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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经对资本主义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并形成了较 

为系统的资本主义观。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变动的，经历 了一个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 

邓 小平在 坚信社会主 义经历一个长过程 发展 后必然取代 资本主 义的 同时，肯 定资本 主义 的积 极作 用，主 张利 用资 

本主义。江泽民在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被代替的历史命运的同时，也看到了其发展的潜力，主张与资本主义 

合作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三代领导人的资本主义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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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 、xl~Jl,平、江泽民在领 

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 的历史过程 中，对资本 

主义问题都 曾经进行过深入地思考和探索，并在此 

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资本 主义观 ，用 以指导革 

命和建设的实践，深入探讨和分析他们的资本主义 

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对资本主义 

的认识是变动 的，经历 了一个肯定——否定一 肯 

定——否定的过程。从主张在相当程度上发展资本 

主义、利用、限制资本主义到消灭资本主义，而后又 

主张搞资本主义 ，再 到把 阶级斗争作为社会 的主要 

矛盾 ，消灭资本主义 。 

20世纪 2o年代中期到 4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 

中国资本主义进行了客观地分析，主张在相当程度 

上发展资本主义。I925年 12月，他在发表的《中国 

社会各阶级 的分析》中，对资本 主义进行 了分析，指 

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 

庸，是我们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 

友，而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动摇 

不定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左翼可能是我们 

的朋友 。这一认识为后来党正确认识 和处理与中国 

的资产阶级，尤其是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 

题奠定 了科 学的理论基础。1939年 12月 ，毛泽东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 中指 出：在新 民主 

主义革命胜利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 

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 

当程度的发展，是可 以想 象得到 的，也 是不足 为怪 

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 的发展 ，这是经济 

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 

果”。u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在系 

统阐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纲领中的经济纲领 

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明确规定：“这个共和国并不 

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 

国民生计 ’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 

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11678 1944年 7月，他在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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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郑重声明：“我们坚信，不管 

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 

给 予 充 分 发 展 的 机 会 ，因 为 中 国 需 要 发 展 工 

业”。l 卜。 在 1945年 3月底召开的中共六届七 中 

全会上，毛泽东又明确指 出，《论联合政府 》与《新 民 

主主义论》的不同之处在于“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 

广大发展”，“资本主义 的广大发展 在新 民主主义政 

权下是无害有益 的”。~2]2751945年，在 中共七大的报 

告中，毛泽东强调必须“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他 

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 

处没有坏处 的。”ll2l3 。在书面报告 中他又解释 了 

“共产党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 

下提倡它的发展”的问题 ，他说：“拿资本 主义的某种 

发展去代替外 国帝 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 的压迫 ， 

不但是一个进步 ，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 的过程。它 

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 ，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 ，或者 

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 

的帝 国主义和一个本 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 

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 

了。” I1 。在总结报告 中他 又强调 ：“我们 提倡 的是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 

力 ，还有革命性 ⋯⋯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 

是 革 命 的、有 用 的，有 利 于 社 会 主 义 的 发 展 

的。” 跗 在这里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强调要 “广 

泛发展资本主义”，表明他的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 

“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的思想，到抗战胜利前后 

更加全面、具体、成熟。对此，他在《论联合政府》中 

说得十分清楚 ：在中国，如果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的发展 ，“要想在殖 民地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 

