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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原著及其蕴含的

基本原理的理解。本专题刊发的四篇文章，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经典文本出发，分别围绕列宁

的反贫困理论、马克思的生命观、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系统化阐释等展开了较

为具体的探讨，有助于进一步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不断提高分析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

思维水平和思维能力。
——赵义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列宁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发展及其当代启示

王彦龙，  李玉敏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对贫困落后的苏维埃

俄国进行了认清基本国情、提高工人地位以及发展社会生产力三个方面的实践活动，从而使新生的无产阶级

政权得以巩固。结合中国共产党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将列宁的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经验运用到消除贫

困工作中，揭示出坚持党的领导是消除贫困的内在要求，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可以缩小城乡区

域发展差距，在区分和解决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关键问题上，不仅可以彻底消除贫困，而且还可以促进全

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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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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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leader of Bolshevik Party,  Lenin, on the basis of continuing and developing Marx’s anti-poverty

theory,  carried out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three aspects,  namely,  recognizing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workers  and  develop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impoverished  and  backward  Soviet  Russia,  thus

consolidating  the  new  proletarian  regime.  Based  on  the  final  vic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Lenin ’s  anti-poverty  theory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to  poverty  eradication,  the

paper reveals that uphold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is the intrinsic requirements of poverty eradication. Releasing and

develop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fundamental  way of poverty eradication,  which can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distinguishing and solving the key problems of extreme poverty and relative poverty can not
only eliminate poverty completely, but also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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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

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 ”[1] 作为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 列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反

贫困理论的基础上，对苏维埃俄国的贫困落后情况

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丰富的实践探索，从而使新生

的无产阶级政权得以巩固，保证了苏维埃俄国的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研究列宁的反贫困理

论，对中国共产党消除贫困，构建持续减贫长效机制

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列宁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

继承与发展

19世纪末，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离世，以伯恩施

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流派以时代变化为由，对马克

思反贫困理论进行修正、批评，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此，列宁在坚持马克思反贫

困理论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伯

恩施坦及其在俄国的追随者掀起的反马克思主义思

潮，进而在人类反贫困的历史进程中，创新和发展了

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

 （ 一 ） 列宁继承无产阶级贫困的本质是社会贫困

的观点，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依然存在“人民大众

的贫穷化”的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贫困的现象是“最彰明

较著、最触目惊心、最令人激愤的形式”
[2]259。恩格

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 2版）序言

中指出，无产阶级贫困“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

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

体和精神的堕落”
[2]375。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无

产阶级在经济、能力、健康、福利、精神状态等方面

皆处于贫困的状态，而“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

中产生出来”
[2]124，也就是说，资本和财产与无产阶

级相异化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重要原因。因为

“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

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2]163。

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要么出卖

自身的劳动力，要么被无情取代或沦为产业后备军，

否则他们将无法生存甚至失去生存的资格。因此，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

困、精神沉沦、政治依附的基础”
[3]。由此可见，社

会贫困是整个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的指导思想，也是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内在核心。

