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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 20世纪 70年代兴起

于英美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袁 是当前西
方学界为数不多的仍处于活跃期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思潮之一遥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研究马克
思主义的方法论上多有创新袁 在全球化时代重
提剥削尧阶级尧革命等马克思主义核心议题袁使
以资本主义批判及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为旨趣的

马克思主义传统得以在英美学界扎根袁 并开辟
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等切合时代主

题的研究领域袁 因而被国内外学界视作当代西
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野新主流冶和野未来冶遥 譹訛自

20世纪 80年代起袁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成果在国内学界得到译介袁经过数十年的传播尧
研究与对话袁 已在国内学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
影响遥 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就这一学派所带来的
启示作出总结与反思袁 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更
为清晰尧自觉的批判性认知框架遥
一尧将分析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袁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以它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独树一帜的野分析的冶
研究路径或方法论在西方学界声名鹊起遥 这一
学派所运用的野分析的冶方法主要是指在英美地
区占主导的分析哲学的方法袁例如语言渊概念冤
分析法尧逻辑分析法等袁也包括现代西方社会科
学中的实证方法袁例如数理逻辑尧理性选择理论
等遥 譺訛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袁 诞生于 19

世纪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仍然具

有强大的解释力袁 但若用分析哲学和现代社会
科学的标准予以审视则会发现其存在着粗糙尧
模糊的地方袁 他们要做的便是运用分析的方法
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尧 命题和理论进行澄
清和重构袁使其成为一种严谨的尧科学的现代社
会理论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约翰窑罗
默渊John Roemer冤将这种理论动机称为野寻求对
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那些基本原则的理

解冶袁而之所以要使用分析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理
论追求袁与当时社会主义命运跌宕起伏尧资本主
义没有必然走向衰败的时代现象有关遥对此袁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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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说道院野这两个事件无疑对延承自 19世纪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了严重挑战遥 对于这一挑
战的其中一种反应是袁 退回到对马克思话语的
解经式辩护以及寻找一种与它所历经的历史相

符合的阐释曰 第二种反应是拒绝承认看似是历
史事实的东西曰第三种反应是拒斥马克思主义袁
认为它是根本错误的曰 第四种反应是承认马克
思主义是属于 19世纪的社会科学袁因而从现代
标准来看它必然是粗糙的噎噎然而它在某些历
史阶段和事件上似乎有很强的解释力袁 使我们
感到肯定存在一个需要澄清和阐释的具有解释

效力的内核遥 噎噎这就是我称之为分析的马克
思主义这种股思潮的智识基础遥 冶譻訛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分析路径包含

两重意蕴院 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明晰
性和精确性袁反对模糊和含混的思辨式话语袁追
求如自然科学般的理论建构袁 其基本要求可以
概括为野概念清晰尧逻辑自洽尧论证严谨冶遥 二是
拒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黑格尔主义路径或辩

证路径遥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袁在阐释社
会理论时袁 辩证式的论理方式并不比形式逻辑
更具有优越性遥相反袁野矛盾冶等辩证术语模糊了
有效论证与无效论证的边界袁 破坏了思想的有
序性遥 这种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不仅降低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明晰性袁而且还姑息了一些无效尧
含糊的论证进入理论建构中遥因此袁分析的马克
思主义反对将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特有的方

法论袁 而主张吸纳现代社会科学中诸种成熟的
科学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遥 譼訛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果最初传入国

内学界时袁 首先是在方法论上得到国内学者的
认同遥在很多学者看来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将英美分析哲学对明晰性尧 严谨性的要求引入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袁 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而
言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启迪遥 譽訛陈学明和俞吾金

在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曳中介绍分析

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派时指出院野深受中国传统
文化熏陶的当代研究者袁 特别是从事马克思主
义专业的研究者袁 大多缺乏分析哲学和逻辑研
究方面的严格训练袁 这从他们对英美分析哲学
的冷漠态度中也可见端倪遥与此相反的是袁他们
对欧洲大陆哲学家那种模糊的语言风格却情有

独钟遥 这就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老是纠缠
在枝节上袁在一些重大的尧基本的理论上缺乏突
破性的进展遥 冶譾訛俞吾金认为袁国内学界出版的
大量论著缺乏明确的概念界定和分析袁 导致许
多论著呈现一锅粥的现象遥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所强调的细致分析和精密

论证是值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的遥 当前从
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的中国学者袁 应当具
备英美分析哲学基础袁 将分析方法运用到研究
中去遥 譿訛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历史唯物主

义作为应用分析方法的重要领域相一致袁 不少
国内学者也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阐释中自觉

