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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中国

梦”是我们的，更是青年一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需要依靠广大青年的不断努力。

要提高青年人的理论素养。理论是科学化、系统化、观念

化的复杂知识体系，也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青年正处于世界观、方法论形成的关键时

期，特别是在知识爆炸、文化快餐消费盛行的今天，如果能够

静下心来学习一点理论知识，对于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辨别是

非的能力有着很大的帮助。

要提高青年人的政治理论素养。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回首近代

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

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建立青年人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必须要对他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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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

育。

要提高青年人的创新能力。创新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

展的不竭动力，培养青年人的创新能力是全社会的重要职责。

但创新从来都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它需要知识的积淀，需要

理论素养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最为重大的理论

创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青年人创新能力的提

升。

要培养青年人的远大志向。“一个民族只有拥有那些关注

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

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关注人类

自由与解放的理论，是胸怀世界、关注人类的理论，青年人志

存高远，奋发有为，应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胸

怀世界，关注人类。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我们编写了这套《马克思主义简

明读本》系列丛书，以便更全面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知

识。希望青年朋友们通过学习，能够切实收到成效。

韩喜平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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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

主义论》）一书，是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和恩

格斯思想与事业的继承者——列宁，于1916年6月在瑞士苏黎

世创作完成的，并于1917年9月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

新阶段（通俗的论述）》为书名在俄国彼得格勒出版。它是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

主义学说的继续与发展，是一部划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

典著作。

《帝国主义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马克思

《资本论》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19世纪末至20世

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所呈现出的新特征，剖析了这一

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阐明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

高阶段的实质，阐明了帝国主义产生、发展和最终必将走向

灭亡的客观规律；批判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关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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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的错误论断，打破了他们企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达到

永久和平的幻想，作出了“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

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论断；明确指出了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过渡的”、“暂时的”历史阶段，在

这个阶段中，无产阶级社会革命随时可能发生并取得革命的

胜利。《帝国主义论》所体现的列宁思想，在俄国十月革命

胜利后得到了肯定的实践验证，并由此开启了20世纪世界社

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新时代。

《帝国主义论》问世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光阴，

但它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

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借由经济全球

化的浪潮，其表现方式和发展手段都呈现出与以往帝国主义

的不同。殖民时期帝国主义的暴力掠夺、瓜分世界被新殖民

主义的经济渗透所取代，大型垄断组织被跨国公司和国家间

经济合作组织所取代，这种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隐形

侵略，成为了新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奉行其帝国主义

策略，垄断国际经济市场和推行强权政治的合法手段。其帝

国主义的实质和特征并没有改变，甚至将列宁所论述的帝国

主义特征发展到了极致。所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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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指引我们认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指导无产阶

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

义。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攻坚阶段，同时，

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纵深发展阶段，特别是21世纪后，我

国成为国际世贸组织的成员国，经济发展真正与全球经济相

融合。在这种时代背景和发展要求下，中国更需要把握好改

革方向，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和跨国集团对我国进行资本输

出的实质，才能在经济、政治改革与发展中坚定社会主义发

展道路，振兴民族工业，实现民族复兴。因此，不论在认识

论上，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上，《帝国主义论》

都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

到，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帝国主义虽然产生了一些

新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但其实质并没有丝毫改变。列

宁留给我们的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

主义的道路上的强大的思想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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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帝国主义论》的诞生

第一节　历史背景

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

《帝国主义论》）一书，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基础，深入地

分析了自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后，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

义的发展产生的新变化、新问题、新趋势，科学地概括了帝

国主义的本质、特征以及发展规律，进而提出了一套科学、

系统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

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任何思想

理论的产生，都要有形成它的环境与土壤。《帝国主义是资

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诞生并非偶然，也有着复杂的时代与

历史背景，只有首先了解这些背景因素，才能使我们更好地

理解和把握它的精神实质与现实价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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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变化

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到了19世纪60年代—70年

代进入了顶峰时期，开始逐渐向垄断经济过渡，直至20世纪

初，资本主义完全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此时，列宁注

意到，在这一过程当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

多不同于以往自由竞争时期的新的经济特征。正是这些新的

社会经济变化，为列宁形成新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提供了

必要的社会物质基础。

1．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而生的，

封建社会后期手工业和商业的兴旺，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

步。从16世纪开始，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

发展，封建制度下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

步提高，不能满足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于是，以1566年

的尼德兰革命为开端，西方各国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164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了