立社会主义社会来 ，那 只是完全的空想。~[3]1060直到 

1947年 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 中， 

毛泽东还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 

胜利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 

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 

于国民经济 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 国民经 

济 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l1 

从 1948年中共九月会议到 1953年过渡时期总 

路线提出前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 

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利用和限制。在 1948年 9月 

召开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他一方面重 申了 中 

共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又郑重 

指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 

后 ，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 

之间的矛盾。~[5]1 4 5可见，他对资本主义在认识上有 

所倒退。同年 10月，就东北局上报的《关于东北经 

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修改意见，他 

明确强调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限制”。他说 ：“就我 

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 

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 ，才不在限制之列 ⋯⋯⋯ 

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而要 

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 

资本作斗争”。[6l2跗不久，在 1949年 3月召开的中共 

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对资本主义 

经济“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他说：“在革命胜利以 

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内，还需要尽 可能地利用城乡 

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 

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 

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 

其存在和发展。”同时，他又强调，决不能让它不受限 

制，任其自由泛滥，要对它“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 

性的限制政策”，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 限制资本主 

义，这是完全错误 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 

点。l l_“ 侣。可见，九月会议后，毛泽东在对待资本 

主义问题上已经由原来的强调“发展”转向了“利用” 

和“限制”。 

从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到 1955年底社 

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 

的认识上发生了急剧 的变化 ，由之前 的发展、利用、 

限制转 向了消灭资本 主义。新 中 国成 立后 ，1952 

年 6月，他在中共中央统 战部的文件批示上说 ：“在 

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 

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 民族资产 阶级 的矛盾，故不 

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 为中间阶级。”l7 J6 1953年 6 

月，毛泽东明确宣布：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是要把 

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 

命。~[71821955年 1o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 

毛泽东说得更明白：搞农业合作化“就会使资产阶级 

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使 

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 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 

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 

使资本主义绝种。))[71198正是 在这一思 想指导下 ，全 

国大部分地区“过快”、“过急”、“过粗”地完成了三大 

改造，实现了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 

但是在 1956年底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又 

有所缓和，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 

主义”的思想。~811 7o I956年 12月 7日，毛泽东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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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以后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加，自由市场 日趋活 

跃，一些较大规模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纷纷出 

现的情况，明确指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 

本主义”的思想。他说 ：地下工厂“因为社会有需要 ， 

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 

“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 

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 

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 

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 

主义 ，又搞资本主义”。[9~156遗憾的是 ，他的这些正确 

想法如昙花一现，在后来的实践中并未得到贯彻 。 

随着 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阶级斗争被当 

作主要矛盾重新提出来 。1958年人 民公社化后 ，他 

更进一步强调要“消灭资本主义残余”、“割资本主义 

的尾 巴”，把农村社员的自留地、家禽、果树等所谓 的 

“资本主义残余”要收归公社所 有，把农村 中的小商 

小贩 、家庭副业等“资本 主义尾 巴”加 以取缔。十年 

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让资本主义绝种”战役的 

高潮 ，全国上下“以阶级斗争为纲”，人 民谈“资”色 

变 ，可以说，晚年毛泽东在认识资本主义问题上已完 

全偏离了原来正确的轨道，步人误区。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 以看到毛泽东的资本主 

义观呈现出摇摆不定的特点 。至于原因应该说是多 

方面的，但是毛泽东的个人理想主义在其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 。“五四运动”后 ，毛泽东成为一个 马克思 

主义者，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的关于 

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般看法，即社会主义是 

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 由于其 自身 

无法克服的矛盾 ，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 ，人类的理 

想社会是共产主义 。马恩对资本主义的批 判、资本 

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嗜血性以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以后，人民所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之苦， 

使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表示不满 ，把资本主义与丑恶 、 

侵略和奴役联系在一起 。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更坚 

定了他消灭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产主 

义的决心。因此，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 

中，消灭资本主义 ，建设理想的社会 主义和实现共产 

主义始终是他的目标。但是由于受国内外多种因素 

的影响，他在实现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实 

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时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曾一度出现 

缓和，这是由于革命和斗争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毛泽 

东充分认识到了在 中国生产力水平落后 的情况下， 

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的必要性 。因此， 

他在不同的时期发展资本主义是为他的消灭资本主 

义 ，实现理想 目标而服务的。 

邓小平的资本主义观是在他将资本主义制度与 

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对 比的过程中凸显 出来的。其特 

点是把资本主义放到历史长河 中去审视 ，既肯定 了 

其对于封建主义的进步性，也认识到了其对于社会 

主义的借鉴意义和其固有矛盾的不可克服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资本主义同历史上任 

何一种社会形态一样，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种形态，在 

战胜封建主义的过程中，为人类 的进步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尤其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资产阶级在历 