借鉴分析方法遥冯颜利指出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体系的反思尧推
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方法论创新等方面具

有启发意义遥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
主义概念的重新界定和澄清有助于纠正历史唯

物主义理解中的歧义和误读袁 推进理解的科学
化遥 讀訛段忠桥认为袁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个清
晰严谨尧完整系统的理论袁就意味着在对马克思
恩格斯相关文本作出语言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

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尧 原理及原理间的关
系袁而这一工作需要借鉴分析哲学的方法遥 讁訛而

从实践层面来说袁近年来袁国内学界自觉运用分
析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越来越多袁 一些出色
的中国学者甚至能够直接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者就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研究进行对话和

野过招冶遥 2017要2018年在叶中国社会科学曳的平
台上袁段忠桥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艾伦窑伍德
渊Allen Wood冤就著名的野马克思与正义问题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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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辩论袁 展示了一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
在分析方法上的精彩较量遥 輥輮訛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理论的明晰性和

严谨性方面给中国学者以研究方法和路径的启

示袁 但这一学派对辩证法的拒斥遭到了国内学
界的严厉批评遥在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袁
辩证方法不仅不会损害思维和理论的有效性袁
反而可以使理论更为严谨和科学遥马克思在叶资
本论曳 中用辩证逻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透
彻的解释就是一个明证遥 辩证法超越了抽象的
分析方法袁是分析和综合尧形式和内容尧历史和
逻辑的统一遥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野分析冶反对
野辩证冶袁以形式逻辑反对辩证逻辑袁由于其抛却
了辩证视角及其内含的历史视角袁因此对问题尧
文本作出的往往是非此即彼的尧静态的分析袁脱
离了实践和历史的视野遥 輥輯訛

二尧科学认识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
实现资本主义替代尧 为社会主义寻求现实

路径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研究旨趣袁其
创始人科恩渊G. A. Cohen袁也译野科亨冶野柯亨冶冤
曾开宗明义地指出袁 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分析的
马克思主义重点关注的议题遥 他说院野我认为有
三个关于推翻资本主义的方案设计尧 正确性及
策略的问题应受到我们之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人的关注遥第一个是我们想要什么钥一般或具体
而言袁我们所追求的是何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钥第
二个是我们为什么想要这种社会主义钥 资本主
义有什么错钥社会主义又为什么正确钥第三个是
我们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钥 冶輥輰訛

苏东剧变后袁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为关
注社会主义的实现模式和策略袁 在反思苏联模
式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袁 他们就社会主义与市场
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探讨遥 輥輱訛罗默尧 施韦卡特
渊David Schwickart冤尧佩弗渊Rodney Peffer冤等分
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袁 有必要探索一种将社
会主义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模式遥 社会主

义与市场并非绝不相容袁相反袁它们的结合还能
够解决以往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困境遥 在他们看
来袁 苏东剧变代表的是一种中央集权式的计划
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袁 而不是社会主义理
想本身的失败遥社会主义要存续下去袁就应当采
取市场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相结合的方

式遥市场可以弥补计划经济的缺陷袁很好地解决
生产中的信号机制和激励机制问题, 将平等和

效率两方面的要求结合起来遥 在社会主义的过
渡时期袁要发展生产力袁市场需要继续存在遥 引
入市场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袁 是对资本
主义的坚决反对袁并体现着平等尧公平尧生产者
为主体等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遥 輥輲訛从马克思

恩格斯的原始论述来看袁 他们并没有将市场等
同为资本主义袁相反袁他们在谈到无产阶级夺取
政权后的过渡阶段时袁 为市场的作用留下了余
地遥 因此袁在历史发展的现阶段袁将市场引入社
会主义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选择遥 輥輳訛

另一方面袁科恩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
肯定市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优

越性时袁着重提醒了将市场引入社会主义之后
可能会产生的社会问题院一是市场的分配机制
是不公正的遥 市场虽然取消了社会特权袁完全
依据人们对生产的贡献来进行分配袁但马克思
在叶哥达纲领批判曳中指出袁这种按贡献分配的
原则仍然带有资产阶级权利的色彩袁仍然是一
种不平等的权利袁因为野它默认袁劳动者的不同
等的个人天赋袁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袁是天
然特权冶輥輴訛遥 换言之袁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分配
原则的历史分析来看袁市场的分配方式存在一
定的缺陷袁保留了由于天赋能力的不同而导致
的不平等遥二是市场形成的前提是理性自利的
主体袁这意味着市场的动机是自利的遥 这种自
利精神与社会主义的互助和团结风尚之间存

