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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研究《资本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本论》《帝国主义论》与当前西方金融危机”学术研

讨会上的发言（节录）

作者：原中组部部长 张全景  

2010-4-8 10:54:00 来源:李慎明主编《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出版 

   

   

  《资本论》这一鸿篇巨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它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被誉为马克思主

义的“百科全书”、“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为了写作《资本论》，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倾注了全部心血，《资本论》是他留给全世界工人

阶级和劳动人民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学习研究《资本论》，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党的指导思想，提高理论素质和思想政治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革命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

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用党的基本理论武装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学好《资本论》，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更加自觉地坚持科学发展观，又好又快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

前，我国思想理论战线、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否定马列主义的种种谬论，有的鼓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鼓吹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有的

否定中国革命和建设，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主席；还有的公然抛出“零八宪章”，鼓吹资本主义道路；有的用各种手段鼓吹历史虚无主义，

为叛徒、汉奸大唱赞歌。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对此，我们要居安思危，引起高度重视。  

  学习研究《资本论》，可以使共产党人更好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上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现实，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

义。在前进道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要毫不动摇地前进。“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理论信念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与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是党性的最高原则。理想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些共产党人经不住考验，

蜕化变质，就是从党性不纯、理想信念动摇开始的。  

  学习研究《资本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应对国际经济危机，具有最现实的意义。这场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爆发，是生产

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剩与劳动人民购买力不足的矛盾。只有从这个本质上进行分析，才能认清危机

的实质和深层原因，避免表面性、片面性。有的人只从管理层面认识这次危机，舍本逐末，是非常肤浅的表现。在正确认识这次危机实质的同

时，还要对其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判断。例如，这次国际经济危机有无加深和扩大的危险，会加深扩大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导致美国金融崩

溃，大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复苏，我们需要采取什么应对措施，等等。对这些问题都应有清醒认识，积极应对。  

  学习研究《资本论》，对于我们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好又快发展，是完全必要、非常适时

的。“危机危机，有危有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次危机的严重性，从本质上探究根源，看到其对我国的冲击和影响。同时，也要坚定信心，

从中发现有利条件和机遇，增强信心，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加强调查研究，抓住问题的关键大胆创新，解决发展方式落后、发展质量不

高、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克服片面发展、盲目发展，处理好全面与局部、中央与地方、眼前与长远、发展建设与安全生产、保护生态环境、节

能减排等各方面的矛盾，认真总结改革开放 30 年的经验，充分肯定成绩，正视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原因，采取积极措施加以解决，更好地坚持

改革开放。  

  《资本论》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钥匙，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信念的航标，是共产党员增强党性修养的指路明灯，是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源泉。我们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联系思想实际、改革开放的实

际、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实际、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认真学习研究《资本论》，应用《资本论》的基本原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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