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Philosophy Studies 世界哲学研究 April 2023, ISSUE .1

- 90 -

AnAnalysi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arx and

Maslow’s Need Theory

Qinru Gao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Abstract: Need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human society,

which can not only develop productive forces, but also improve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Satisfying

one’s own needs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emergence of human’s essential power, but also enable

people to master the world independently and liberate themselves continuously in practice. As a reality,

human beings have abundant needs. Human nature is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oneself. Human beings

realize self-development in the generation of needs. As the essential problem of human beings, needs

have very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no matter what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y have reached.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Marx’s and Maslow’s theories of need, this paper

deeply reveals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explores the la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and lays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reedom, liberation and self-realization of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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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马克思与马斯洛需要理论的异同

高钦儒：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摘要：需要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因素，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完善生产关系。满足自

身需要不仅可以促使人类本质力量不断显现，而且还能使人类自主掌握世界，在实践中不断解放自

我。作为现实存在的人有着丰富的需求，人的本性就是实现自我的过程。人是在需要的生成中实现

自我的发展，需要问题作为人的本质问题，无论发展到哪一阶段，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通

过对比马克思与马斯洛两者需要理论的异同点，深刻揭示人的本质，探求历史发展演变规律，为全

人类自由解放以及自我实现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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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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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通过探析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研究背景、研究出发点与侧重

点、表现特征等多方面的异同点，全方位了解人的真正需求、了解人的本质特征，从而对于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在当代社会中，以需要理论为研究导

向能够更好的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2.马克思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相同性

2.1.研究现实存在的“人”的需要

在古希腊时期，德谟克里特将人的需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物质需要，一部分是精神需要，

但是他更加强调人们的精神需要，只有精神追求才能够体现自身的价值。柏拉图认为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因为被其灵魂所决定，人是群体灵魂逐渐划分出来的个体。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他

也是通过人的灵魂和功能这个角度来阐述人的欲望。

近代西方思想家黑格尔，他把人的需要归结为人的理性，忽视了人的客观需要，只是抽象地认

识人的需要，没有看到需要源于现实和感性的人的活动。

现代西方哲学家弗洛伊德，他的心理学体系被称为“第一思潮”，他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阐

述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此外，他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精神病患者或者是心理变态者，即以不健全、

不成熟的人为参考。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动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因此这些哲学家并不能够解决长期困扰人类需要的问题。

马克思与马斯洛虽生活的年代将近相差一个世纪，但都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历史发展的前提

就是现实的人，通过研究现实的人的需要，能够认识人类的真正特性，并且逐步探析社会的进步与

人类自我现实的途径。

2.2.将生理需要视为人的第一需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

[1]如果人们的吃、穿、住在质上与量上都没有保证的情况下，人们是无法产生对于其他事物的需求，

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

马斯洛也将生理需要视为最基础的需要，包括人对于食物、水、睡眠、健康等多方面的需求。

如果这些最基本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人类的其他活动将不会得到运转，此外这些生理需要也是人

类进行实践活动最基本的动力。在《动机与人格》中，马斯洛认为人在各个方面都存在需要，人的

最基本的需要就是生理需要，然后逐渐向高层次需要发展，最终达到自我实现[2]。

2.3.需要的最终归宿为自我实现

马克思将人理解为有需要的、感性的社会存在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人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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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归结为三个递进层次，分别是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1]。因此把全面发展作为其需要理

论的最高层次。人只有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创造性，才能够在实践中找到自己的本质。随着社会的

不断进步，发展需要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如果发展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人们就能够实现自我，

在实践中找到自己的本质。

“高峰体验论”是马斯洛自我实现理论的最高层次，高峰体验是一种短暂的时刻，这种体验能

够使个人的认知能力发生根本性转化，从而达到对于自我存在价值的领悟。自我实现依赖于人的各

个需求都满足的情况下而产生的。马斯洛也指出，在所有人中只有 1%的人才能够达到自我实现，绝

大多数人只会停留在其他的需求层面中。

2.4.需要理论具有层次性

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是从一个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渐发展的，人类的历史也可以简单的概括成人

类片面的需要向全面需要的发展，又或者可以概括成个体需要向类需要的升华。在日常生活中，人

们的需要具有丰富多样性，但是需要的产生与发展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以及自身条件的限制。在

人类生活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只能够满足最低层次的需要，当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人们的温饱问

题能够得到解决的时候，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会追求更高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对美的需求。

