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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

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资本

论》中他写道：“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

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①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经过自我调整，不

仅没有“走向灭亡”，生产力反而获得

了巨大发展。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所

展现出的新经济情况，人们看到的不是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变成社会主义，而是

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资

本主义的更高阶段发展。在此情况下，

“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资本论》判

断失误”等各种质疑性观点层出不穷。

对新形势下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新情况

需要辩证地理解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

新经济因素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马克思

主义真的过时了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

义必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论断是否还成

立？资本主义终将被新社会制度取代的

历史规律是否依然存在？

一、当代资本主义新经济因素及其

产生的原因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

生产力有反作用。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社

会生产力的新发展，资产阶级对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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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进行了自我调整。当代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变化并不是表现

在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程度更加深

化，劳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是在资本

主义自我调整的新发展中，产生出更多

的和更深刻的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新因

素，同时也产生了如马克思所说的新的

社会经济制度的因素。这些新的生产关

系和新的经济因素所产生的条件如下。

首先，新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发

展，从客观上要求对生产关系进行正向

变革。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谈

到：“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

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

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

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

系的变化。”②从这里可以看出，一定发

展阶段的社会生产关系并不是永恒的，

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其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

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国家积累

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使资本主义国家有

条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改善劳资矛盾，

如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缩短劳动时

间，提高劳动者的物质、文化水平和生

活状况等等。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

还吸收工人代表参与管理，工会制度的

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人阶级社

会政治地位。而这与马克思当时所看到

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通过举例说明了资本家通过延长

工人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来获取绝

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即使在实现机

器大工业生产以后，工人阶级的劳动条

件和生活条件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趋于

恶化——失业者增加，劳动强度提高，

工资减少。但马克思以后的情况发生了

变化，新的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

力发展到新的阶段，劳动者的生产生活

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随着产业结构向

信息化、自动化、互联网化转变，劳动

者的文化知识水平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

提高。

第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

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的自我调整产生了影响。为应对这

种社会主义的挑战，资产阶级及其政府

有意识地在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运行和

生产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一些自我调节，

包括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做法，

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计

划化”，把“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

的手”结合起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

政策等经济手段调节着资本主义经济的

运行，以减轻其生产的盲目性，“熨

平”资本主义经济的剧烈波动，缓和经

济危机。与此同时，现代资本主义国家

的工人运动与 19世纪工人运动的蓬勃

发展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工人运动陷入

结构性的低潮期。

第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

展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随着国际分

工的发展，跨国公司全球化扩张和世界

市场不断扩大，资本主义国家加速了攫

取国际剩余价值的步伐，国际经济活动

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形成以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

为主的国际经济体制，TPP、TTIP等国

际经济运行新规则层出不穷。

二、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并不能

否定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对当代资本主义新经济因素的产生

和发展，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进

行辩证的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出现的

新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劳

资矛盾的对立性，它反而是在为将来转

向社会主义准备更有力的物质基础和制

度条件。

近年来资本主义出现的这一系列新

变化，并不能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

社会必将灭亡”的科学论断。从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来看，当代资本主义表现出

来的“返老还童”正是在为其转向社会

主义提供更多的过渡点，其中有些是马

克思所描述的新社会经济制度因素。资

本主义的新发展并没有改变其本质，也

没有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

首先，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改

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仍旧以私有制为

基础，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制

度的本质依旧没有改变，因而生产的社

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

矛盾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

越是发展，积累的潜在基本矛盾就

越深。

其次，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本质没

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仍然

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尽管资本家

为缓和劳资矛盾采取了职工股份所有

制、社会福利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但从

实质上看，这些调整措施并没有超越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自 2008年的

经济危机后，资本家采取了裁员、降低

工人福利和工资水平等措施，导致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这就

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主要矛盾。

第三，资本主义经济基本规律没有

改变，依然是剩余价值规律。资本家为

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一方面尽力采

用先进生产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另一方面不断地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