在张力袁并可能破坏平等和共享这些重要的社
会主义价值遥 輥輵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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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学界而言袁罗默尧施韦卡特尧佩弗等
人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坚持和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支持和启发袁
而科恩对市场缺陷的分析也促使我们反思市场

在分配正义尧社会风尚方面的消极作用渊比如贫
富差距尧消费主义等冤遥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袁有助
于我们形成对于市场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科学认

识遥国内学者指出袁罗默等人对市场与社会主义
的结合模式的探索袁 启发我们去寻求公平与效
率之间的平衡袁 拓宽了我们思考公平正义的思
路袁可以通过摆脱野共同贫穷式冶的公平正义模
式袁去建构一种以效率为基础的尧符合大多数人
利益的公平正义模式遥 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
内袁 的确有一些中国学者如同科恩所说袁野被迟
来发现的市场的工具主义价值蒙上了眼睛冶輥輶訛袁
认为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遥 而分析的马克思
主义者则启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院 如何在
保持市场效率优势的同时消除它在分配方面产

生的不公平结果钥 如何引导市场分配向社会主
义的平等原则看齐袁 使市场营造的社会风尚更
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钥 而科恩对市场动机
的反思提醒我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袁 也应
注重精神文明建设遥就实践上的启示而言袁中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袁 不能放任市场
盲目调节袁而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宏观指导作用袁
通过培育良好的社会主义社会风尚尧 促进分配
正义等方式袁将市场的副作用降到最低限度袁引
导市场经济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发展遥 輥輷訛

三尧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平等主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和

丰富化袁不仅体现在方法论上袁还体现在研究
领域的拓展上遥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正义尧
平等尧自由等范畴成为时代焦点的背景之下开
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一经典马克思主

义理论鲜少涉足的新领域遥因此袁分析的马克思
主义不仅是一种具有方法论特点的国外马克思

主义流派袁 而且是当代政治哲学舞台上一支与
自由主义话语抗衡的左翼政治力量遥自 20世纪

70年代起袁以罗尔斯渊John Rawls冤的正义理论
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兴盛发展袁并为诸
种资本主义模式提供理论支持遥分析的马克思
主义者自觉承担起捍卫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

任务袁 在政治哲学领域对自由主义正义话语作
出回应袁 同时阐发了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价值
内涵遥
中国学界是最早在马克思主义学科视角下

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国外理论流派进

行考察的遥随着研究的深入袁人们开始重视分析
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的理论成果遥 一
个直观的例子是袁 对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创始
人科恩袁 国内学者最初更多聚焦于他对历史唯
物主义的重构袁 而后发现袁野他的价值和重要性
并不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这个派别之内袁 他还
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界公认的重要理论家袁是
研究尧 伸张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学术共同体中最
活跃尧最激进的代表人物之一冶輦輮訛遥 于是袁国内学
界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关注逐渐溢出传统马

克思主义的框架袁开始扩展到政治哲学领域遥作
为当代英美左翼政治哲学的生力军袁分析的马
克思主义者对诺齐克渊Robert Nozick冤和罗尔斯
等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批判以及在这种批判中

所阐发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思想袁使国内学者
更全面地看到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整体图

景袁 并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立场在当
代政治哲学光谱中的定位遥

就具体的影响和启示而言袁20 世纪 90年

代以来袁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虽然在发展上
取得了骄人成就袁 但也出现了贫富差距等社会
问题袁 公平正义日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内在要求遥 随着国内学者更多地从野正义冶的规
范视角来思考社会现象袁 加上当代西方政治哲
学复兴的影响袁 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中国学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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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学遥 然而袁 从国内关于政治哲学的出版物来
看袁学者们援引的思想资源更多来自罗尔斯尧诺
齐克尧德沃金渊Ronald Dworkin冤等自由主义政
治哲学家袁 而对秉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政治哲学
却较少涉及遥 随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学
界的影响增强袁人们发现袁这一学派对自由主义
阵营中的主要理论都做过深刻批判袁 并在批判
中恢复和重建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平等

主义思想袁 而这种思想才是当前中国实践应当
诉求和借鉴的理论资源遥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
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阐释使国内学者看到袁诺
齐克的权利理论是对私有财产权的狭隘辩护袁
他基于自我所有命题对平等价值发起的攻击是

站不住脚的曰 而罗尔斯在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
中所容忍的差别和不平等无法得到证成袁 因而
其正义理论是不彻底的遥 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
不在自由与平等之间制造对立袁 而是认为追求
实质平等是人人能够享有自由的前提袁 它不仅
主张消除因社会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袁 而且主
张最终消除由自然禀赋所造成的不平等遥 这与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描述相一致袁
在道德上也比资本主义的正义原则具有更高的