在《动机与人格》中，马斯洛指出当人的低层次需要满足之后就会转向高层次的需要。人所发

出的行为就是追求需要的过程，在温饱阶段，人们的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生理需要和安

全需要是最低层次的需要，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需求。在小康阶段，人们的需要包括社会需要和尊

重需要。当达到富裕阶段，人们的需要就是实现自我。在之后的著作中，他又补充了认知需要和审

美需要[2]。

3.马克思与马斯洛需要理论的差异性

3.1.思想形成背景不同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述“人”这一概念，并且这

一著作也标志着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形成[1]。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发生历史性大变革的时代背景，

此外，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充分，但封建的生产关系仍然束缚着国家的发展。作为整个国家意

识形态的黑格尔哲学，它是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并没有从工人现实的处境来理解人，更不能

够理解人的需求，它只是为私有财产提供一切，为国民经济学作辩护。

国民经济学家把工人的活动认为是一种机械性的活动。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国民

经济学家提到：“人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受方面都没有别的需要了。”[3]国民经济学被马克思

称作关于节约的科学，它甚至提出了最脱离实际的做法就是让人们节约对于大自然新鲜空气的汲取

或者身体运动的需要。正是因为马克思生活在这个时代，看到了资本家作为上层阶级丑恶的面孔。

因此，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立足于现实的人，真正地了解人的需求，真正希望人能

够从异化中解脱出来，使得人能够向自身还原或者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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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的需要的问题，他的需要理论来源于不同学科知识的探索，并

且汲取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的合理成分，他一生都在坚持研究一种人

道主义哲学，以便激发人们对于激情、创造力和其他专属于人的特性的追求能力。他过分强调人的

自我价值，认为人的价值是一种先天性的潜能，社会的影响反而会束缚自身的发展。他的需要理论

存在着形而上学的色彩，并且他也忽视了个人在同一时间内发生的多种需求。

3.2.研究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全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他从社会的、有生命的、现实的人为

研究出发点，阐述了人的本质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

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因此，马克思认为在社会

关系中体现出人的本质，并且人的本质并不是一种抽象物，而是包含着具体内容，即人与人之间的

所有联系。

此外，马克思也从剩余价值的角度来分析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通过“剥削”来审视人性的

自由。马克思从剥削观的角度来把握人的活动，把握人的需要，发挥主体能动作用，探索人自身的

创造性活动。并且在资本“剥削”下，看到了人的复杂性，通过对人的本性进行反思，来发掘人本

身的价值。

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所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是希望人类在社会中发掘自己的潜能，寻找人生的价值。

马斯洛最关心的是最高层次中人的潜能的开发，他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于最优秀的人，从优秀的单

独的个体实现自我的过程来得出这类人所共有的特征，他认为自我实现就是一个人努力满足自己的

欲望，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乐于体验生活，能够在生活中发现美，最重要的是没有心理缺陷，不

畏惧任何未知的事物。因此马斯洛认为只有少部分人才能实现自我，这是少有人能够达到的境界。

3.3.研究的立场不同

马克思的需求理论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之上，为无产阶级发声。他认为人的价值既有内在价

值又有社会价值。并且，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不在被物与物的关系所蒙蔽，人的一切劳动都

是处于自身的需要，而不是被迫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为了人的发展，是一种自由的活动。需要的解

放依赖于劳动的解放，在生产和劳动过程中，人是作为社会存在物而存在，人与人是相互联系的统

一体，只有当人能够在劳动中获得真正的解放，那人的各方面需要也就得到了解放。

马斯洛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代表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和理论。他的理论并不是指所有

人，而是居于较高层次的优秀的人，因为只有处于较高层次，才能够更快速地实现自我。因此马斯

洛的需要理论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并不具备客观性。

3.4.需要呈现的特征不同

3.4.1.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呈现的特征

第一，人的需要具有能动性。人的需要与社会生产力会产生相互作用，当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

时，人的需要也愈加丰富。与此同时，当人类产生新的需要时也会推动着社会不断进步。人类的需

要具有能动性，如果没有能动性的驱使，也就不会产生新的劳动。人与动物的一大差别是：动物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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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只为满足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如果物质资料得不到满足，动物就会坐以待毙，而人类缺恰恰

相反，人类懂得生产再创造，人为了满足需要会进行生产劳动，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第二，人的

需要具有社会历史性。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中，人类的需要只是简单而又低级的需要，人

们会吃野果、生肉这些能够满足简单的生存需要的食物即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人们的需