于扩大再生产以获取更多利润。进入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后的百年间，资本主义

的工业年均增长率大幅度优于自由竞争

时期，1950—1970年间，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 5.6%。为了

获取更大的相对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国

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于科学、技术

的发展，并不断提高这一比例。

第四，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程度

依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

距并没有因为其物质的极大丰富而缩

小，相反，其绝对和相对差距更加拉

大。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主

义国家间也都呈现出贫富两极分化的态

势。与日益增加的富豪相比，工人阶级

依然是相对贫困化的。法国经济学家托

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总

结到：“全球最富的 0.1%人群所拥有的

平均财富大约是 1000万欧元，约为全

球人均财富 6万欧元的 200倍，这些人

拥有的全部财富相当于全球财富总额的

20%。”③以美国为例，其收入排名前

10% 的人群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不足 35% ，而进入 21
世纪以后迅速攀升至近 50% ，国民财

富向富有人群迅速集中。④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资产阶级首

先想到的是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来保全

自身的利益，导致贫困人口越发贫困。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富有家庭的冲

击远远小于对贫困家庭的影响，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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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富有的家庭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中仍保持了家庭财富的增

长，而余下 80%的家庭财富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缩水，而最贫

穷的 20%的家庭财富所占比例为负值，说明这些家庭所背负

的债务超过了其所拥有的资产值，经过一年的劳动，不仅没

有正的财富余额，反而留有债务。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

于高于经济增长率，所以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致

命缺陷。

表-1 1962—2009年美国家庭财富占有比例变化情况

单位：%
家庭构成比例

最富有的1%的家庭

接下来4%的家庭

接下来5%的家庭

接下来10%的家庭

前20%最富有家庭总计

接下来20%的家庭

中间的20%的家庭

低收入20%的家庭

最贫穷的20%的家庭

余下的80%的家庭总计

1962年
33.4
21.2
12.4
14.0
80.4
13.4
5.4
1.0

-0.7
19.1

2001年
33.4
25.8
12.3
12.9
84.4
11.3
3.9
0.7

-0.4
15.6

2007年
34.5
27.3
11.2
12.0
85.0
10.9
4.0
0.7

-0.5
15.0

2009年
35.6
27.9
11.6
12.2
87.2
10.6
3.3
0.3

-1.4
12.8

资料来源：http://finance.ifeng.com/money/wealth/story/20111108/

5009993.shtml。

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也引起了广大工人阶级的不满。

2011年 9月 17日，美国爆发了著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其目的在于争取公平的分配，反对华尔街的权钱交易。德国

学者舒尔茨在《美国贫富差距史无前例》中写道：“一边是占

总人口1%的幸福的超级富翁，另一边是占总人口99%的那些

人。目前，400个最富美国人占有的财富超过 1.5亿底层美国

人占有的财富总和。”⑤

第五，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依然存在。自1825年
资本主义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

中，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周期性重演，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

力步入较高发展水平后仍未能避免。2008年由美国房贷危机

引发的次贷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此次危机使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陷入了巨大的经济衰退之中，至今仍然经济低迷，社会

矛盾重重。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点表面上体现的是资本主义仍

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还在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空间，但这不

能表明是资本主义的“新生”，这只能延长资本主义的生命

期。由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

的社会形态都需要一个长期的延续过渡，资本主义转向社会

主义同样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转变过程。

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仍未改变

资本主义发展中新因素的逐渐增加，并不意味着资本主

义“青春常驻”，相反，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的进行，资

本主义生产越来越社会化，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生产资料和

劳动产品归社会共同占有，但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生产资料

和劳动产品越来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基本矛盾越来越激化。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恰恰是为其

转向社会主义准备更丰富的物质和制度基础，也正说明其离

社会主义更近了一步。无论资本主义为适应生产力发展如何

调整生产关系，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

变。新经济因素的产生只是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为适应生

产力的进步和生产高度社会化的需要而产生的必然变革。对

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其内部产生的自我扬弃的新的经济制度

因素还处在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有规

律的转变进程。

早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合作社、股

份制作为新经济因素即已出现，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

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⑥马克思认

为，股份制企业的产生标志着在资本主义内部“社会性企

业”的建立，是由原来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的私人企业，

发展为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由社会资本联合起来的社

会化企业。比起众多独立的小资本来说，大的股份公司以及

国家垄断资本转向社会所有制要更容易得多，不过这种资本

组织形式一方面没有直接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另一方面

使私人资本转变为公司资本即社会资本，这就为转向社会主

义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条件。

与此同时，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合作工厂”

