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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观研究概述

.

2004-12-22  宋海琼  阅读3247次

     对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观的研究最早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十多年来,已发表的专题论文有30余篇,

专著尚未见到。本文将分时期对这些文章中涉及到的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和政策,以及政策

提出的原因作一概述。 

    

    一、民主革命时期 

    

    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主要体现在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

义”的概念,并指出它是帮助社会主义的,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研究者还对毛泽

东提出这一概念的时间和含义进行了考察,指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

中共七大报告的结论中提出的,其含义是指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指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或政权下

的资本主义经济。研究者提出,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主张采取“相当程度

地”、“广大地”、“广泛地”发展政策。 

    

    研究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主张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其原因主要在以下五方面: 

    

    (—)毛泽东对中国经济落后性的认识。旧中国经济的落后,首先表现在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缺少现代

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其次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分散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占整个经济的90%,现代工业仅

占10%,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又集中于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官僚资本手中,民族资本主义所占比重很小,所

以,战后中国要充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这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过程。毛

泽东正是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和肯定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问题的。 

    

    (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首先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

革命,其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而不是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是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之一,是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解放被

束缚的生产力,这个革命的结果,必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而使之获得一个大发展。 

    

    (三)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进步性的认识。毛泽东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出发,认为资

本主义在中国具有进步意义。他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

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发展资本主义代替外国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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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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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毛泽东对抗战时期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力量对比的考虑。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围绕“建国”展开

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一方面为适应这一主张,另一方面

考虑当时的经济状况,即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大后方经济生产的主要支柱,直接关系着抗战的前途和命

运,在经济上都必然要采取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 

    

    (五)毛泽东对俄国经验的借鉴。中共七大前后,在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上,党内存在着一种认为中国可



以避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阶段,直接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的民粹派观点。毛泽

东在中共七大上结合俄国的经验对此进行了批驳,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

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列宁领导苏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说明落后国家不能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直接过

渡,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环节,以提高生产力的水平。因此,比俄国更落

后的中国要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更需要利用资本主义了。 

    

    二、建国前后(1948-1952) 

    

    研究者认为,从1948年九月会议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开始趋向消极:一是更多地看到资本主义

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一面,提出要与资本家进行斗争;二是降低了私人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更多地关

注如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削弱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力,稳固社会主义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确保中国新民

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方向。 

    

    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毛泽东也明显地突出了“限制”的考虑,提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

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要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

税收政策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

策。同时指出决不可以对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

计划的轨道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那种认为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的观点,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

险主义的观点。而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也有人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大家认同的九月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标志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认识

的重要改变的观点,值得商榷。其观点是:对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强调和对资本主义发展

的限制都是毛泽东本来就有的思想,现在突出强调这两点,只能说是毛泽东资本主义观发展的重要表现。 

    

    对毛泽东认识变化的原因,有研究者认为与解放战争我军胜利的形势有关。1948年9月,国共力量对

比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如何避免革命胜利后,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就成

为了毛泽东的第一考虑。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会再广大发展资本主义了,而且为保证资本主义服务于社

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必然要限制和利用政策并行。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前后(1952—1956)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研究者的观点是: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

义社会不可不克服的矛盾,因此要完全消灭它。他们的立论根据是,1953年12月经毛泽东两次修改的《关

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

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可不克

服的矛盾,因此要完全消灭资本主义成分。而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因此做了调整,由利

用、限制转向改造。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明确指

出: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

义工商业。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 

    

    对建国后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观发生剧变的原因,研究者的主要观点是: 

    

    (一)在国际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对新中国的不同态度和做法,极

大地影响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采取了政

治、经济和军事全方位的敌视和封锁政策,经历了朝鲜战争后,更是变本加厉,大大激起了中国人民反

对、抵制和仇视资本主义的情绪,造成认识上对资本主义很深的偏见。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苏联给予了新

中国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使人民自然地向往社会主义。新中国“一边倒”的政策即反映了

这种情绪。另外,我国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得不到苏联的理解,还被认为是对资

产阶级的调情政策,为了获得苏联的全面援助和信任,毛泽东改变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提早实现改造就是



必然了。 

    

    (二)在国内方面,建国之初形势的变化影响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其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力

量在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经过消灭国民党残余力量、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斗争,人民民主专

政的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巩固。与此同时,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1952年9月,工业中国营资本已占

到67 3%,商业零售中也占到了40%,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已经取得了优势和主导地位。正是这两个方

面的变化,促使毛泽东认为向社会主义转变有了保证,开始考虑要消灭资本主义。其二,社会生活中的一

些新矛盾。建国后资产阶级哄抬物价,扰乱金融,施放“五毒”,扰乱市场,同无产阶级和国营经济进行较

量,同时,土改后的农村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这些现象使毛泽东越发相信,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后,社会

的主要矛盾已经变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已经消失。为消除它对国家

经济生活的负面影响,必然要尽快对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 

    

    (三)毛泽东个人思想认识上的因素也有影响。首先,他认为私有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对立的,

因为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而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一般看法,就是消灭一切私有制。苏联为我们提供的现实社会主义模式

亦突出地显示了这一特征。因此,毛泽东就形成了革资本主义的命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的思想框架。

其次,毛泽东个人与资本主义接触较少,对什么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它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如何也搞不

清楚,这种状况必然导致他晚年对资本主义认识出现偏差。这一点对警示当今实践意义重大。 

    

    另外,研究者对1956年以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有涉及。通过对1956年底毛泽东与民建、工

商联负责人黄炎培、陈叔通等人的谈话和1957年毛泽东和文艺界人士谈话的考察,他们认为,毛泽东主要

是从满足人民的部分生活需要;利用资本家的闲散资金和定息;吸引华侨回国投资;利用资本主义的竞争

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利用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作用等几个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

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积极作用的。 

    

    对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观的研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目前的研究状况还不能令人

满意。首先,没有专著出版。目前研究仅限于论文的写作,这不仅零散,亦难成体系,不利于研究的深入。

其次,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流于浅层。如建国后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观急剧变化的原因相当复杂,尤其是国

际因素影响甚大,但现有论文探讨的很少;对毛泽东强调限制政策的原因,也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第三,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前后反差之大,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科

学社会主义原理的理解上的偏差。关于这一点,目前研究尚属空白。第四,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以

及他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左”的认识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无人论及。有鉴于此,对毛泽东资本

主义经济观的研究,今后应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深入,使之得以系统化、完整化。

二是对尚属空白的方面给予研究和关注。 

    

    

    宋海琼,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第6期 网站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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