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公有资本的本质

杨　志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公有资本的本质／杨志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４．７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１辑）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０－１９５８７－２

　　Ⅰ．①论… Ⅱ．①杨… Ⅲ．① 《资本论》－马克思著作研究 Ⅳ．①Ａ８１１．２３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４）第１６０６０１号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一辑
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公有资本的本质
杨　志　著

Ｌｕｎ　Ｚｉｂｅｎ　ｄｅ　Ｅｒｃｈｏｎｇｘｉｎｇ　Ｊｉａｎｌｕｎ　Ｇｏｎｇｙｏｕ　Ｚｉｂｅｎ　ｄｅ　Ｂｅｎｚｈｉ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３１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０
电　　话　０１０－６２５１１２４２ （总编室） ０１０－６２５１１７７０ （质管部）

０１０－８２５０１７６６ （邮购部） ０１０－６２５１４１４８ （门市部）
０１０－６２５１５１９５ （发行公司） ０１０－６２５１５２７５ （盗版举报）

网　　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ｒｕｐ．ｃｏｍ．ｃ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ｔｒｎｅｔ．ｃｏｍ（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１６０ｍｍ×２３５ｍｍ　１６开本 版　　次　２０１４年７月第１版
印　　张　２７插页１ 印　　次　２０１４年７月第１次印刷
字　　数　４１４　０００ 定　　价　５８．００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谨将此书

献给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献给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七十五周年庆典！

献给值得尊敬的、在科学道路上不断探索的、

我的导师孟氧先生！



梦想追求真理……

真理需要跋涉……

愿与长途跋涉后还在跋涉的人同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

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

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

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

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

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

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

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

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

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

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

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

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序　言

１　　　　

序 言

（一）

本书的目的是具体地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有理有据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最真诚的坚持，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最伟大的
创新。

本书实际批判了那种讲坚持就 “言必希腊”的教条主义，也批判了
那种讲创新就 “离经叛道”的假马克思主义，还批判了那种讲改革开放
就必须 “坚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中国虚无主义”。

本书坚持从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参与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
立场出发，本着一切从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的原则，把既定
的、历史积淀的前提与创新的、与时俱进的实践联系起来，在包括
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把握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历史
作用。

本书力图在 《资本论》的基础上，揭示资本的二重性从而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发挥公有资本的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最终建立以公有资本为逻辑主体的理论体系，提供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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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本，作为具有历史属性的经济实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机

体，这个有机体的规模越来越庞大；作为社会经济形态，它既是一个由
物质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客观的经济结构，又是一个由一定社会文化历史
背景决定的可供人们选择的经济制度；作为国民经济形态，它既可以是
一个促进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社会化的经济方式，又可以是一个推
动全部经济活动市场化的主体；作为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的
主体，它既是自行增殖运动中的客观存在的价值实体，又是人格化的资
本经营家在社会关系中主观运作的对象———它不仅决定为谁生产、为什
么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等问题，而且决定市场经济活
动的主题或主旋律；说 “市场配置资源”是一种错误，是因为市场只是
资本配置资源的方式。

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资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都还没有
完全发挥出来。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框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竞
争并取而代之的现实基础，仍然需要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催动焕
发。资本无论在全世界的哪一块舞台都在扮演主角。因此，绝不能在现
阶段就把它主观地理解为一种消极的、反动的、短时间就行将灭亡的东
西。相反，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认识资本，承认它具有的复杂的二重
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才能对它实
行行之有效的基因移植和再造，才能创造出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
存在形式———公有资本。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可能以资本运
营为纽带，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经济本质。

（三）

如果说资本内部矛盾的二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为财富的私

有制母胎与财富发达的社会化生产之间矛盾的二重属性，或者更精确地
说，是社会财富的少数人占有与大多数人进行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

那么资本内部矛盾的二重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表现为财富的公有制
母胎与财富相对不发达的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社会财富的



序　言

３　　　　

共同占有与相对不发达的社会化生产，以及由此造成的物质经济财富相
对贫乏的二重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的矛盾二重性，实质上是在社会
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的基础上，公有制本质与实现这种本质所需要的生产
方式的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
产方式必须不断进行变革和创新，即一方面，公有制的本质决定着中国
社会生产的目的一定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绝大多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
文化需要，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又决定了中国的
经济发展上升空间极其广阔。

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目标，不仅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的灯塔，而且还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资本及与之相适应
的市场经济在改革与创新中高歌猛进的动力。在公有制经济矛盾二重属
性中，需要变革的不是公有制目标，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与方式。这是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的根本区别所在。由
此，社会主义在生产方式革命与创新中前程似锦，而资本主义则在生产
方式革命和创新中自我扬弃。

（四）

马克思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

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
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
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
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
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
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
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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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
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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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当代自然科学证明客观世界无不具有二重性，经济科学证明生产方
式及其构成要素也是一样。二重性是介于事物现象与本质之间的，那种
表现为相互对立实际却相互联系的征兆与特质。生产关系系统内部冲突
所产生的动能对生产方式的冲击，比起生产力系统对生产方式的冲击，
一点也不小。认识资本的二重性，既能对资本的构成要素实行基因重
组，又能把资本的运动规律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程序。由此，认识论转
化为实践论，进而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设计。事
实上，资本增殖不仅需要技术基础的创新，而且需要制度基础的革命。
公有制经济的制度创新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以
物质形态的国有资产为主体，它实际上是以公有资本为主体的。把公有
制和资本结合在一起，既需要伟大的实践，也需要伟大的理论。而如何
理解公有制的二重形态，即个人所有制与社会所有制，是坚持和构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要研究的问题。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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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
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

———恩格斯

一、２０世纪的伟大创新———公有资本的产生

２０世纪是一个风起云涌、天翻地覆的时代。２１世纪是一个充
满巨大挑战，同时又充满无限发展机遇的时代。在世纪之交，中国
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
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和发展中国家谋求发
展的得失、对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的分析，做出
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
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而奋斗的伟大抉择。

基于这样一个伟大抉择，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 “１９９２年，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４０６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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