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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邓小平既是一位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者，又是一位对辩证法精通活用的大
师，他用辩证思维方法全面认识资本主义，体现出求实创新的政治智慧和锐意开创马克思
主义新境界的理论勇气，搞清了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进而为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因素服
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可贵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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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7）04-0
075－05 
      [收稿日期]  2007-06-04 
      [作者简介]  樊秋莹（1954-），女，吉林长春人，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教
授，研究方向为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唯物辩证法既是一般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认识论和思维方法。它要求人们用全面的、发
展的、联系的方法认识和分析事物、研究问题。这是直抵对象本质的正确途径。邓小平正
是以这一认识和思维方法，对什么是资本主义、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作了深入分析，
提出了富有新意的观点，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正确地把握邓小平这一理论成果，无论
对深化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还是对我国进一步加速改革、扩大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事业发展，都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以对立统一规律全面认识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认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
一，事物之间既存在相互排斥的属性，也存在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属性。这
就要求我们在分析问题时，能够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善于求同存异。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竞争十分激烈。如何认识资本主义，
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与以往没能真正弄清什么是社会主
义相类似，在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由于我们在思想方法、认识方法上的片面性，从而
导致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存在许多误区，最主要的就是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对资本主义
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形成的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简单地加以否定和排斥，直至把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绝对化，认为二者截然对立，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把资本
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远离之，惧怕之，唯恐躲之不及。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这种认
识是错误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然是一对矛盾，就与其他矛盾一样，既有着对立性、
斗争性，也存在统一性、同一性，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对立统一的属性具有不同的
作用，呈现出地位的差异而已。由于认识论上的错误，结果严重影响了对资本主义的正确
分析，也妨碍了社会主义去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社会主
义的健康成长，延误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所经历的挫折告诉我们，搞清楚什么
是资本主义与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同样重要。 
诚然，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有其腐朽性的一面，我们应当坚决摒弃，但
不应由此而否定资本主义进步性的一面，腐朽和进步实际上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对
矛盾的两个方面。我们过去之所以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就是因为以偏概全，用矛盾的主
要方面来代替整个矛盾。马克思在评价资本主义的历史功过时一方面进行揭露：“资本来
到世界，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一方面又肯定“资产阶级在历
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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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邓小平继承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坚持两点论，反对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在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始
终坚持并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一脉相承性，而且在许多方面又



有重大创新和发展。突出表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所作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上。 
一方面，邓小平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进行了抨击与批判。从经
济方面看，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搞两极分化”[3-
1]，并诱发各种危机。从政治方面看，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实际上是
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3-2]“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
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
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
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
互相牵制和抵消。”[4-1]从精神文化方面看，邓小平针对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进行抨
击，指出:在西方国家，“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
[3-3]充斥社会，并主张要“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
我国泛滥”[3-4]。可见，就基本制度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
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和尖锐的矛盾。但另一方面，邓小平以求实创新的精神，将资本主义
的基本制度与具体运行体制区别开来，打破以往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全盘否定的笼统做
法，肯定资本主义社会中进步的东西。在经济方面，邓小平指出：“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
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
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
本身并没有阶级性。”[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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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
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5]在政治方面，邓小平在从根本上
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肯定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具体机制、具体形式的一定合理性。如
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务员制度、行政管理制度以及法制的某些方面。在公务员制度方面，邓
小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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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在行政管理方面，邓小平指出：“至于经济管
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
很。”[3-2]在法制方面，邓小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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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在文化方面，邓小平认
为，资本主义有腐朽没落的东西，也有进步合理的东西，需谨慎、批判地吸收。邓小平曾
说：“西方如今仍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
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3-3]“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究
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宣传。对外文化
交流也要长期发展。”[3-4]当然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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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邓小平认识到社会制度和体制是属于两个层面的不同概念，不同制度可以采取相同的体
制，不同的体制也可以服务于相同的制度，即使在社会制度层面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也存在着相互依存的一面，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自我封闭绝不
会利于自己的发展，因而邓小平指出：“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3-
7]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3-8]，更要勇于
“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3-9]。社会主义制度要善于“从世界各国吸取进步因素，成为
世界上最好的制度”[3-10]。 
以上邓小平对资本主义的总体即基本制度进行了否定，而对资本主义的具体即运行体制、
实现形式，进行了肯定，这种辩证思维方法，充分体现出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非凡的
政治胆识和睿智的理论思辨，突破了以往人们对资本主义全盘否定的极左认识和一直困扰
人们的守常的观念，为我们明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与方向确定了一个
科学的参照体系，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正常交往并走向“世界历史”进
程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二、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视角准确认识资本主义 
任何事物都具有现象和本质两个方面，我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不能仅停留在对事物现
象的认识上，而是要通过对大量现象的分析研究去发现事物的本质。早在100多年前，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指出这一矛盾导
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和无产阶级的极端贫困，从而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2
0世纪初，列宁和斯大林通过科学分析，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对帝国主义生
命力的估计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认为“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当前正处于
总危机阶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然而，当世界历史进入20世纪下半
叶，资本主义在不改变其根本制度的情况下，积极借鉴社会主义的因素，加强了自我调解
的能力，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同时，为克服经济的无政府状态，这些国家加强了国家的
宏观调控，从而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得到抑制；此外，他们还采用“契约自
