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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作者:王伟光  来源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进而诱使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全面危机，已

尽管人们采取了种种救市措施，但它仍在顽强地发挥着负面影响，强烈地冲击着整

格局。以此为时间节点，以世界性危机现象为“反光镜”，往前追溯到19世纪中叶

社会主义至今一个半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力量、两种历史走势生死博

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论断是

证明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生命力，昭示了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

  一、一个半世纪世界历史进程，雄辩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马克思主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而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曲折式

社会历史发展也是如此。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这一历史辩证法的铁证。社会主义运动

的逻辑在曲折中前进的，虽有挫折与失败，但总体上是不断前行的，这一历史进程恰恰

克思主义千真万确的真理性。 

  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观察，历时越久、跨度越大，也就看得越明白，其判断也就越

历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即伴随着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种社会制度、两大历史前途的博弈，其历史较量的线索、特点、规律与趋势，随着

移，越发清晰，也越发显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回首往昔，可以清楚看到，世界历史进程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转折，社会主义

从低起步之势，标志着社会主义在斗争中、在逆境中顽强地生长。这一历史进程尽

潮；有前进，也有倒退；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在总体上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

展总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同时也说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不会是一帆

短时间内实现，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跨度。既要看到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坚

本主义，同时又要看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充满曲折，充

出现暂时的倒退。所以，既要反对社会主义“渺茫论”，又要反对社会主义“速胜

败，对实现社会主义丧失信念和信心，也不能因为顺利和成功，就急躁冒进。 

  四次世界性历史转折可以分前两次和后两次。前两次转折发生在20世纪前半叶

发展，资本主义则经历了一系列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折腾，步入下降期。 

  第一次世界性历史转折发生在20世纪初叶，其标志是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社

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建了科学社会主义，开创了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初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由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实践变成了社

功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20世纪初最重大的世界性事件，

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走向阶段性高潮。 

  第二次世界性历史转折发生在20世纪中叶，其标志是1945年“二战”之后一系列

功，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矛盾激化引发危机，危机造成革命机遇。20世纪初

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激化的

争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就不断激化，导致从1825年开始，每隔10年爆

累加演变成1873年的资本主义空前激烈的世界总危机，这次总危机及之后不断迭加的危机，如

年、1907年的经济危机，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只能恶化、加重危机，

了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资本主义步入严重的衰退。而危机的结果又要依靠

争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垄断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导

两次大战，标志着资本主义走向衰落。危机与战争给社会主义革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等一系列国家革命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运动

反，“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美国1948年、1953年、

年、1973年……连续爆发危机，并波及北美、日本和西欧主要国家，成为世界性危机。

降，遭受重大打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的20余年中，接连又发生了两次重大的世界性历史转折。世界社

潮到低潮，然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重要标志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却开始走出低谷。

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而美国金融危机却使现代资本主义步入险境，呈进一步衰退之

  第三次世界性历史转折发生在20世纪末叶，其标志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

营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二战”之后，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走上坡，

但世界进入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各国却放慢了发展速度，特别是苏东剧变，世界社

维艰的境遇。而在此一时期，现代资本主义吸取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同

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改良，由此进入相对和缓发展时期。 

  第四次世界性历史转折发生在21世纪初叶，其标志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将产生的影响仍无法估量。有句俗话：“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呈低潮中起步之势。而美

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困境，美国独霸态势呈下滑趋向，资本主义整体实力走向下降。美

义制度性危机，具体的救市措施只能使危机得到暂时缓解，但最终是无法克服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

式的不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危机最终是无法避免的，而社会主义市

的特性，但由于它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这就为它规避和战胜世界性金融危机提供了可能。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成功地顶住了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不仅实现了预定的

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既要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和果断决策，更根本的是彰显了社会

加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创，中国改革开放对国际金融风险

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开创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格局。

意力和着眼点主要放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当时的实际，曾设想社会主义

发达、工人阶级人数占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至少是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

的实践发展却超出了他们的具体判断，新的实践促使他们开始注意并研究东方社会

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问题。他们认为，在特定条件下，东方国家能够不通过资

峡谷”，而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走向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诸国同时胜利的结论，是建立在对

判断上。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经过科学研究，分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提出社

义道路问题。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历史阶段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性，提出社会主义

统治的薄弱环节突破的科学论断，并成功地发动了俄国十月革命。俄国革命的成功

义经典作家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是科学的。然而，继列宁之后，斯大林建立的社

式，所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道路，尽管取得了伟大成就，却忽略了苏联相对于西方

落后的生产力，忽略了市场经济的必经性，逐渐形成了高度僵化、高度集中的经济

的发展，束缚了人民积极性的发挥，束缚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其他社会

实践中，在一定阶段、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更为落后的本国生产力实际，犯了照抄照搬

在几十年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渐被僵化的、不适当的经济政治体制所消耗，再加上其他客

原因和主观错误，还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围剿破坏，致使社会主义诸国陷入了发展困局。

变就是这一历史演变的结果。 

  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落后的国家到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实践和理

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创，破解了这一重大课题，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道路。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设想，落后国家可以不



跳跃式地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资本主义已历经的市场经济

历史过程却是不可逾越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走自己的道路，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建立了与

力状况相适应的、与发展市场经济相协调的经济政治体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

的根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下，西方

前景黯淡，至今尚未走出困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效化解了金融

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员力和战斗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给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鲜的内

强劲创造力 

  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也在发生广泛而深远的变革。

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已经并正在给全世界发展带来严重和持续的影响。在国内，中

伟大成就，中国发展道路与中国发展经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

面临重大挫折，给当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另一方面，

义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当前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巨大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历史趋势、两大力量、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出现了新的变

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发展时空，提供了新的需求动力。回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

前所未有的低谷，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执政的思潮甚嚣尘上、鼓噪一时、不可一世，新自由主

生，西方资本主义到处推销新自由主义。20多年过去了，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一方面使

有的打击，新自由主义破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再次受到严厉质疑；另一方面，中

开放取得成功并顶住了金融风险，社会主义从低谷中走出，这为当代社会主义和马

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透过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各种力量的交

融资本不过是资本的当代形态，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