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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优越性促进资本主义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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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仅给战后资本主义的调整和改良构成了巨大压力，而且提供了可资

借鉴的经验。自苏联诞生以来，帝国主义千方百计要把社会主义苏联从地球上“抹掉”，尤其是德国

法西斯妄图一举消灭苏联，但残酷的战争验证了社会主义是任何武力都征服不了的。战争中社会主义

苏联显现出优越性。苏联用十几年的时间把原先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先进的工业国，走完了资本主义

国家用近百年时间才走完的历程。社会主义苏联创造的奇迹和优越性，令西方媒体惊讶，1963年3月5

日，联邦德国《世界报》写道：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取得全部领导权时，“俄国还和沙皇时代一样是

一个农业国家，当他在30年后去世的时候，苏联已成为世界上占第二位的工业强国。” 

30年代资本主义陷于经济大危机，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苏联选择的社会主义

道路，是人类社会现代发展的一种特殊模式。一个国家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依靠自身的力量在

十几年的时间内建立了现代的工业和国防力量，其发展速度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仅仅十几年时间，

苏联成功地将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美国的两倍。“西方

几乎花了二百年的时间才做到的事情……在苏联几十年不长的时间里用残酷的办法、坚定的意志实现

了。总而言之，这是现代史中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社会主义实践显现的优越性，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

主义苏联在一定时期内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在这个奇迹中，对资本主义冲击最大的还不是其

经济效益，而在于它完全解决了失业等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社会痼症。尤其是失业问题的解决，

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强烈向往，在经济大危机中美国工人阶级喊出了“推翻

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口号。“大萧条的影响和意义还因为苏联几个五年计划的成功而变得更

加突显。在西方经济确实是乱成一团的同时，苏联则正在继续进行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实验。虽然五

年计划伴有严格的压制和民众的穷困，但它的确使苏联从一个农业国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

国。这一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当时种种经济困难正使西方陷入困境。因此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在两次大战之间也就显得特别突出。它们互相推动，都产生了至今仍可感觉到的影

响。”战后初期社会主义欣欣向荣，而资本主义则危机重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强烈反差，促使

资本主义的统治者引为深思。如当时罗斯福就认识到，资本主义已面临崩溃性的大危机，已经到了毁

灭的边缘。资本主义只有进行一步步的社会改革，才是避免自身通过革命进入共产主义体制的唯一方

式。罗斯福1933年一上台就立即宣布实施“新政”。“新政”采取了扩大政府开支，推行公共工程计

划，实施通货膨胀法令等一系列措施。罗斯福新政在美国见效后，西欧国家纷纷效仿。 

罗斯福通过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措施，拯救了资本主义。美国当时就有人针对罗斯福推行国家干

预经济的政策，讥讽罗斯福抄袭了《共产党宣言》，因为罗斯福“新政”推行的一些主张，其中就有

《共产党宣言》提出的“高额累进所得税制”、增加社会福利等措施。还有一些人称他以社会主义拯

救了资本主义。“罗斯福被右派批判为本阶级的背叛者”。有西方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认为《共产党宣

言》塑造了当代世界的文明。还有研究福利制度的西方学者认为，如果地球上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

 



义社会就没有“福利制度”。 

从罗斯福新政开始资本主义不断地借鉴社会主义的做法：如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一

些主要国家也搞计划调节和国家干预来使经济运行有序化;社会主义曾实行“供给制”使所有公民生

活都有保障，资本主义一些主要国家则宣称他们建立了“福利国家”；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

制，资本主义一些主要国家则在一部分大企业中搞国有化；我国社会主义搞经济体制改革引入市场经

济，在资本主义国家就兴起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等。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试图通过吸收社会主义的成

就，克服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主要发达国家加强经济干预和调控，由国

家对公共服务进行直接投资，对国民收入进行不同程度的再分配，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这既是资本主

义国家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切中要害，同时也是

受社会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受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影响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经验的示范效果所致。

事实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社会主义实践是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一

部分。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实践的一系列创造，已经融入当代世界文明，成为世界

人民的共同财富。 

在冷战时期，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欧美发达国家担心社会不稳定，普遍实施“让步政

策”，实行社会福利制度，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相应地也提高职工福利和收入。然而，资本主义对社

会主义的借鉴，在一定时期对缓解其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和社会矛盾，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

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身范围内的调整，并没有改变资本剥削劳动的本质，更不是资本主义与社

会主义的“趋同”。在两种制度对峙的压力下，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直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动之

中。这一点符合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本性，这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

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

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

的地方。”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自《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1期，原文标题为《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历史、现实的主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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