由”、“福利资本主义”、“资本民主化”、“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办法来缓解资本主
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相对改



善，阶级矛盾趋于缓和，基本矛盾在一段时期里得到缓解，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
产力的容纳具有了相当大的余地。 
上述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都是与大规模的科学技术进步相联系的，二战以后，由于以信息
革命为核心的高科技革命为基础的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既引起了各国发展战略观念的变
化，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状态，对国际政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
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的调整给它带来了相对繁荣和稳定，这使社会主义必然代替
资本主义的总结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运动暂时跌入了
低谷，《1999年：不战而胜》、 《大石碑：20世纪共产主义的诞生和死亡》、《致命的
幻想》等一些美化资本主义、诅咒社会主义的著作纷纷出笼，宣扬“凯恩斯主义战胜马克
思主义”，资本主义表现出“愈来愈旺盛的生命力”。国内一些人也随声附和，认为“两
个必然”的结论过时了。 
资本主义世界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下获得的再度繁荣，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失误甚
至严重挫折，的确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同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发展总趋势相逆
反的重大现象，由这些现象能否作出改变历史发展总趋势的结论？面对人们在思想上的种
种疑惑，邓小平进行的具体而深刻的分析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
力、生产关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绝不能教条化、凝固化，必须以动态
的发展观来认识资本主义新变化。由此，邓小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当代资本
主义社会，明确指出，这些年来资本主义的确还有发展，今后一个阶段也还会有发展；资
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矛盾也的确有了一定缓解，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弊端没有也不可能消
除。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必然产生”“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3-1]，不是
“共同富裕”，而是“搞两极分化”[3-3]。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分析极具穿透力。作为
资本主义这种制度核心和民主具体形式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一直是资产阶级
标榜“民主”的主要内容。但是邓小平认为，无论资产阶级如何吹嘘它“民主”，形式如
何完备，都不可能掩盖其实质，避免其弊端。“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
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论是多党竞选、还是三权分立、两院制。”[3-12]无论
这种“民主”花样如何翻新，形式怎样变化，都是资产阶级用以维护、巩固自己的政权和
财产权的工具，是出于迷惑人民的需要。他还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
呢？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
的利益。”[4-1]可见，资本主义民主对广大劳动人民是有条件的，任何完美的形式，都难
以掩盖其实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本质特征必然反映到精神文化领域。与资本主义私
有制相应的只能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盛行，与资本主义民主虚伪性相应的只能是党派纷
争、权力角逐以及低级庸俗文化的泛滥。因而邓小平认为不能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要有明
辨是非的能力。他严肃地指出，要“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绝不允许资产阶级生
活方式在我国泛滥”[3-13]，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
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4-4]。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中一些盲
目引进西方文化的现象作了严肃批评，认为绝不能让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文化毒害社会上
的青年人。他说：“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情况，再也不能容忍
了。”[3-3]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丑恶现象更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显然要高于资本主义社会。邓小平
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4-5]。社会主义
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其根本
目的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本质特点，我国人民才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
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而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则不可能有。因此邓小平在总结了20世
纪下半叶新的历史实践的基础上，明确得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
本主义的结论。这个意义深远的结论说明：一方面，现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最终还
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只不过要有一个相当长的矛盾发展过程；另一方面，现在实行社会主
义制度的国家，若充分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也还
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努力奋斗过程。这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
它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影响和作用，并与之相适应更要有一个过程，更何况现实社会
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薄弱环节也就是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的地方起步的。 
三、以联系的观点动态认识资本主义 
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因此只有在联系中，在不同社会阶段的关系中认
识社会形态，才能做出正确评价。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特定的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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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继奴隶、封建剥削制度之后，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剥削制度。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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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对资本主义在代替封建
主义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进步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列宁也从联系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相对于
“中世纪制度”及与“小生产、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进行了具体的评判：
“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
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5]。邓小平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运用联系的方法，动态分析资本主义的科学态度，指出：“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
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4-6]这一论断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一脉相承，
而且蕴含着对当代资本主义动态拷问的求真态度。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资本
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社会主义只能发生在资本主义生
产力高度发达的顶点上，社会主义确立的全部经济、政治、文化的现实基础只能是高度发
达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大生产。列宁也多次强调，不可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
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社会主义；毫无
疑问社会主义应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要把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作为提高社
会主义生产力的必要手段和途径。而这些都建立在以联系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的
基础上。 
邓小平正是运用这一观点，从另一个角度，从我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
段，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在经济、科技和文化发
展等方面的总体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一事实出发，深刻论证了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历史关系。他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
上不够格。”[3-14]这一大胆的符合我国实际的判断决定了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就要
完成其他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任务。事实
上，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步入社会主义之后，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为迫切。邓小平认
为，中国长期以来闭关自守，是我们停滞和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要想尽快发展起
来，必须积极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一切有用的东西。 “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
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
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3-15]“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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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
的。”[3-3]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进一步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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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5]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社会形态上
是前后相继关系，资本主义作为独立的一个发展阶段可以超越，但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
明成果却不可抛弃。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其存在的几百年间创造了极其辉煌的文明，积
累了一整套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规律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
学习和借鉴的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没有理由弃之不用。而过去我们对其拒绝的错误做
法，根源在于没有以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对其进行正确的分析、认识。在这一点上，邓小
平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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