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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研究《资本论》  

http://www.crifs.org.cn  2009年5月11日  张全景 

——在中国社科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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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全景  

由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  

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在这巨大灾难面前,很多人都在反思:一个财大气粗、称霸全球

的超级大国,怎么会突然间灾难临头,并发出紧急救市的呼喊呢?对此,不同阶级、不同立场观点的人,

会作出不同的解答,许多国家的有识之士高呼“要马克思,不要凯恩斯”,“要科学社会主义,不要民

主社会主义”。在这一大背景下,有些国家重新兴起了学习《资本论》的热潮。今天,世界社会主义

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学习《资本论》论坛,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推动深入学习研究

《资本论》,应对正在发生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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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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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

盾——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生产是盲目的、无计划的,受最大利润

率的支配,不管社会的实际需要,什么赚钱就搞什么,甚至投机冒险。美国金融海啸就是资本主义这一

矛盾运动规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应。资本家生产的目的就是追逐利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

引用邓宁的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

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

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

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明证。”因

此,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

化,资本家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这就必然会遇到工人阶级的反抗,“压迫

愈甚,反抗愈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这种矛盾,在某种情况下可以

“和平共处”,但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调和的。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推翻资

本主义社会制度。《资本论》深刻分析了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既

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又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基本规

律,是进行这一神圣斗争的锐利武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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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念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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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崩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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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学习马恩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从1920年阅读《共产党宣言》开始,他

从未间断对马恩著作的学习,曾4次调阅《资本论》,1954年阅读《资本论》时在扉页上写着:“1867

年(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间),距今87年,1938年,1867年,在71年之后中国才出版。”老一辈革

命家刻苦学习马恩著作的精神非常感人。王震同志曾经说过,《共产党宣言》他没看过100遍,也有80

遍。《资本论》卷帙庞大(三卷205万字),有些同志可能没有通读,但有些篇章或选本还是读过的,也

有不少老同志晚年还在读《资本论》。1998年,我到杭州看望江华同志(曾任最高法院院长),当时他

已95岁,每天坚持读1个小时的《资本论》。今年96岁的徐运北同志,上世纪30年代曾任鲁西北特委书



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第二轻工业部长等职,至今谈起《资本论》仍

滔滔不绝。他的夫人说,不知他看了多少遍,翻来翻去,竟然把装订线弄断了,拿到印厂重订。这些老

同志的学习精神多么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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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原理,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真正读了,并且理解掌握了基本原理,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工作水平必然

会有大的提高。学习研究《资本论》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只要有“攻城不怕坚,读书莫畏难”

的精神,长期坚持,必获大益。(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顾问、中组部原部长)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 z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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