发展要

达到的最终目的的特性。 

  就财富和发展的关系看，人力财富是物质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础。要发展经济就必

须不断消除贫穷。贫穷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因为贫穷的存

在不仅是一国一地的物质收入贫乏，而且导致人力财富贫乏，即人的健康水平、知识水平和

技术水平低，同时给生态环境带来毁灭性的破坏。放任贫穷现象存在和蔓延的经济发展，称

不上是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有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才能消除贫穷。但是，发展经济，增

加社会的物质收入还不是消除贫穷的充分条件，因为如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贫富悬

殊，还是不可能消除大部分人的贫穷，增加大部分人的人力财富，从而不能不影响经济发展

的可持续性。因此，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包含着广泛增加人力财富的含义。只有整个社会各阶

层的人力财富广泛增加以后，社会各阶层都发挥创新劳动，才能消除贫穷，在走向共同富裕

的过程中，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开辟广阔道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财富与发展：<资本论>与现代经济学理论研

究》，裴小革著，江苏人民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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