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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世界交往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浅析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来源，

主要观点即世界交往的主体、资本主义的“推动作用”以及实现路径等对世界交往理论有一个较为清晰

的认知，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是需要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不仅

揭示了人类社会交往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而且为当代青年的交往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和实践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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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for the world communication theory,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rough analyzing the source of Marx’s world 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main point 
of view is the subject of world communication, the “promoting role” of capitalism and the realiza-
tion path, we have a relatively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addi-
tion, Marxism is an open theoretical system that needs to be continuous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s world communication theory not only reveals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law of human 
social communication, but also provides scientific guidance and practical criteria for conte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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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列宁曾经深刻指出：“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

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1]世界交往理

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以及重要内容，其养分来自于对全人类思想精华的批判与继承。

其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英国经验主义交往观、法国功利主义交往观以及德国理性主义交往观，而该理论

的主要观点则涵盖了主客体间关系范畴、基本动力、路径选择以及最终归宿四个部分。只有全面把握马

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思想来源，才能更加清晰地认知该理论深层次的内涵，更加准确地把握世界历史生

成发展的必然性，由此为当代青年人际交往关系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南。 

2. 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渊源 

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是在“扬弃”前人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基础之上而形成的思想理论结晶。其理论

来源主要涉及到早期西方哲学的交往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交往思想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交往思想。 
第一，早期的西方哲学思想对马克思关于世界交往理论的产生是直接影响来源，其中主要涉及到英

国的经验主义、法国的功利主义、德国的理性主义。从法国功利主义代表人物孟德斯鸠以及爱尔维修、

霍尔巴赫把对交往的理解引入到社会关系和物质需要的角度，再到德国辩证思维的补充，其具有的人本

主义和唯心主义交往理论的不足为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留下构思空间。 
第二，马克思通过“扬弃”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深入分析亚当斯

密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工情况以及李嘉图关于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为世界交往理论开

辟出资本逻辑这一切入途径，同时树立历史唯物主义视角。 
第三，则是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美好社会制度的向往，马克思主义认为

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而世界交往则是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 

3. 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世界交往”的概念。“‘世界交往’是马克思恩格斯对

其以往各种‘交往’概念的继承与发展，是他们从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的高度研究世界前景的理念创新。”

[2]。 
(一) 交往表现的是主体间交互性的关系范畴 
马克思所认为的“交往”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而交往的主体指的是现实的，具象的

从事实践活动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这与以往的哲学概念不同，马克思将人的定义阐释置于社会之

中，并且人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人类首先需要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且与自然、社会进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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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交换来获取生活材料，而不是停留于主观层面对人的抽象定义。 
(二) 世界交往理论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本动力 
马克思认为交往形式作为生产力的一种体现，被生产力所决定，同时与生产力的发展又具有相互作

用。 
一方面，随着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交往形式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交往范围由一个民

族或者国家走向多个民族和多个国家，交往程度更加深化渗透到各个领域，交往活动由简单逐步走向复

杂，交往手段也由暴力野蛮转向文明交流。另一方面，世界交往的不断扩大则会刺激新的需求的产生，

进而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不得不提到资本主义对世界交往所具有的推动作用。马克

思认为世界交往不断扩大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势力向世界不断扩张的过程。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为了

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势必要通过抢夺的野蛮手段和“奴役”工人的剩余劳动榨取剩余价值，而对剩余

价值的疯狂追求自然会使资本突破国家界限侵蚀其他民族和地区，使许多隔离的国家和地区被迫卷入了

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大市场，并以此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向世界的扩张，大工业“把自然力用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

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3], p. 194)使原本处于相互封闭状态的各民族，逐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全面

的生产”和“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形式”，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马克思、

恩格斯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

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3], p. 194)，人类历史

才真正成为世界历史。 
(三)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是世界交往的路径选择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资本主义制度无疑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它创造了巨大的

生产力并且积累起来了空前的社会物质财富。但资本主义在创造这些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