可欲性遥于是袁国内学者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将分
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列为与当

代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分庭抗礼的思想资源袁这
使他们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图景有了更全面深

刻的把握袁 而且有助于坚定社会主义的平等信
念遥 不少国内学者认识到袁当今时代袁我们面临
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且平等主义

政治目标日渐淡化的处境袁 加上与资本主义全
球化相伴随的西方主流自由主义话语的全球

化袁 建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理论对于中国的社
会主义进程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袁 而分析
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哲学方面的理论建树给我

们提供了有借鉴意义的思想资源遥 分析的马克
思主义者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自由主

义正义话语所掩盖的不平等和不正义的痼疾袁
虽然他们是在西方语境下批判资本主义现存

国家袁 但毕竟拓展和深化了人们对于正义尧平
等尧自由等政治哲学基本范畴的理解袁并使社
会主义平等主义目标得到澄清和重视袁对于我
们思考如何构建更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遥 輦輯訛

四尧从规范角度为社会主义作出辩护
自 20世纪 90年代起袁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的学术重心明显地转向了伦理学尧 道德与政治
哲学等规范理论领域遥 在思考社会主义的前途
命运并为其实现寻求路径的理论探索中袁 分析
的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对于社会发展的实证性

的尧历史性的考察袁转而选择道德和正义话语袁
从规范角度对社会主义作出辩护遥 对于这种转
向的原因袁 其创始人科恩作了一种自传式的解
释遥 他说自己最初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主要关
注历史唯物主义这类关于社会主义之历史必然

性的实证性理论袁 后来却重点关注此前被传统
社会主义者视为没有必要探讨的平等尧 正义这
类规范性问题遥这种学术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袁
他对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实证性判断丧失了

信念遥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袁人们之所以不
追问平等尧正义等问题袁是因为他们确信袁随着
历史和生产力的发展袁经济上的平等必将实现遥
而这一信念是由两个历史事实保证的院 一是作
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不断壮大并最终推翻资

本主义曰 二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带来物质上的
极大富足遥然而袁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事实已
使这两个前提化为泡影袁 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就
不能再指望社会主义不证自明的必然性袁 而应
当在当前的历史情形下积极寻求社会主义平等

的实现遥要做到这一点袁就需要将研究重心放到
政治哲学上袁 基于规范性论证来突显社会主义
的道德优越性袁 从而鼓励人们认同和追求社会
主义的价值与目标遥 輦輰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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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往同样更为注重

历史唯物主义等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袁对于公平尧
平等或正义等规范问题则较少涉及袁 并没有自
觉地对社会主义在道德上的优越性给予清晰而

有力的论证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向人们指明袁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袁 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理想需要
在道德和政治哲学层面上得到确证袁 以增强人
们追求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动力遥 在分析的马克
思主义的影响下袁 国内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形
成共识袁 认为历史的变化已使经典马克思主义
中原本不突出的对于社会主义的道德思考和辩

护成为重要问题袁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对这
些问题作出回应遥 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
思主义规范性理论资源的探索尧 对替代自由主
义正义理论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阐释尧 对社
会主义道德基础的构建袁 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
和社会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遥 輦輱訛正如

汪行福所说院野今天袁我们已经意识到袁社会主义
的历史必然性与它在规范和价值上的正当性是

两个问题遥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把这两者分开袁
常常是以前者覆盖后者袁致使正义尧平等尧权利
等规范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处于边缘化状

态遥 冶輦輲訛更重要的是袁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探索的基础上袁 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形成
更高的自觉袁 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理
论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理论中两种并行不悖的

体系袁 前者为正义规范作出社会 - 经济维度

的历史的科学的解释袁后者则在价值判断和辩
护的范畴内为社会主义进行辩护遥 论证社会主
义必然性的理论与为社会主义辩护的道德理论

不仅不冲突袁 反而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发挥效
用遥 輦輳訛

尽管大部分的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均赞

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哲学的转向和重

视袁赞同他们为社会主义作出的道德辩护袁但他
们反对和批评这一学派对历史必然性的怀疑遥

在中国学者看来袁由于拒斥了辩证法袁分析的马
克思主义者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看作毫无联

系尧截然对立的存在袁无法理解旧社会内部孕育
着野新社会因素冶袁因此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袁对社会主义的实证性理论丧失信心遥殊不
知袁根据辩证法袁社会主义并不是在资本主义之
外诞生袁而是在旧社会的胎胞中孕育而成遥当今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已存在着明显的社会主义