列宁不仅肯定了马克思关于社会贫困是无产阶

级贫困本质的基础的观点，同时通过研究证实了苏

维埃俄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然存在着“人民大众

的贫穷化”的问题。十月革命爆发后，列宁领导的布

尔什维克党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原有的历史问题以及十月革命导致的革命形

势使苏维埃俄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依然处于落后

的局面，列宁承认，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

是“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
[4]644，并指出，“贫苦农民

由于生产资料短缺，绝对需要找寻别人的生产资料

来使用自己的劳动，就是说，必须把自己出卖”
[5]，正

是由于贫苦农民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使得

资本主义发展和市场扩大，导致“工人的贫困和受压

迫的程度更加迅速地增加……从而使工人处于任人

宰割的境地”
[6]69，这种“活生生的有机过程”直接导

致“人民大众的贫困化”。显然，“人民大众的贫困

化”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贫困，更多的是社会性的贫

困。在经济方面，相较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劳动

群众和工人所获得的工资低于劳动价值，也与整个

社会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在社会总收入中，资产

阶级所占份额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劳动群众所占份

额的增长速度，而“工人工资的增加还是比劳动力必

要费用的增加慢得多”
[7]77。在政治方面，经济贫困

的劳动群众在政治权利的享有和行使方面依然处于

贫困状态，这是一种与整个社会政治文明发展水平

相比处于低水平的“贫困”，如果没有消灭土地私有

制和资本的统治，“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

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

正的‘自由’”[8]169。在社会文化方面，“贫困驱使成

千上万的人走上流氓无赖、卖身投靠、尔虞我诈、丧

失人格的道路。在这种社会中，必然使劳动者养成

这样一种心理：为了逃避剥削，就是欺骗也行；为了

躲避和摆脱令人厌恶的工作，就是少干一分钟也行；

为了不挨饿，为了使自己和亲人吃饱肚子，就是不择

手段，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捞到一块面包也行”
[9]58。

所以，与整个社会的平均文明程度相比，广大劳动群

众的文化水平和道德境界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在不

断“贫困”
[10]。列宁对“人民大众的贫困化”的理解

证明了与马克思关于社会贫困是无产阶级贫困的本

质的一致性。因此，摆在列宁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

解决苏维埃俄国的贫困落后问题，努力发展经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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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 二 ） 列宁继承无产阶级贫困的形式既是绝对的

又是相对的观点，提出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相

对贫困化”的概念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资

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贫困形式主要分为“绝对

的贫困”和“相对的贫困”
[2]125。随后的 1847年，马

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又通过绝对和相对两

种含义阐述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在不断增长。马克思

并没有在他的著作中阐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概

念，而是通过对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分析论述，描

述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所遭受的贫困现状。

马克思指出：“工人的绝对贫穷的必然性，这种贫穷

无非是说，工人的劳动能力是他唯一能出售的商

品。  ”[11]45当工人把自身的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售

时，工人也就“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

能力”
 [11]44，成为“绝对贫穷本身”。马克思在《工

资、价格和利润》中指出：“虽然工人生活的绝对水

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

位，也就是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 ”[12]67

这种差距悬殊的状况就是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可

以看出，无产阶级的贫困一开始就是注定的，既有劳

动能力被资本家占有的绝对贫困，又有贫富差距不

断扩大的相对贫困。

列宁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和相对贫

困阐述的基础上，明确了“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

困化”的概念。1912年，列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贫

困化》一文中，针对俄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社会

主义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关于无产者和有产者之

间的差距在缩小以及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错误

观点进行了驳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以难

以置信的速度增长着，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却日益贫

困化。  ”[7]77
“一方面，工人的贫困化是绝对的”

[7]77，

即工人工资的增加与同一时期生活费用等必要费用

的增加相比要慢得多，导致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在

这一时期反而出现绝对的下降，结果“他们确实愈来

愈穷，不得不生活得更坏，吃得更差，更吃不饱，更多

的人栖身在地窖里和阁楼上”
[7]77-78。另一方面，“工

人的相对贫困化，即他们在社会收入中所得份额的

减少更为明显。工人在财富迅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社

会中的比重愈来愈小，因为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得

愈来愈快了”
[7]78。因而，“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

对恶化，而且有时是绝对恶化”
[13]。通过列宁对工

人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阐述，可以看

出，资本和财富进一步向资产阶级倾斜，而无产阶级

贫困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变，两大阶级之间的贫富

差距仍在不断加大。

 （ 三 ） 列宁继承消除无产阶级贫困的具体路径是

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提

高社会生产力”的途径来解决和消除无产阶级贫困

的主张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就是利用比

封建社会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掌握社会的巨大财富，

使劳动成果的分配完全由资本主导和控制，导致无

产阶级遭受贫困的折磨。因此，无产阶级掌握国家

的政权后，需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来摆脱贫困化的

命运。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的发展都要以经济

发展为基础，无产阶级需要“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

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

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

足”
[12]460 时，才能为其摆脱贫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

础。当“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

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

的状况”
[14]，无产阶级就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实现

物质积累和生活富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建立了

社会主义政权，在制度层面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的目标，但是作为一个小农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

国家，苏维埃俄国的机械化水平低下，加上连年战争

导致生活物资极度匮乏，无产阶级贫困的问题依然

存在。列宁清醒地认识到，苏维埃俄国现在所遭受

的“贫困、饥饿、挨冻和一切苦难都是由生产力不足

造成的”
[15]350。所以，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

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

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 ”[15]623 要摆脱当前经

济发展落后的局面，列宁认为，必须加快经济的快速

发展，优先恢复和发展大工业，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

和电气化的进程。此外，通过合作社的开展对所有

小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苏维埃俄国建设成为生

产力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以不断满足广大

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迫切愿望，用实际行动来

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6]。因此，对于不仅生

产力落后，而且经济文化发展也落后的苏维埃俄国

来说，必须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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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解决和消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贫困问

