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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本身具有时代性,当物质生产发展向社会提出新的任务时就会产生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宣言》的基本原理是

正确的,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如何正确的认知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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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本身具有时代性,当物质生产发展向社会提出新的

任务时就会产生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共产宣言》表于 1848

年的 2 月,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共产党主义者同盟起草的政治纲领,开辟了世界的新纪

元。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理论研究的结晶和是无产阶级斗争实

践要求是《共产党宣言》在 1848 年问世必然因素。随着世

界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

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更应该对《宣言》中提出的重

要的理论观点做出与时俱进的理解。 

1 《宣言》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

坚持 

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就说过：“不

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

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

《宣言》所阐述的基本原理最主要的是：人类社会是生产方

式发展的历史,即唯物主义历史观；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

迄今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产阶级的灭亡

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代替那存在着和阶级

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等等。《宣言》阐述的基

本原理,有的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有的将会被未来社会主义

的进一步发展所证明。 

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基本原理的实际运

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在《宣言》的

出版序言中多次说明,对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

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

只有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才可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的发

展和进步。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创新、科学发展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在回到了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

的前提,完全是按照马克思文本的原初理论所确立的解决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立足地、立场、观点、方法。 

2 如何正确的认知资本主义发展趋势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是一个理论的困惑,《宣

言》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结论。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

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对于这个结论,一直存在争论,

资本主义为什么到今天都没有灭亡？列宁讲的资本主义是

垂死的、腐朽的,为什么今天垂而不死,腐而不朽,有很强的

生命力。对于“两个必然”的结论应以辩证的分析来认识。 

“现代经济学理论之父”亚当·斯密认为：人的动机都

是自私而贪婪的。这正是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形式达到

掠夺的目的,这种掠夺不会停止,因为它根源没有消除,正如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资产阶级贪婪更是无所顾忌、肆无忌

惮。“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

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资产阶级不把工人看做

人,而仅仅看做“手”,把工人叫做“hands”。资产阶级所以

需要工人就在于他们能够劳动。”无产阶级为了生存只有置

于死地而后生,工人阶级不断的反抗,社会危机重重。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确确实实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必

然会被革命所推翻。就此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批

判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任何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在进行

自我调节,自我改革来缓解矛盾,后来马克思也认识到这个

问题,《共产党宣言》发表在 1895 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两个绝不会”思想。“无论

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

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把“两

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结合起来就更为完整、准确的理

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命运的思想。“两个决不

会”是对“两个不可避免”的必要补充,两者有机统一。 

在经济方面加强宏观调控,按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倡导自由市场：“私利与公益似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

导,趋向和谐与均衡,此乃自然秩序的本质。“如果自由竞争

受到阻障,那只“无形的手”就不会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

由于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打击,不知道罗斯福新政是不是受到

《共产党宣言》启示。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一方面是自身应

对经济危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结

果。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计划调节实际上是

就发挥政府“有形之手”。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键点,是贫富差距扩大,两

极分化、没有公平正义。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按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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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改造方案,加大了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除了高额的遗

产税以外,其次就是征收高额的收入所得税,高税收客观上

缓解西方社会的两极分化的趋势。 

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资本主义社会在自我的改革过程

之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社会的因素,是量的积累,一步一

步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用法律手段把财富从资产阶级手中剥

夺,然后国有化、社会化,如：面包超人之父柳濑嵩没有继承

人；日本皇后美智子、田中真纪子、松下幸之放弃继承。美

国五大投资银行之一的贝尔斯登公司美籍华裔副董事长唐

伟所在的公司有个很独特的规矩,就是高管必须至少把4%年

收入捐献出去,然后把捐献记录送到董事会办公室备案,否

则就要自动离职。 

新事物代替旧事物需要量积累过程,是在旧事物的内部

进行的,社会是有连续性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不是马上就出现了一个和资本主义没有联系的新社会。而教

条的、僵化的思维定式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

资本主义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的因素,如斯大林人为只能在

打碎资本主义,才能建立起来社会主义。为什么资本主义国

家垂而不死；腐不朽,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按照马克思

主义思想来解决发展面临的难题,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

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已经显露出来了。资本主义将经过

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渐进的变革中逐渐被新的社会形态所代

替。尽管现在资本主义还没有最终灭亡,但客观上已经按照

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趋势在发展。是在灭亡之中,发展过

程就是逐渐否定的过程。但是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西方国

家仍然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帝国主义特质没有改变。如：

“颜色革命”思维；冷战思维；“零和思维”；“修昔底德陷

阱”；美国医保法案、控枪法案通；种族歧视消除不了等等,

而为美元霸主地位而发动货币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

争、叙利亚乱局、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美日在南海东海对中

国武力威胁,不惜发动战争等等无不表现其寄生的腐朽性,

因此,即不能重走僵化老路,也要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改旗

易帜。 

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资产阶级通过

开辟世界市场,各个民族与国家的普遍交往表明人类的历史

已经进入到世界历史。在 1845-1846 年,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

展,可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

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印证了

世界历史理论的伟大预见性和深刻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理论,全球性的普遍联系和普遍交往是共产主义内在的规

定性,是本身固有的。这是正本清源,颠覆了认为闭关锁国照

样可以搞建设观念。闭关锁国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范畴。邓

小平曾深有感慨的指出说,“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

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

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搞

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

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邓小平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的国策。

30多年来对外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对外开放的基

本国策符合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的本质

要求。十八大以来,以习近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体现

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构筑全

球经济贸易新的大循环,成为继大西洋、太平洋之后的第三

大经济发展空间,“亚投行”的成立弥补了现有世界金融体

系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的缺口。“一带一路”战略构

想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实现战略转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

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的外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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