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 

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 

一 切 世 代 创 造 的 全 部 生 产 力 还 要 多，还 要 

大”。l_1 ö 。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 

产力发挥出来 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 

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 

成熟以前 ，是决不会 出现的。”[1叩。。邓小平继承和发 

展 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一方 面承认 由于历史 的原 

因，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 

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又清楚地认 

识到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由 

此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必 

然存在种种不可克服的弊端。“资本主义无论如何 

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 

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产的理想和道 

德 ，不 能 避 免 各 种 极 端 严 重 的犯 罪、堕 落 和 绝 

望。”口 。̈所以他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 

展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认为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 

可逆转 的总趋势 。 

邓小平在长期 的社会 主义实践中，本着实事求 

是 的态度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 了大胆的探索 ，最后 

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 

力 ，消灭剥 削，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 同富裕。 

在中国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建设我国的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在发展生产力 ，建设社会 主义物质文 明的过程 

中，邓小平强调必须充分利用资本 主义 国家的资金 



8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9卷 

和智力；必须大胆的借鉴吸收资本主义各国的科学 

技术、科学管理方法、先进经营方式。 

资金是生产 过程和生产力不可缺少 的重要要 

素。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过程中，要解决长期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 

必须充分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邓小平认 

为：利用外资，虽然中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个 

代价是值得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收益更大。引进外 

资不会导致资本主义。他说：“一个三资企业办起 

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 

作 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 

的是 ，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 

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做 

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 

在 外 国 投 资 太 少，还 不 能 满 足 我 们 的 需 

要。,,[12]138 邓小平主张通过引进和利用资本主义 

智力来发展我 国的生产力 ，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 国 

家。引进和利用外国智力的形式主要是邀请外国专 

家学者来我国，进行学术交流，或参加我们的重点建 

设，或选派 留学人员去 国外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 

术和管理技术 。早在 1977年邓小平就指出：“有一 

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 

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 ，派人出国留学也是 
一 项具体措施 。我们还要请外 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 

学。同中国友好的学者中著名的学者多得很，请人 

家来讲学 ，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为什么不干?”[11]” 

“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 

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 

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 

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 

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 目来也好。请 

来之后 ，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 的作用 。”[121弛在邓 小 

平引进和利用外国智力思想 的指导下，我 国采取 的 

“走出去，引进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战略取 

得了显著成效，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留学人员 

的数量不断增加。 

针对我国科技水平滞后、管理经验不足的状况， 

邓小平明确提出“要 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 习先进 

的科学、技术 、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 

益的知识和文化”。[12144他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提出 

的“科技也是生产力”的思想 ，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 
一

生产力”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对外开放要充分利 

用资本主义 国家 的先进技术 和先进成果 ，来促进社 

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他说 ：“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 

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 

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 

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l̈“̈ ‘要实 

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 

助 。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 、先进装备 ，作为我们 

发展的起点。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先进 

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 

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l】l̈ 。 

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的过程 中，邓小平继 

承了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思想，提出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 

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 21373 

他批判“四人帮”的“宁要没有文化的社会主义， 

也不要有文化的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坚持毛泽东 

利用资本主义文化的方针，多次强调：属于文化领域 

的东西 ，一定要用马克思 主义对它们 的思想 内容和 

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 。 

他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文化，提高教育质量。 

1977年 7月，邓小平在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教育 

工作时指出：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 

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写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的教 