题，用实际行动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具有推动社会经

济发展的能力。

 二、列宁的反贫困理论在苏维埃

俄国的实际运用

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列宁领导

的布尔什维克党开展的消除苏维埃俄国贫困落后的

实践活动，巩固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推动了俄国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 一 ） 立足基本国情，确立解决贫困的领导主体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苏维埃俄国，列宁深刻认识

到，作为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无产阶

级贫困问题非常严峻，想要消除无产阶级贫困必须

立足当时俄国的基本国情，而任何不考虑国情、不切

实际情况的探索则注定是要失败的。所以，可以说，

缺少了布尔什维克的科学正确的领导，消除贫困是

无法取得成功的。

首先，分析苏维埃俄国的基本国情。十月革命

爆发后，列宁认真审视了苏维埃俄国的基本情况，不

否认也不回避当时俄国依然处于贫困落后的现实。

一是俄国的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国内的小农经济占

主导，国民经济已濒临破产，大多数重工业又依赖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国内民众的文盲率又较高。

列宁指出：“人民群众这样被剥夺了接受教育、获得

光明、求取知识的权利的野蛮的国家，在欧洲除了俄

国以外，再没有第二个。 ”[17] 二是作为一个农民人口

占多数的国家，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连年的自然

灾害使得俄国农业处于崩溃的边缘，导致农民生活

处于极度贫困和饥饿之中。三是苏维埃俄国是唯一

的社会主义国家，自从建立后一直处在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国际资产阶级疯狂地仇恨和敌

视苏维埃俄国，时刻准备侵犯它，扼杀它”
[18]。面对

俄国贫穷落后、千疮百孔的现状，列宁感慨道：“我

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

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 ”[19]360

其次，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俄国

建立后，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依然过着贫困生活，列

宁意识到：“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严酷地尖锐地提

出问题：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

超过先进国家。  ”[20]271 一方面，在苏维埃政权建立

后，面临着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武装进攻，列宁动

员国内一切力量，形成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保卫苏维

埃的军事联盟，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宣布实行战时

共产主义政策。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特别

是余粮收集制的实施，不仅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提

供了物质基础，而且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另一方面，在苏维埃俄国取得国内战争胜

利后，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列

宁认识到，必须改变国家经济政策来保障政权的稳

定。在 1921年 3月俄共（布）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上，列宁决定从战争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

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使俄国民众暂时摆脱了贫困落后的局面，无产阶级

政权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最后，坚持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布尔什维克

党是俄国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是领导者”
[15]423。只有坚持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才

能消除无产阶级贫困。一是坚持布尔什维克党的领

导是由党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俄

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
 [8]353，其

指导思想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

的”
[4]247，以此为根据制定社会发展战略来推动苏维

埃俄国的经济建设。二是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

坚持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 1905年

领导了工人群众……它一直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

因而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

变旧社会”
[21]。在经过“进行了 15年（1903—1917年）

的顽强斗争，证明自己同俄国工人阶级保持着联系，

有能力同工人阶级中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

并且有能力在最复杂和最困难的情况下领导无产阶

级的革命斗争。这样的党从十月革命时起自然应该

把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也担当起来”
[22]。

历史证明，只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党能

领导苏维埃俄国，能带领俄国人民摆脱贫困的现状。

三是夺取政权后的艰巨任务更需要坚持布尔什维克

党的领导。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任务是

反对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
[15]47，而“共产主义社会

是在反对一切剥削者的斗争中形成的”
[15]837。因

而，要进行这项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必须是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高度自觉地有组织地进

行，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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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提高工人地位，消除无产阶级的贫富差距

十月革命前，俄国工人阶级逐渐成为重要的社

会力量，并对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巨大贡

献。十月革命后，随着工人阶级地位不断提高，贫富

差距逐渐缩小，工人阶级也开始担负起苏维埃俄国

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任。

首先，分析工人阶级贫困的新变化。19世纪末

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俄国“工人

的状况却随着资本主义的增长而日益恶化”
[6]75，少

数工人团体出现“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

贵族’阶层”
[7]105。资本家通过垄断资本主义获取超

额利润，并将剥削工人榨取的超额利润拿出来一小

部分用以改善工人的生存条件，使工人对资本主义

制度充满热情和感激。这些所谓的“工人贵族”成为

“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阶级

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

者”
[7]105。他们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整个工人阶级贫

困的状况，甚至加深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因此，必须

团结和教育工人群众，认清现实，为彻底摆脱贫困而

斗争。

其次，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制度。1905年，列宁在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提出革命

