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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正确地把握了自然和社会规律，并用以分析这个变化

的世界。21世纪的世界是质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存续的时代，是全球性制度变革的时代，是两种制度

共处、竞争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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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 

 

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时，西方国家大肆叫嚷：“社会主义崩溃了”，“马克思主义破产

了”。但崩溃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破产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西方以苏联的解体为理由，高唱“社会

主义崩溃”、“马克思主义破产”的“凯歌”，是他们判断失误。这17年中，中国、越南、古巴分别

制定了谋求社会主义的独自的路线，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占据的

地位和比重越来越大，而这样的趋势在21世纪将会进一步加强。世界的现实也与西方的“凯歌”背道

而驰。 

1．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与现代的自然科学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世界观。一种世界观在世界上占据的地位，是由那种世界观是否正确地把

握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自然和社会而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站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立场上观察大自然。恩格斯在19世纪

80年代的著作中表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

式。他强调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对于生命的问题、精神和意识的问题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地澄清。但

是，即使对这些自然科学还没能做出明确回答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大胆地提出了唯物论的观

点：“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意识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即人脑的产物”。其后自然科学研

究得出的结论证明了生命是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存在。而关于精神、意识的结论是：人脑是由140亿

个神经细胞的网络组成的，所有的精神活动都依靠这些网络的机能。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自

然观，通过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证明其正确性。观念论自然观赖以存在的根据，在生命和意识这

些最后的领域里，也越来越削弱。 

2 历史唯物论的各种命题已成为社会上的“常识”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就是历史唯物论。160年前，马克思首次提倡这种社会观时，被人们当作对

社会的一种离奇观点。然而，历史唯物论的许多命题现在已成为社会上的常识。 

比如，“社会发展的基础中有经济的结构和活动”这个命题。这在160年前是崭新的观点，而现

在，在观察世界时，大概基本没有人只看政治或者文化、宗教，而不看经济吧。“在复杂的社会关系

中，构成其基础的是阶级这种人的群体的行动”这个命题。现在，无论研究哪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社



 

会、政治，如果不考察大财团、大企业集团的情况如何，工人、农民的状况如何，就不能说已经研究

了那个社会。“社会历史中，有随着经济模式的变化社会形态产生交替的历史”这个命题。历史上交

替的社会形态，可以列举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而还有社会主义社

会。把社会的发展阶段按经济模式进行划分的“历史感觉”，这种观点在历史学领域已经十分普遍

了。 

3 谁能够分析变化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可能会说：历史唯物主义解释过去的历史或许是成功的，但对当代的解释却

是失败的。因为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要没落，而事实上资本主义不是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吗？ 

20世纪初，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统治了整个地球。但是，经历了一个20世纪，这种状态从根

本上发生了改变。世界上产生了社会经济性质不同的四种群组：世界总人口约有62亿，其中，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群组约有9亿人，谋求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群组约14亿人，取得政治独立和主权的亚非拉国

家群组约35亿人，苏联、东欧圈的国家群组约4亿多人。现在，资本主义置于他们统治下的只不过是

世界总人口的1/7。 

有能力分析这个已发生变化的世界的经济学，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别无他属。马克思反

复强调，资产阶级经济学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只知道资本主义社会，顽固地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规

律就是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规律。马克思的批评原封不动地可以适用于当代西方经济学。这种经济学

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特定的时代产生、发展的特殊的历史形态。从社

会经济制度的角度观察，当今世界是多样化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以谋求社

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既具有与一般市场经济共通的性质，也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

机制和作用，有不同的逻辑和规律在起作用。然而，那些只知道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经济学，是无法

从原理上理解这些不同的机制和作用、逻辑和规律的。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感觉”是马克思社会观的一大特征，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如此。所

以，这种经济学具有理解当代多元化世界的能力。最为重要的是，它具有发现谋求社会主义的市场经

济的逻辑和规律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马克思主义担负的现实课题之一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社

会以外的其他经济学。 

 

二、如何看待21世纪的世界 

 

1 质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存续的时代 

21世纪将是质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存续，换言之，就是制度变革将在世界范围内提上日程的时