因素袁这些因素都是社会主义萌芽的表现袁是人
类历史向社会主义的趋近遥 輦輴訛由于对历史辩证

法和必然性命题的抛弃袁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
将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性单一地寄托于规范路

径袁 放弃了对历史规律的探寻和对物质前提的
构建袁 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
空想社会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遥 而国内的马克
思主义研究者则认为袁 虽然为社会主义作道德
辩护是有必要的袁 但平等目标的实现在根本上
有赖于社会生产力等物质基础袁 而决不是仅仅
靠道德论证和正义诉求的推动就能达成的遥 马
克思主张的平等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着不同的

内涵袁其实现以特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袁如若忽
视经济基础盲目实行平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虚

假的平等以及因对人的积极性尧 创造性的压制
所带来的普遍贫困遥 輦輵訛

综而论之袁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给予中国学
界的启示主要有四个方面院第一袁这一思潮所坚
持和倡导的分析方法和清晰严谨的研究风格给

予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上的启迪曰第二袁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理

性思考与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

道路与制度自信和自我反思与完善两方面的思

想资源曰第三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诺齐克和罗
尔斯等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的批判及社会

主义平等主义的理论建构使国内学者在当代政

治哲学的整体图景中找到定位并发出自己的声

音曰第四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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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平等尧正义尧自由等
传统理论较少涉及的规范性问题袁 并基于政治
哲学理论的建构为社会主义作出道德辩护遥 但
另一方面袁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辩证法的拒
斥尧对历史必然性命题的怀疑尧对历史唯物主义
的抛弃和对规范路径的单一依赖也需要得到清

醒的认识和批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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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輱訛参见周萍院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研究曳袁叶理论视
野曳袁2018年第 11期曰汪行福院叶超越正义的正义论曳袁叶江
海学刊曳袁2011年第 3期曰朱菊生院叶为社会主义辩护院G.A.

柯亨的政治哲学探析曳袁叶学术论坛曳袁2010年 12期曰田世
锭院叶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三种论证曳袁叶社会
主义研究曳袁2009年第 4期曰段忠桥院叶科亨的政治哲学转
向及其启示曳袁叶哲学研究曳袁2006年 11期曰叶转向政治哲学
与坚持辩证法要要要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个方

向曳袁叶哲学动态曳袁2006年 11期遥
輦輲訛汪行福院叶超越正义的正义论曳袁叶江海学刊曳袁2011年第 3

期遥
輦輳訛参见李旸院叶何谓平等权利钥 要要要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视

角曳袁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曳袁2020年第 2期曰李旸院叶马克思
论述正义问题的双重维度曳袁叶南京大学学报曳袁2018年第

5期曰王广院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院正义的批判还是科学的
分析钥 曳袁叶求是学刊曳袁2018年第 2期曰李义天院叶认真对待
塔克 - 伍德命题要要要论马克思正义概念的双重结构曳袁
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曳袁2018年第 1期曰臧峰宇院叶马克思正
义论研究的两种进路及其中国语境曳袁叶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曳袁2015年第 3期遥

輦輴訛这些因素包括院资本社会化尧企业管理民主化尧对经济的
宏观调控尧累进税制尧民主政治和公共教育尧工人的和消
费者的合作组织等遥

輦輵訛参见罗克全袁 王洋洋院叶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误解与还
原要要要对分析马克思主义 野正义悖论冶 的批判与超越曳袁
叶科学社会主义曳袁2020年第 1期曰王晓宁院叶野分析的马克
思主义者冶关于平等与公正的论争与启示曳袁叶学术交流曳袁
2015年第 4期曰李旸院叶试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野政治哲
学转向冶曳袁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曳袁2013年第 2期曰 朱菊生
叶为社会主义辩护院G.A. 柯亨的政治哲学探析曳袁叶学术论
坛曳袁2010年 12期曰 葛四友院叶柯亨的分配正义观的转变院
兼谈马克思主义与平等曳袁叶社会科学论坛曳袁2008年第 1

期曰李华荣袁乔瑞金院叶柯亨平等观的实质及其对自由主义
的批判曳袁叶哲学研究曳袁2008年第 11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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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旸院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冶对中国学界的启示

Analytical Marxism and Its Implication in Chinese Academia

LI Yang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nalytical Marxism in Anglo-American area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Marxist school of thought in modern times. It is

also one of the few active Marxist theoretical trends. Its theories and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in Chinese academia

since 1980, and have mad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Chinese academia ever since. In general, analytical Marxism has the following

implications in Chinese academia: first, applying analytical method to Marxist study; second,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ism and market; third, upholding and defending social egalitarianism; fourth, justifying socialism on

normative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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