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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当代中国利益关系分析》，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利益问题的基本理
论为指导，就当代中国利益关系的现状和协调，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见解和看法。
 《当代中国利益关系分析》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利益和利益关系问题是重大的现实问题，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必须关注的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围绕利益和利益关系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不少新的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依然还是很不够的，我们应该按照党中央提出来的落实科学发展观、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进一步加大利益关系研究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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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利益关系分析的重要作用（一）利益关系析义人的需要与生俱来，具有永恒性和无限丰富性。
在需要的自然基础上，人们不断地追求一定的利益，参与着社会历史活动，以人类的力量推动生产方
式的进步（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步），逐步以日益完善的方式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
的永久性矛盾。
利益是人之实践的目的，是社会活动的深层次动因。
社会的存在依赖一定的张力，社会的延续依赖一定的动力。
纵观历史的变幻，利益起到了双重“力”的作用：作为社会成员维持生活生产的一定条件和向往目标
，利益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凝聚功不可没；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调整和社会改革和革命的原
发性因素，相伴人类始终的利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人类社会是在利益追求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伊始即需要面对人类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复杂
的利益关系。
利益本身就是一个关系范畴，而不是一个实体范畴。
利益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利益关系问题，是人们围绕特定的利益而形成的相互关系。
列宁指出：“必须到生产关系中间去探求社会现象的根源，必须把这些现象归结为一定阶级的利益。
”①这表明，认识社会关系，必须首先认识利益关系，而要搞清利益关系，就要从生产关系人手。
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根源，一定的社会关系就是一定利益关系的体现，而一
定的利益关系是由一定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
一定的经济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一定的利益关系，一定的利益关系又决定一定的社会政治、
思想等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
“只有理解这些利益才能给予理解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的钥匙。
”②从基本生产关系出发认识利益关系，从基本利益关系出发去认识社会关系，这应该成为认识社会
现象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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