代。之所以这样看，最大的根据是当代资本主义陷入的矛盾的严重性。 

马克思彻底分析了19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利润至上主义是构成资本主义的所有矛盾

的根源。马克思的批判也完全适用于21世纪的当代资本主义。举两个实例说明。 

（1）关于占地球人口半数以上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们的前途问题。资本主义入侵中断

了那些国家各自发展的道路，而殖民体制崩溃近半个世纪后，资本主义并没有给那里的大多数的国家

提供自主发展经济的条件。如果不能为他们提供新的自主发展经济的条件的话，那就不得不问：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有没有资格作为世界性的制度存在呢？ 

（2）地球环境问题。二氧化碳占地球大气的0.03%，这在过去4亿年间没有变化。但是，由于利

润至上主义造成的无限制的经济活动，仅在最近几十年间，这个比例开始变动了。如果资本主义没有

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人类社会就不得不做出判决：资本主义没有能力管理地球。 

2 全球性制度变革的时代 

制度变革的可能性并不只限于世界的某些特定地区，而是存在于按照社会经济性质区分的每个群

组内。但是，制度变革作为一种现实课题成熟的过程，将是相当长期且复杂的，还需要各国在本国内

独自努力探索出一条接近社会主义变革的道路。 

 



（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群组。在这里，利润至上主义的弊端和矛盾表现得更直接。日本共产

党在当今日本的形势下，采取的是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分阶段进行的战略方针。这里说

的民主主义革命是一种具有两项主要任务的新型的民主主义：第一，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陷入

的“举国对美从属状态”，恢复真正的主权、独立；第二，打破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异常专横的大企

业、财团的统治，实现民主改革。 

（2）占世界人口过半数的亚非拉诸国。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方式和水平上呈多元

化，但都面临着加强民族独立、提高经济水平、消除贫穷等诸问题，强调自主，不容许任何国家的霸

权主义。个别国家可能会不通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在资本主义发展薄弱的国家，不

经过资本主义而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有预想的道路，且已经在中国、越南、古巴

的革命中付诸实践。 

（3）通过选举“获得议会的多数实现革命”的路线。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委内瑞拉、巴西、

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成立了左翼政权，这都是通过选举获得多数而实现的。马克

思、恩格斯就19世纪的革命曾指出，在确立了人民主权的政治制度的国家，“获得议会的多数实现革

命”是可能的。在人民主权的民主主义已成为主流的当今世界，这种方式变得更加意义重大。 

3 两种制度共处与竞争的新阶段 

谋求社会主义的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这两种制度的共处和竞争将迎来新阶段。21世纪

将是考验资本主义制度在处理地球环境等一系列人类性课题的能力的时代，新生的谋求社会主义的国

家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将考验他们的制度是否可以成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有效形式。过去，谈到两种制

度共处和竞争，首先考虑的就是经济增长率的竞争。而现在，有能力有效解决这些人类性课题，将成

为衡量社会制度的标志。 

英国《卫报》关于2004年“世界扶贫大会”的一篇报道中说：“1981年以来约20年中，中国将一

天不足1美元的中国人口从4亿9千万减少到8千8百万，减少了约4亿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同期全世界

脱贫总人数的约3/4”，“中国向世界提供了将数亿人口从贫困中挽救出来的经验”，“一个取代西方

发展模式的强有力的不同模式已经出现”。世界银行总裁对此的评价是：“在这里，关于扶贫的方

法，有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现阶段两种制度竞争的状况，已鲜明地显示出来了。 

在经济领域，作为人类性课题凸现出来的许多问题，从性质上分析，如果不找出合理管理经济活

动的方法，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这就要求把经济活动置于社会的共同控制之下，这牵扯到人类性

课题和制度问题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指出，“社会的理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总是在

事后才产生作用，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则是在事情发生前就发挥作用。现在的时代，在事关人类

的持续生存和地球的持续运转问题上，更加迫切需要“社会的理智”事先发挥作用。 

中国正在努力解决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如纠正贫富差距、环境保护、城乡矛

盾等问题。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成功，在具有国内意义的同时，作为在两种制度共处与竞争中的成

功，又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希望中国在进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谋求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特

的优势，取得巨大成功，从而强有力地推动21世纪的世界性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郑萍翻译整理）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