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它一出现就生活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底层，受到的压

迫和剥削最深，是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阶级，因此无产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

创造新世界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矛盾斗争证明，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打

破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机器，彻底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才能彻底从被压迫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进而解

放全人类。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势力不容小觑，仍然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利益

的触及势必会遭到资本主义的镇压，所以无产阶级的重担是长期而又艰巨的。 
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

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

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4]资产阶级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而其消亡却需要无产阶级革命的推动。 
(四) 世界交往的最终归宿是人的解放以至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产生的起点是从“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为“原罪”

开始的。[5]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劳动雇佣制度，剩余价值规律仍然发挥作用，那么无产阶级与资

产阶级的利益斗争避无可避，社会贫富差距的鸿沟只会愈来愈大，因此无产阶级必然会奋起反抗，与资

产阶级斗争到底。从资本的角度来说，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催生生产资料在世界范围内从分散走

向集中，资本主义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其“掘墓人”无产阶级也在全世界范围内走向联合。 
由此可知，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与世界交往的相互作用，最终催生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新事物

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过程曲折但事物最终是要发展的，无产阶级终将战胜资本主

义，而生产资料也将最终落入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手中，最终实现全世界生产资料公有制，进入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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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将从旧社会分工的恐惧支配下分离出来，到那时每

个人的劳动也不再是被迫生存的手段，而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每个人都有提升自我全面发展的机会。

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在共产主义的、和平的社会里，“在每一个人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需求都得到满

足的地方，在没有什么社会隔阂和社会差别的地方，侵犯财产的犯罪行为自然而然地就不会再发生了”。

([3], p. 115)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每个人精神境界都得到极大提升，且具有崇高的道德修养，人类终将

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4. 当代青年如何践行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当代青年肩负着传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世界交往与合作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作为指导我们认识和参与世界交往的重要思想武器，对当代青年而言，不仅具有

深刻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鲜明的实践价值。 
(一) 理论学习与思想深化 
要践行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首先必须深入学习和理解这一理论的精髓。青年应通过阅读马克思原

著、参加学术研讨、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动态等途径，不断增强对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认识。同时，要

结合时代背景和实践需求，对理论进行创新性发展，使之更加贴近现实、指导实践。通过学习，当代青

年要形成开放包容的世界观，认识到世界交往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以及自己在其中的责任和使命。 
(二) 全球视野与跨文化交流 
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流成为推动世界交往的重要途径。青年应具备全球视野，关注世界各地的

文化、政治、经济动态，了解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和面临的问题。同时，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

通过出国留学、参加国际会议、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等方式，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在跨文化交

流中，当代青年要展现中国的良好形象，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互鉴与融合。 
(三) 社会实践与能力提升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青年要将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转化为推动世界交往的实际行动，积极参与

各类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参与志愿服务、企业实习、国际项目合作等活动，提升自己的组织协调、沟通

表达、团队合作等能力。在社会实践中，当代青年要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积极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智

慧和力量。同时，要注重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创业精神，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世界交往。 
(四) 创新思维与科技发展 
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新时代，科技创新成为推动世界交往的重要动力。青年应具备创新思维，勇于

探索未知领域，积极投身科技创新事业。通过学习科技知识、参与科研项目、创办科技企业等方式，推

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在科技创新中，当代青年要注重国际合作与交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

推动全球科技创新的协同发展。同时，要关注科技伦理和社会责任，确保科技创新成果造福人类、服务

社会。 
总之，当代青年践行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从多个方面入手，不断提升自

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为推动世界交往与合作

贡献自己的力量。 

5. 结语 

通过以上梳理，对马克思关于世界交往理论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更加坚定成为唯物主义战士，更

加坚定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作为新时代的青年要勇于担当，主动带头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武装自

己的头脑，提高道德修养和思想文化境界，树立正确的交往观念、坚持交往的实践性、加强自我管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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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约束等方面的能力和素质，助推个人同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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