政权建立工人监督工厂制度的思想，一直到十月革

命前夕，列宁都在不断宣传和发展工人监督的思

想。这一时期的工人监督生产运动，不仅有组织性，

而且有群众性。工人在同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和政

治斗争的过程中得到锻炼，阶级觉悟越来越高，为社

会主义革命作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准备。十月革命

胜利后，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审议并通过了《工

人监督条例》。虽然该条例遭到俄国资产阶级的强

烈反对，但是在大多数地区和企业中，工人表现出了

高度政治觉悟，工人监督机关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

在组织生产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见，工人监督

是苏维埃俄国经济组织活动的开端，是工人学习管

理的主要途径，工人也在监督过程中懂得了遵守劳

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意义，改变了苏维埃俄

国贫困和落后的局面。因此，列宁指出：“工人监督

应当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工人政府必须实行的第一

个基本步骤。 ”[23]

最后，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列

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

党的行动纲领草案）中指出：“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

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

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 ”[20]64 进而，明确了按劳

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中，只

有实行按劳分配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

度。一方面，要反对平均主义。采用平均分配个人

消费品的办法，不仅不会消灭贫富差别，而且还会引

起贫穷的普遍化，因为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中实行平

均主义，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力强

的、多的，家庭负担少的就要吃亏，就不可能鼓励人

们积极劳动，还会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因此，

1919年 1月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建议

实行产量定额及超定额奖励的计件工资制度，对繁

重的和有害的劳动规定较高的劳动报酬和较短的工

作时长。另一方面，要防止差别过大。在平衡工资

方面，苏维埃俄国在建立后做了最大的努力。列宁

指出：“以前在资本主义时代，粗工的工资每月是

25卢布，好的专家的工资每月不少于 500卢布，比例

是 1∶20，现在最低工资是 600卢布，而专家的收入是

3 000卢布，比例是 1∶5。可见，为了把最低工资和最

高工资拉平些，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今后还要继

续做下去。 ”[24] 实践证明，这种分配形式是同一定生

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落后国家中建设社会主

义、消除无产阶级贫困是非常必要的。

 （ 三 ） 发展社会生产力，奠定消除贫困的物质基础

列宁在分析苏维埃俄国贫困落后的基本国情的

基础上，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俄国要通过大

力发展生产力的基本途径来消除贫困，进而在明确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为解

决俄国的贫困问题奠定物质基础。

首先，明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

1918年春，苏维埃俄国进入和平时期，列宁号召集中

力量解决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和最困难的经济任

务，他指出：“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

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

国。 ”[20]477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质来看，

管理国家的任务首先归结为经济任务。在 1918年

4月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列宁提出：“当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必然要把创

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

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20]490 随

后，又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

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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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社会生产力。 ”[15]623 通过增加产品数量和提高社

会生产力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用实

际行动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既是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的根本任务，又是消除贫困落后的根本途径。

其次，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电气化的进程。

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的重工业不发达，在技术和经

济上依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其现代生产工具的

装配来看，还不及英国的四分之一，德国的五分之一，

美国的十分之一”
[25]。可见，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

工业化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这就迫切需要列宁

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带领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工业

化，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社会

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

工业。 ”[15]542 因此，列宁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就是不断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发展和巩

固社会主义制度。此外，在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建

设的同时，列宁还提出了全俄电气化的计划。1920年

12月，在苏维埃第八次全俄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

电气化计划是“党的第二个纲领”，“只有当国家实

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

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

利”
[15]364

“如果没有电气化，回到资本主义去反正是

不可避免的”
[26]。因此，列宁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

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15]364 的著名论断。在全

体俄国人民同心同德的努力奋斗下，1925年国民经济

基本恢复；1932年超额完成了“全俄电气化计划”——

发电量为 135.40亿度，钢铁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机

器制造业产值居世界第二位[27]。实践证明，苏维埃

俄国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通过社

会主义工业化和电气化政策的实施，使俄国“从农民

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

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

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

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
[9]379，为苏维埃俄国消除贫

困以及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最后，推进社会主义合作社的开展。俄国的合

作社初创于 19世纪 60年代，到二月革命前全俄国仅

有合作社 2.3万个[28]。起初，合作社的领导权掌握

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手中，列宁便在《〈苏维埃

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中指出：“合作社作为资

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小岛，它不过是一个小商店。

如果合作社把土地实行了社会化、工厂实行了国有

化的整个社会包括在内，那它就是社会主义。 ”[29] 因

此，列宁把合作社机构普及到整个社会作为当时苏

维埃俄国提出的待完成的任务。按照列宁的计划，

实行社会主义合作社，首先要从各种消费合作社、商

业合作社等流通领域入手，建立起国家与集体、农民

的商品交换关系，但是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

这样国家对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帮助，对自愿加入合

作社的农民进行奖励，进而通过合作社对所有小农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合作社的性质，列宁认为：

