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邓小平对资本主义认识比较研究 

文/李 铁 

   一、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认识到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我们的经
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财产，并不禁止“不操
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指出即将成立的国家不是资本主义的
中国，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而是一个带有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国后毛泽东仍多次
谈到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这一思想并提出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的思想。 
   1、经济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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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吸收其
它有益的东西。 
   首先，要大胆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来建设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为了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可以利用外资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早在1979年邓小平提议研究利用
外资问题时就指出：“我们要下这么一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帐，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
国形成生产能力”。他还说：“利用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所以，不
必要害怕外国资本，我们是要用它来发展我们的经济，人家来投资总是要赚钱的，不赚钱的事是没
有人做的。而且我们经济的主体是公有制，外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它不会改变我们社会主义的性
质。 
   其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毛泽东提出了允许资本主义
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但并没有突破传统上对资本、商品和市场的认识。邓小平上台后，制定了改
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92
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
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
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的经济手段，从而解决了困扰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难题。 
最后，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管理方法。邓小平积极肯定了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
展所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坚决主张加以吸收和借鉴。他说：“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
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
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
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2、政治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批判地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合理形式。 
   第一、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深受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所以，“旧中国留给我们
的封建专制统治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发生像文化大革命
这样长时间，全局性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了破坏，是封建专
制思想流毒的影响。所以，邓小平得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第二、西方国家在长期的治理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国家的经验和方法，构
建了功能齐、效率高的行政管理系统，并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了行政管理的
效率，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他说：“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
所以，应大胆地借鉴和学习资本主义国家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以提高我们的行政效率和政府廉
洁。 
   3、思想文化上，邓小平肯定了西方文化中积极、进步的部分并要求吸收和借鉴。他说：“对
于现代西方产阶级文化，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
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但对于文化领域的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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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必须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
利用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二、关于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原则和方针 
   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如何学习、利用资本主义作了原则性的阐述。他说：“应
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社会主义也是有优点和缺点的，所
以，对于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
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



 

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毛泽东
虽然主张学习外国，但对外国的东西不是全盘肯定，而是有选择地学习。他说，对外国的东西不加
分析地一概排斥和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因此，他
主张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应坚持唯物辩证法和社会主义方向。同时，他还提出了学习、利用资本主
义，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说，我们的方针
应放在自己的基点上，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 
   在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并非前后一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种种原
因，毛泽东过分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作用，过早地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
重要作用，认为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社会主义就必须加以反对和废除。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
资本主义的改造就是要“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
成历史的东西。”同时，毛泽东在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方针上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过重强调自
力更生，这也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性所致。 
   邓小平关于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始终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他强调要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改革开放中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腐朽
思想的影响，决不无条件、全盘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他说：“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
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
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继承
性，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必须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因此，邓小平强调要实行对外开放的
基本国策，加强国际交流，积极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同时邓小平又
多次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邓小平在总
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他认为，判断一种事物
姓“资”姓“社”，不能只看其自然属性，还要把它放在我国当前特定的环境背景之下，看其客观
作用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就可以利用。 
   三、关于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方式 
   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些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设想和方式。在民主革命
时期他就曾说过：“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
做到。”关于外国投资的条件，毛泽东说，只有“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
投资是我们欢迎的。”建国前夕，毛泽东又指出：“我们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发
展交通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工厂。”这是毛泽东借助外资的力量来发展我们经济的方法。针对社
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出现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店”，毛泽东在同民建、工商联负责人谈话
中指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工厂，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
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可见，毛泽东主张利用资本主义为我国服务，只要
是有利于人民的生活方式就可以采用。毛泽东还主张派人到国外学习。1955年，毛泽东在听取国务
院各部委的汇报时也曾说过“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
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由此可知，毛泽东对于资本
主义的学习是积极的、主动的，方式也是多样的，但学习的形式没有讲清楚。 
   邓小平则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许多陈旧观念，对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方式作了许多详尽
论述。他说，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我国生产力的一个补充，我们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
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1983年7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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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
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同时，要加强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和人员往来。针对祖国统一问题，邓小平首次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他认为，“一国两
制”的构想，不仅是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而且也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
他指出，在小地区、小范围内允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港、澳、台地区资本主
义发展水平比较高，并与资本主义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实行“一国两制”，这些地区不仅可以为
祖国内地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资金和可以借鉴的技术和经验，而且可以使我们通过港、澳、台这个桥
梁，发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推动各方面的有利合作（作者系商丘师范
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4级在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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