材上课 。要组织一个 很强 的班 子编写大 中小学 教 

材。同年 8月，他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关于教育 

工作的汇报时 ，又指 出了利用外国先进东西编写教 

材的重要性 ，他说：编写教材 ，一定要 吸收世界先进 

的东西 ，洋为中用，特别是 自然科学方面 。从最先进 

的东西教起 ，一开始就启发学生 向着更广更深的方 

向发展 ，这就有希望了。 

他强调必须要加强科学研究，加强国际学术交 

流。2o世纪 6o年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水 

平距离差不大，但是后来我们耽误了 20年，结果和 

世界先进 国家的水平 的距离 就远远拉大 了。他指 

出：尽管我们损失了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时间，但我 

们可以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 

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 

这个基础上创新，那么，我们就是有希望的。如对于 

国际领域中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邓小平非常重视 ，他 

多次提出要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加强同世界各 

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他指出：任何一 

项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 

收了前人和今人 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 

提 出，都是总结 、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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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 、中国人或外 国人的实践经验 ，怎么能概括 、提 

出新的理论?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 

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 ，恐怕就没希望 。 

此外他 还倡导大胆利用 、学 习世界特别是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在科学文化领 

域实行对外开放。他强调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 

性，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积极加以利用。在教育方面， 

强调“教育要面向世界”，要求我们要向世界各国特 

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吸收其先进的科学文 

化技术知识。指出：不但今天因为经济文化比人家 

落后要向世界先进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 

习，即使以后我们赶上了世界的先进行列，我们也要 

虚心向别的国家和别的民族学习。要培养大批能使 

我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杰出人才。 

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 中，邓小平提 

出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建设，使社会主义 

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他认为，同资本主义相比，社 

会主义民主在制度化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他在回 

顾、反思 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说：“斯大林严 

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 

件在英 、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 

认识到这一点 ，但是 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 

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 

命 ’的十年浩劫 。”[11]”。为什么在号称拥有高度民主 

的社主义国家会发生像前苏联“大肃反”和中国“文 

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邓小平认为 主要是制度原 

因，即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制度化 、法律化方面存在 

严重的不足。他说：“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 

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11]1 76“我们过 

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 、作风 

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 

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 

好的制度 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 国家对他个人都 

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 

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 

些 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 反而不能解决呢?”[1l_ 。为 了 

使社会主义国家不再重犯类似前苏联“大肃反”和中 

国“文革”这样的悲剧，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从法律上 

和制度上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他说：“为了保障人民 

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 

领导人 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_1l_̈。 

此外，邓小平还主张大胆地吸收和借鉴西方资 

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其他成果，改革现行的行政管理 

制度。比如 ，在选拔干部制度 问题上 ，邓小平说 ：“我 

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 

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 

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 

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 

辈是一种习惯势力 ，是一种落后 的习惯势力 。~[II]225 

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 

提出，要“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 

框，勇 于 改 革 不 合 时 宜 的 组 织 制 度、人 事 制 

度。~[II]326并强调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关键是要健全 

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劫、轮换制度，对各 

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 、委托和聘用的)职 

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 

当的、明确的规定。,,[111331在邓小平关于干部人事制 

度改革思想指导下，党的十三大决定借鉴和采纳西 

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为了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这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邓小平提出要借鉴西方国家的退休制度，废除党和 

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并率先垂范，为建立中国的退 

休制度做出了表率。他说：“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 

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世界各 国都有 自己 

的退休制度。比如军官，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是到六 

十岁退休 。不 过他们退休后 可以在 民间就业 。文 

官，比如 日本的外交官员，就是六十五岁退休，有的 

年龄 更 小。看 来，我 们 也 需要 有 个 年 龄 的限 

制。’’[ ] 

江泽民的资本主义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 的历史进程 ，二是在全球化背 

景下与资本主义进行合作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2000年 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四个如何认识”，如何认识资 

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是其中的内容之一。在如何认识 

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这个问题上，江泽民继承了马 

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他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资本主义取 

代封建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具有进步意义。资本主 

义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这一点得到了马克思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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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肯定。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创造 