的出现，证明没有资本家参与，工人群众通过集合自有资本

的形式可以自己建立属于每一个人的工厂，马克思称其为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扬弃”。在今天，这种合作经济渗

入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等诸多部

门，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呈现。福利制度的普遍推行，社会

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对高收入群体高额税赋的征收，也是

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消极扬弃。综上所

述，可以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段话进行概括：“我把

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成这样：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

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

经济制度因素……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

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⑦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来看，随着银行信用体系的发

展，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控制进一步强化。这种

新经济形式的发展具有二重作用：一是超越了地理限制使生

产的社会化在全球范围扩展；二是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两极

分化的程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垄断资本势力不

断增强，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筹资证券化的趋势，垄断金融

组织通过金融市场对资本关系、信贷关系和其他关系进行组

合，强化了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控制，使得全球范围内出现

穷人越来越穷、越来越多，而富人越来越富的经济现象。

不仅如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的主权债务激

增，使国家陷入困境。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技术、机

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不断突破和创新也在推动资本主义

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生产出”大量的失业工人。美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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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德鲁·基恩在其所著的《互联网不

是答案》一书中就谈到电子商务巨头亚

马逊 “2012年在美国大概毁掉2.7万个

工作岗位”。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社

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

性，也必然越加鲜明的表现出来”⑧。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瑟

罗在 1996 年出版的 《资本主义的未

来》中也提到：“资本主义一出世就有

这些问题了。它们是该体制的一部分。

它们导致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

福利国家制度的问世”。当代资本主义

的种种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发展壮大，

一方面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舞

台，但另一方面又造成新的社会不公

平。20世纪后半叶至今，在资本主义国

家中，要求公平、公正、关注民生和政

府改革的主张一直没有消沉，与此同

时，社会主义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则在

资本主义世界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吸引

力。恩格斯曾指出，“对现存社会制度

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的认识，……

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

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

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

化相适应了……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

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

形式存在于经济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

身中。”⑨

可以肯定的是，在 21世纪的新百

年中，资本主义还将为适应生产的高度

社会化而不断调整其经济关系和经济体

制，与这个调整过程相伴的是，“新的

经济制度因素”也将不断发展，呈现多

样化的形式。当新的经济制度因素积累

到一定规模时，其社会形态也将发生相

应的变化，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

程”。只不过这个“历史过程”的动力

主要来自于工人阶级，正如马克思指出

的那样：“工人阶级……是要解放那些

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

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⑩这种社会变革历

史趋势的途径可归纳为两种：一是通过

工人阶级革命，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

系代替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二是经

过长期的自然发展过程，通过新的经

济、社会因素的不断积累，逐步变革，

通过内部的自我扬弃，由量变达到质

变。无论资本主义怎样发展生产力，对

其相应的生产关系进行何种形式的自我

调整，都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

趋势。马克思通过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

义既证明了资本主义现有发展进程的必

然性，也证明了其终将过渡到社会主义

的必然性。

注释：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

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2 至

533页。

③④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

论》，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51、
305页。

⑤舒尔茨 《美国贫富差距史无前

例》，载于 《光明日报》 2011 年 12 月

21日。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

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

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0页。

⑧⑨恩格斯 《反杜林论》，载于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

出版社2012年版第658、655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

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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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声明

本刊2017年第6期第99至102页刘海英、智颖飙、李新、张路《基于效率导向的农田水利治理模式探索》一文在出版时

遗漏了基金项目。该文系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牧区水利设施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的机制与效率研究——基于内蒙

古实证调研的分析”（项目编号：71563031）、2015年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牧区水利设施

高效治理研究——以内蒙古为例”（项目编号：2015MS0714）、2016年鄂尔多斯市科技计划项目“鄂尔多斯牧区水利高效治理

的机制创新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YY20161004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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