“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是集

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

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

的。 ”[19]370。因此，社会主义合作社是引导农民走向

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切实可行的途径，不仅可以改善

苏维埃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且可以消

除国家贫困落后的状态，可以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切

实实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列宁的反贫困理论对中国

共产党消除贫困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消除贫困摆在突出位置，习近平明确指出：“让

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

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 ”[30]47 所以，深刻理解列

宁的反贫困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消除贫困、改善民

生、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

 （ 一 ） 坚持党的领导是消除贫困的内在要求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

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斗

争，同时带领俄国人民解决贫困落后的问题。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

指出：“中国的广大人民……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

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

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31] 所以，在关于贫困及消

除贫困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

使苦难深重的人民得到解放，改变国家贫困落后的

面貌，是消除贫困问题的坚定领导力量。可见，列宁

的反贫困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消除贫困工作同样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始终把消除贫困作为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可以说，能否坚持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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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的领导是取得消除贫困胜利的根本保证。消除

贫困工作任务繁重，责任巨大，需要调动各方面力量

和资源来保障消除贫困工作的顺利开展，这就是需

要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来保障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国

共产党正是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幸

福。一方面，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习近平

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30]20 只有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使消除贫困工作得到进

一步深化，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消除贫困当作第一民

生工程来抓，真正把消除贫困工作落实到实处。另

一方面，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中国共

产党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所有力量、资源办难事、

办大事，这是由中国共产党自身优势所决定的，也是

其他政党无法比拟的优势。消除贫困不仅是贫困群

众和贫困地区的事情，更是全党集中力量共同要办

的大事情。习近平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32] 通过这一政

治优势，可以形成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推动区域协

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

社会目标。实践证明，只有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开展消除贫困工作，利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

势，在脱贫攻坚战中，“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

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

脱贫攻坚精神”
[33]，才能取得消除贫困的最终胜利。

 （ 二 ）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取得政权以后，首

要任务就是把经济建设搞好。执政党必须大力发展

社会生产力，建立起强大的物质基础，创造出丰富的

社会财富，才能提高物质文化水平，实现全体社会成

员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所以，“社会主义阶段

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

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

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34]。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

本任务，是彻底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35] 可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是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重要基础，是指引全体

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旗帜。一方面，需要全面深化

改革。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就必须加快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实施，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

活力，进而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益，增加更多供给

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为彻底消除贫困奠定物质基

础。另一方面，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大力提

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让人民共享新时代深化改革的

发展成果，真正意义上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的全面

进步。因此，“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

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

路”
[36]，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 三 ） 区分并解决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消除贫

困的关键所在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

斗争的过程中，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反贫困

理论，将无产阶级贫困化区分为绝对贫困化和相对

贫困化两个方面。现阶段，中国依然存在着绝对贫

困和相对贫困，两种贫困都需要进行区分和解决。

绝对贫困又叫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

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这样的个

人或家庭就称之为贫困人口或贫困户[37]。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共产党把解决绝对贫困摆在突出位置，取

得重要成就。“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九百六十多万贫困

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38]

在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后，并不意味着

贫困就彻底消除，消除贫困的工作从原来的绝对贫

困转向难度更大的相对贫困。相对贫困是指相对社

会上平均生活水平而言，有一部分人处于社会生活

水准的最下层。相对贫困说明的是财富和收入在不

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问题[39]。由于社

会分层的普遍性，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相对贫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发达国家中，社会

富裕程度高，加上财富分布不均等，相对贫困程度较

之发展中国家更深。在宁夏考察脱贫攻坚奔小康中，

习近平指出：“全部脱贫，并不是说就没有贫困了，就

可以一劳永逸了，而是指脱贫攻坚的历史阶段完成

了。相对贫困问题永远存在。 ”[40] 可见，在取得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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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全面胜利后，重心将转向相对贫困，解决相对贫

困将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长期任务，也是未来扶贫

工作的核心内容。

 四、结语

列宁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贫困问题、无产阶

级贫困的形式包括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以及提

高社会生产力消除贫困等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

反贫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通过领导的十月

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消除贫困

的实践活动，带领俄国人民群众找到了一条符合俄

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解决了几千年

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锻

造出脱贫攻坚精神，将列宁的反贫困理论以及实践

启示运用到中国共产党消除相对贫困的工作实践

中，对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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