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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
三、《资本论》研究应该有新境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资本论》普及流传最为广泛的国家，几代人深受《资本论》的

深远影响，并从《资本论》中不断汲取智慧和思想。但是，当下的中国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离时代

的关注和期待还有较大的距离，更不用说写出让世界瞩目的当代中国资本论。
当前，中国《资本论》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文本研究功力不足、研究人员青黄不接、高水平成果

不多、研究碎片化、缺乏综合研究和理论体系建设。首先是在《资本论》研究和考据的文本上，功课做

得不够，不能充分掌握历史材料。浅尝辄止，蜻蜓点水，满足于一知半解，空话、套话多，本本主义、教
条主义，对问题研究缺乏长期积累，难以做到毕其功于一役。马克思当年写作《资本论》历程充满着艰

辛，耗时 40 年。整部《资本论》，其中有 2 /3 的篇幅在引用各种调查报告，而且基本都是第一手资料。
正是这种历程和丰富的材料，才注定《资本论》成为一座经济学的思想宝库。其次是聚焦中国问题不

够，缺乏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深度关注。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局部性、对策性问题，而对根本性、全
局性问题的关注较少，大视野下融会贯通的研究更为稀缺，理论研究呈现顾此失彼的局面。多年来，

中国的经济学界缺乏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对重大问题缺乏敏感度，丧失了对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现

实问题的研究兴趣，又受西方主流理论的影响，将大量精力用于验证西方概念的学术游戏中，使中国

成为西方理论运用的“跑马场”。研究的问题既非来自现实，又非理论原创，那些真正值得关注的重大

社会经济问题，如资本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发展模式问题、民生福利问题等，反倒缺少深入的研究。
再次，国际视野不够开阔，缺少大跨度的宏观理论审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从经济的细胞—商品

入手，运用高度的抽象力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运用英国典型材料，纵横驰骋，剖析世界资本

主义的格局和趋势，从而得出视角广阔又有穿透力的结论。同样，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既关注

当今重大问题，视野也并非限于法国，而是扩展到美国、英国、日本和整个欧洲，中国和印度也成为关

注和研究的对象。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大多数理论研究往往就中国谈中国，没有把中国问题

放在国际视野下研究，更没有让世界问题成为中国研究的材料。当今发展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让

世界关注，但是发展的中国理论还存在“时滞性”。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耀眼性让世界经济在暗色中看到了光亮。同样，中国对《资本论》研究应该

有新境界，从而让中国不但真正具备理论自信，而且可以借助中国智慧走向理论引领，毕竟中国是世

界上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最为广泛的国家。

作者简介: 简新华(1947— )，男，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凯恩斯的《通论》不可能取代马克思的《资本论》

简新华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一直流行着一种观点:中国实行的是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同时发

展私有制经济、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缺

乏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合理发展私有制的经济理论，而只有现代西方经济学才是关于以

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适应发展私有制经济和搞市场经济的

新情况、新变化和新要求，已经过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不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

基础，只能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指导，应该用凯恩斯的《通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取代马克思

的《资本论》，也就是要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

展。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不准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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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现代西方经济学

则系统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提出了一整套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方法，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如何合理有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需要学习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也正是这样做的。但

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在现代西

方经济学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取得成功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完全没有市场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关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而

且提出了当时最完整、最科学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主要特征和普遍规律)。《资本论》
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而且是“一般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论”。《资

本论》虽然分析的是商品生产和流通，没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内

容就是商品生产和流通，市场经济只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更为发达的商品经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

企业的生产过程、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的分析就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学，而且非常实际、具
体、深入、明白。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就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学，马

克思提出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公式就是最早的宏观经济数理模型。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的原理仍然是被实践一再证明

的科学理论。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周期性时，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及其相互

关系、需求和供给及其相互关系、相关制度根源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根源

在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与广大劳动者有

购买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个别生产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2008 年美国

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欧盟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科学性，表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没有过时更不是完全错

误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共产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

典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在坚

持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发展私有制经济、在坚持国家计划调节的同时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并

不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也没有否定社会主义经

济发展到高度成熟发达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阶段、所有制演进到单一公有制的时候，将不再是商品

经济或者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的长远趋势。
第四，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严重缺陷，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碰到的许多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找不到

答案，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指导会走入歧途。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

由主义经济学、里根的供应学派经济学，虽然都有值得参考借鉴的东西，但是都存在缺陷:只分析经济

现象，不深入揭示生产关系实质和制度根源;只重视供给或者需求、结构或者总量的单方面分析，忽视

总体的综合分析;只片面强调供给或者需求的单方面管理，轻视甚至否定其他方面的管理和综合治

理;开出的药方往往只治标不治本，只能短期见效，不能长期有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中国作

为一个人口最多、最大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环

境恶化、资源短缺、全球化、国际竞争激烈的国情条件和时代背景下，经济改革和发展不仅会遇到世界

上不同类型国家曾经或者将会遇到的共性问题，而且会碰到别的国家没有的特殊问题，这些独特的问

题是西方经济学家基本不研究的，更不可能在西方经济学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比如，西方经济学

家不仅不研究，甚至从根本上否定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有效途径，而这恰恰

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必须合理有效解决的关键问题。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严重缺

陷、中国面临许多现代西方经济学没有研究的问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改革和发展以现代西方经济学

为指导，就会走入歧途。这不是没有先例的，受“华盛顿共识”影响的拉美国家和苏东国家，不是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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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长期不能自拔，就是陷入衰退长期难以振兴。
第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是指导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和

发展主要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取得成功的。的确，现代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时代

的市场经济相比，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现象、新特点、新问题。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认

真参考、借鉴了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认真参考、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开放

的、与时俱进的，必须也必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吸收和借鉴

西方经济学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深入研究新现象、新情况、新特征、新问题，创新和发展新理论，以指

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但是，决不能本末倒置、弃而不用，甚至完全否定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我们现在正确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仍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正确认识和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

指导。
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关于改革开放和发

展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和重要决定、在党的十二大到十八大报告的指导下展开、推进和取得巨大成功

的。而这些党和国家关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文献和决定的主要精神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虽然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引进、学习、吸收、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

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借鉴”不等于“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并不是在西方经济学

的指导下进行的，而是在以邓小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自己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
点、方法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或者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取得

巨大成就的。
总而言之，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

在许多方面超越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凯恩斯的《通论》代替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作者简介: 刘凤义(1970— )，男，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资本论》的生命之树常青

———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发表 150 周年

刘凤义

一、《资本论》是人类思想史上一部伟大的巨著

《资本论》第一卷已经走过了 150 年的历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150 年是短暂的，甚至是弹指

一挥间，但在人类思想史的海洋里，150 年可能会产生出影响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伟大思想。
《资本论》无疑就是这样一部宏伟的巨著，它像人类思想史中的一盏明灯，指明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

向。从此，人类自身的解放运动无需在黑暗中摸索，它是经济学殿堂中的一颗明珠，为人类认识经济

活动的客观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 150 年的历程中，《资本论》经历了风风雨雨，也掀

起过惊涛骇浪。《资本论》的诞生犹如正午的阳光，无情地穿透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精心构筑的理

论大厦，其中的虚伪、辩护都昭然天下。在《资本论》诞生之初，资产阶级代言人也曾试图用沉默将这

伟大的思想扼杀在摇篮中，但结果他们却发现，《资本论》的思想不仅没有被扼杀，反而更加熠熠生辉。
于是资产阶级代言人又不得不使用批判、诋毁甚至是谩骂的方式，企图阻止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

扩散。然而真理的利箭是挡不住的，它必然会穿透任何用保守铸造的盾牌。而真理一被群众掌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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