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自此，自由竞争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

中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企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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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家自主经营、不受国家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地展

开竞争。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在残酷的自由竞争中保持优

势地位，资本家们除了加强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之外，还不

得不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

以积累资本实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

力，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可以说，19世纪60

年代—70年代都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上升时期。

2．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特征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所呈现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资本家生产经营的规模并不大，所占有的资本数量相对

较少，因此，生产集中与资本积聚的程度也较低；第二，资

本主义企业以资本家独立经营为主要形式，资本家之间以自

由竞争方式为经营准则，不同规模的企业在资本实力上的差

距并不大，因此，企业之间保持着自由的竞争关系；第三，

银行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虽然已经稍具规模，但力量仍然很薄

弱，不能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银行

在这一时期只是扮演着借贷双方信用中介的角色；第四，资

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真正起到调节作用的是市场价

格这只“无形之手”，资产阶级国家政府甘当“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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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原则，形成了一种

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然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这

些特征，也决定了自由资本主义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这

种局限性集中表现为19世纪70年代后陆续爆发的周期性经

济危机。起初仅在个别国家爆发的经济危机很快扩大到全世

界的范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深受其害，社会生产力遭到

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完全陷入极度混乱与动荡的危机漩涡之

中，难以自拔。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标志着资本主义

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的开始。

自由竞争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企业

的规模不断扩大，少数大企业凭借自身在资本和技术上的雄

厚实力，逐渐排挤乃至兼并中小企业，从而加快了生产和资

本向大资本家手里集中的步伐，在这个阶段中，垄断组织还

处于萌芽时期。在19世纪的后30年里，资本主义世界频繁爆

发经济危机，而且危机出现的周期变短，由原来平均10年左

右的时间间隔，缩短为平均7年左右，这又使大量中小企业

相继破产，大企业的实力变得更加雄厚，生产和资本进一步

集中，垄断组织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这就为资本主义向垄断

阶段过渡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到了20世纪初，“集中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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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世界主要资本

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取代了自由竞

争，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确立起统治地位。

不同于自由竞争时期，垄断时期出现了新的经济特征。

列宁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新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新问题进行了

系统、深入的研究，对资本主义垄断阶段进行了深刻的剖

析，并科学地总结和阐明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经济的基本特

征和实质，最终在《帝国主义论》一书中，全面系统地揭示

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发展规律。

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主要体现

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列宁的《帝国

主义论》是无产阶级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斗争的产物。

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起，资本主义社会便逐渐分裂成

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

间的矛盾和冲突由来已久，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

阶级矛盾也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

的对立，从起初无组织的状态逐渐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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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无产阶级不断壮大成为一支独立的

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诞生了，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马克

思曾经这样说过：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最先

进、最有前途的阶级”，“能够把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

动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

阶级都要坚决和彻底”，“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担负起资产阶

级掘墓人的历史任务”。随着垄断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内

部垄断组织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统治不断加深，无产阶级与

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进入了

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了给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作

好充分的理论上的准备，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阐明

新的时代特征，在思想上武装好工人群众，在这种阶级斗争

发展的新形势之下，《帝国主义论》应运而生。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20世纪初，随着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资本

阶段，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在资本

主义国家内部固有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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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的同时，世界上最大的几个资本主义

国家已经将世界瓜分完毕，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各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利益驱使

帝国主义国家想要重新瓜分世界，于是，一场酝酿已久的世

界性战争终于在1914年9月间爆发了，史称“第一次世界大

战”。正是由于这场世界大战的爆发，刺激了真正的马克思

主义者们开始思考：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这场

战争的性质是什么？战争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什么重

大影响？当务之急我们该做些什么？等等。列宁总结了前一

时期对帝国主义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帝国主义论》一书中

对这些问题一一作出了深刻的回答。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爆发的这场战争，更加使全世界劳动人

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来，劳动人民就

一直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

论在其自由竞争阶段还是垄断资本阶段，这种剥削和压迫都不

断在加深。世界大战对于苦难深重的世界劳动人民来说无疑是

雪上加霜，使原本就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形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条件之下，无

产阶级能不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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