了远远超过以往数百年问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 

力 ，并在经济关系、政 治形式 、国家政权结构与政权 

机制方面进行了调整，其变化令人瞩目。江泽民指 

出：“自从社会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在世界上 

出现，并且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一 方面千方百计同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他 

们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对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 

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 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 

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E13379，“社会主义社会按 

照自身的规律在发展变化，资本主义社会也在 自身 

的基础上发展变化。))~1 4197“目前，从经济、科技发展 

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我 

们这样的发展 中国家要高得 多。这也是客观存在， 

我们不承认、不正视也不行。”u 。资本国家生产关 

系的调整和生产力的发展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 

的矛盾 ，也表明了资本 主义仍 旧具有较强的发展潜 

力和 自我调节能力 。 

他充分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 

运，进一步强调 了社会 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人类历 

史发展总趋势 。针对资本主义国家 的变化和调整， 

江泽 民指出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 自我改 良和 

改善 ，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 ，并没有改变 

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 

资本主义 的基本原理的真理性。,,E13~so资本主义 目前 

虽然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其灭亡的客观规律 

是不可能摆脱的。他说：“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 

新的社会制度 ，它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这是社会历史 

发展的总趋势。任何新 兴社会 制度 的产生 、巩 固和 

发展 ，必然是充满牺牲奋斗，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曲 

折过程 。”ll _12 从本质上说 ，社会主义是优越于资本 

主义的，整个人类也终将摆脱 资本 主义社会而进人 

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由于所有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其建立之时具有严重的先天性不足，要“彻底改变 

这种落后 的面貌 ，在建立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 以后需 

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 

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像的困难和风险，不 

会是一帆风顺的。” 3l 但是无论社会主义的事业怎 

样艰巨，“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看，社会主义是比 

资本主义更高更先进 的社会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社 

会主 义 取 代 资本 主 义 是 人 类 进 步 的必 然 归 

宿。”l1 如。江泽 民的这些论 述进一步 强调 了人类社 

会发展的总趋势，更坚定了人们对共产主义必胜的 

信心。 

江泽民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利用资本主义的 

思想，提出了加强与资本主义交流、合作，以促进社 

会进步的新主张 。 

江泽民认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互补性为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和合作提供了基础。他说： 

“世界多样性是客观存 在的，应该正视它、适应 

它”【1 l3”，“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人民走过 了不 

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 

背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延续着不同的生活方 

式，这是世界多样性的体现。”_l 3l̈ 世界文明的多样 

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他又指出： 

多样性的世界文明具有互补性。他说 ：“多样性产生 

互补性，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1 “世 

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文化的并存和互补，是促进世 

界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条件。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制 

度的差异 ，不应该成为相互疏远和对抗 的理由，而应 

该成为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动力。，，l“]2 所以世界 

上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应该加强交流与合作。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对各自都 

有利。在经济上，可以实现互利，“中国经济的发展 

离不开世界和亚太经济 的发展 ，世界和亚太经济 的 

发展也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繁荣。”l1 5l̈ 此外，社 

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也有利于维护世 

界的和平与稳定。江泽 民说 ：“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 

力，趋利避害，实现共赢共存，⋯⋯这不仅是实现各 

国共同发展 的需要 ，也 是维 护世界 和平 稳定 的要 

求。,,D4314而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也需要加强与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江泽民强调：社 

会主义国家应积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合 

理利用资本主义。他说：“在过去长时期内，我们在 

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 ，往往只看到或更 多看到的是 

社会主义同它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 

主义 同它 还 有学 习、借 鉴、合 作 和 利 用 的 一 

面”。[1 6]趵 “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 

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 

会主义”。口 f2∞同时，他还做 了一些具体 的阐述 ：“必 

须大胆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一切进 

步的东西，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 

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 

方式、管理方法”。_】4_ 总之 ，对西方 的一切先进科学 

技术、科学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成果，我们不仅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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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而且要学习。他强调指出 ：“我们一方 面要大胆 