要不断扩大、丰富与更新。在现代生活中，人们不仅要求食物是否可以填饱饥饿，而且还要求食物

的种类如何搭配才能吃得更加健康。第三，人的需要具有客观性。生产力的客观性决定需要的客观

性。需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人们的生命不停止时，人的需要也不会停止。第四，需要的产生

与发展呈螺旋式上升。新发展的生产力制造出新的产品，又引起了人们新的需求，而新的需求又引

起新生产力的发展。

3.4.2.马斯洛需要理论呈现的特征

第一，马斯洛的需要理论不具备普遍性，他所研究的目标是孤立的个体，研究的范围较为狭小，

并没有真正地考虑全人类的发展，而是注重研究优秀的人如何能够得到“高峰体验”的短暂感受，

其理论并不不包含非健全人格，因此也并不能够促进贫穷落后国家中人的发展。第二，在马斯洛的

需要理论中，需要的发展是呈机械式上升的趋势，他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加看重遗传的重要

性。第三，马斯洛的需要理论缺乏相互关联性，当人处于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个人的

需要会发生改变，但并不能够认为在实现高层次的需要过程中，低层级的需要就不会在起作用。总

的来说，各层次的需要是相互联系的，往往也是相互并存的。

3.5.人的需要产生的根源不同

马克思把人的需要放置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从中确定人的本质特征。陈先达先生在《历

史唯物主义新探》中提到：实践决定人的需要，人的需要又推动生产实践[5]。将人的本质性活动看

作人的需要，是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国民经济学的关键所在。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

即为劳动，物质生产劳动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也正是社会生产劳动创造人本身。在《1844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

被迫的强制劳动，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3]

因此，马克思希望工人能够在劳动中确定自己的需要，即确定自己的本质，并且在自己的劳动过程

中绽放自己。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存在的人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来确定自己的本质，人类在实践中不仅改造

了自然，也改造了自身，促进自己本质力量的进步。此外，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体，人与人的社

会关系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在生产实践中不断确立。由此可见，人们在生产实践活动中不断满足

自身的需要，加强与他人交往的能力，促进本质力量的显现，从而解放自身实现人生价值。

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是一种似本能论，“似本能”这一概念也是其理论的核心，人所发出的行为

活动都是人自身本能的反映，如果人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的话，就会伤害自身的感情，产生不

利的影响。人的迫切需要能够激励人们产生行为活动，而动机的来源就是人内心的丰富需求。人和

动物都有最低层次的需要，即对于食物和安全的渴望，但是更高层次的需要，动物是不具备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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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一理论能够将人的本能和动物的本能区别开来，并且阐述人类的行为动机，人类的基本能力或

者表现出的基本情绪都是偏向于善的一面，那些残忍、恶毒等心理活动并不是人内在所固有的，而

是人们在面对挫折所产生的应激反应，因此马斯洛得出与孔子儒家思想相一致的结论，那就是人性

本善。

3.6.自我实现的途径不同

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是具有高度原则概括性的科学理论，为我们实现自我价值、促进人类发展提

供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自我实现不仅能够促进自身能力的提高，而且还能够促进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因此想要实现自我，就应该促进生产力的革新，废除资本资本主义私有制，打破资本主

义的束缚，消灭异化劳动，在劳动实践中不断激发自身的潜能，在劳动中逐渐肯定自己，不断地掌

握自然规律。等到人类社会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才能够实现对自身的把握，实现对自己本

质的复归，获得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倡导人要有一个积极的生活态度，以最大程度激发自身的潜力，从而找

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在《人性能达到的境界》这本书中，马斯洛提到人性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自

我实现。真正的自我实现就是把自己的兴趣发挥到极致[5]。此外，在书中他提出了八条自我实现的

途径。第一就是要全身心的投入自己的工作，达到一种忘我境界；第二就是要勇于面对挫折，要勇

敢地做出选择，不能选择逃避；第三是要敢于表达自我，述说自己内心的想法；第四要用于承担责

任，并且要学会自我反省；第五是让人们为实现远大的目标而充满信心；第六是要不断丰富自己，

为目标而奋斗；第七要自己创造条件，能够让自己体验高峰感受；第八要敢于接受自己的命运。

4.结语

以“人”为核心，是研究人的本质的起点。人只有成为类存在物，才具有人的本质属性。综上

所述，马克思与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具有相似性，但两者在理论形成背景、出发点、立足阶级以及自

我实现途径等多方面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此，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的需求理论，同时也要汲

取马斯洛需要理论的精华，结合当下社会发展现状，在实践中努力突破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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