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好东西，有些东西 

不仅要学 ，还要花钱去买 ；另一方面又要坚决抑制各 

种腐朽的东西和反映资本主义本质属性 的东西 。准 

备了‘两手’，掌握了‘两点论’，我们的学习和借鉴工 

作 就 会 广 泛 正 确 地 开 展 起 来 和 长 期 坚 持 下 

去。”l1 l2盯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时，江泽 

民强调不能“照搬 、照抄”，要注重创新 。他说 ：“创新 

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 

竭动力 。⋯⋯我们必须在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着力提高国家的自主研究开发 

能力 。,,[151432只有“在学习、消化 、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的同时 ，加强 自主创新”，~1 41396才能缩小 与发达资本 

主义 国家 的差距 ，把 中 国特色社 会 主义不 断推 向 

前进 。 

四 

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资本主义观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 

胡锦涛同志在党 的十七 大报告 中指出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 的根本原因，归纳起来 

就是 ：开辟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 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7l 

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七大报告中也给予了明确的 

回答。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 ，就是在 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立足基本 国情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 

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建设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 

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 

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 

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 

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 

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 国各族人 民团结奋斗的共 

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 

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_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不包括毛泽东 

思想，但不等于否定毛泽东时期艰辛探索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取得 的宝贵经验 ，也包括 毛泽东对资本主 

义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继承 

我们党以往的理论成果和新的实践 的基础上形成和 

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初 步探索 

的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 

点”。El8]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 的认识虽然是变动的， 

经历了肯定 否定一肯定一否定的过程，更为重视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性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 

级的矛盾，具有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可能 

具有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等局限性。但无疑，他对 

资本主义认识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为以后邓小平 、江 

泽 民的资本主义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特色 

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充分认识并 

吸收了其合理因素的基础之上的。它借鉴了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和组织现代化大生产的文 

明成果，从这个角度讲，毛泽东对资本的认识无疑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邓小平的资本主义 

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客观地认识资 

本主义 ，将其放到历史长河 中去考察 ，既认识到 了资 

本主义自身矛盾的不可克服性，同时也肯定了资本 

主义的积极因素，因此主张辩证地对待资本主义，充 

分地利用资本主义。江泽民在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 

历史命运 的同时 ，也看到了资本 主义的历史进步性 

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存在着通过自我调节而获得发展 

的潜力和空问。他意识到，今天，就时代的本质而言 

仍然是资本在发挥巨大历史作用这一客观事实。因 

此，他提出了加强与资本主义交流、合作，以促进社 

会进步的主张。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邓小平、江泽 

民的资本主义观继承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丰富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 。 

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资本主义观中都包 

含着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 。利用资本主义是发展生 

产力的需要。毛泽东的“在相当程度上发展资本主 

义”、“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 ，邓小平的在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过程中，学习、利用资本 

主义的思想以及江泽民的与资本主义合作的思想都 

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又是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 

从发展生产力这个角度来说，毛泽东、邓小平、江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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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资本主义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具 

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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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011 Mao Zedong，Deng Xiaoping and Jiang Zemin’S 

Comments on Capitalism 

JIN Xiao-guang 

(Liaon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Dalian，Liaoning 116052，China) 

Abstract：Mao Zedong，Deng Xiaoping and Jiang Zemin studied deeply capitalism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formed systematic ideas．Mao Zedong’S ideas about capitalism were changeable between sure and negative．Deng 

Xiaoping and Jiang Zemin thought that capitalism is going to be replaced by communism in the future．Deng Xiaop— 

ing advocated tO fully utilize advantages of capitalism．Jiang Zemin suggested tO cooperate with capitalism for impro— 

ving production capability．The ideas of Mao Zedong，Deng Xiaoping and Jiang Zemin were very meaningful tO SO— 

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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