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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存在共同发展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存在共同发展,是指杜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

∷内同时存在共同发展。这个意义上的
“
同时存在共同发展论

”
,是马克思、恩格斯未曾预料

到的,是与列宁的观点不尽相同的。我们国家在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以前,长期实行阶级斗

争为纲的政策和闭关锁国的方针,因此不可能提出这个理论:只有在党的十一属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指引下,在十年改革开放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和必要对这个理论进

行科学的论证。                 '
(-)

十年内乱结束以后,中 国的历史发展到一个重要关头。社会主义要继续前进,经济要继

∷续发展,就必须重新认识自己 (社会主义 )重新认识世界 (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 ),制定出

符合实际的正确路线。 “
同时存在共同发展论

”,正是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的一 个 理 论 成

果。这个重新认识过程,同十一属三中全会以来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是完全一致的。大

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转
1变 ,成为新时期的起点,具有重要意义。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功绩就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果断地把党和囤家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改革开放
●妁方针,提出了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问题。在改革开放和祖国统一大业方面 ,

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期间,有了重要发展。

在改革开放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 
“
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

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 自力更生的

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

。这

里不仅提出了一条改革开放的方针,而且表明改革与开放必须同步进行,两者互相联系,互
相促进。三中全会以后,农村首先掀起了经济体制改革热潮,并很快波及到城市 企 业 。 同
∷
时,经济体制改革又牵涉到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 8月 邓小平同志作了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妁改革 》报告,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改革推动着开放的进程:1980年 5月 中央

抉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经济特区,19泓年又开放沿海14个城市;纠正了对外关

系方面存在的
“
左

”
倾错误,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对外政策,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发展

友好关系,特别着重调整了中自、中美、中国和西欧的关系,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破 革开放的步子能迈这样大,正是基于对国情和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我国生产力 处 于 低 水

进程



平,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处于高层次,两者之间的差距正是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

依据之一。邓小平指出: 
“
现在中国还很穷,国 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美元。 ”

因此 ,

“
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
。他着重指出: 

“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

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琏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

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
”

①他认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ˇ

外国经验, “
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

”
②我们党接受了邓小

平的思想:在十二大上制定了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经济发展战略,并把实行对外开放,按

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规定为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

在祖国统一大业方面,这一阶段亦有很好的开端。邓小平同志把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

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以及加紧现代化建设列为80年代的三件大事。根据叶剑英发表的解决:

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经五属人大五次会议通过,1982年 宪法第32条规定
“
国家在必要时得

设立特别行政区。
”

这就为解决台湾问题,以及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在法制上确立了基本原 ^

贝刂。

在这一阶段,是我国改革开放全面开展时期,理论上则若重突破教条主义柬缚,认识了
。

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经济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二阶段,党的十二大以后到十三大以前。这一阶段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在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总题目下,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祖国统一大业以及世界局r

势等方面的思想有蕈大发展。

首先,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平指出, 
“
文化大革命

”
啭:

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 “
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么样搞社会 主义。

”

“
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 “
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

义,′ 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

社会主义
”

③ρ他论证的中心点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经过百年左右的:

艰苦奋斗,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接近和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体现社会主义 的优 越 :

性。这就不仅指出了发展生产的任务,而且强调发展生产力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ρ这一点:

对我们理解两种社会制度共同发展的长期性很有帮助。

其次,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在198硅年提出了
冫
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
的构想,即∵

实现统∵以后,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台 湾、香港、澳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在香港问题:

上,提出在1997年收回主权以后五十年现行制度不变。邓小平还进∵步指
·
出: 

“
有些国际争

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
”

。
“
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 以先不谈主权问题,先进行共同∵

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
”

④
“
一国两制

”
、 “

共同∵

开发
”

是邓小平同志为解决中国统一以及国际争端提出的新思维和新办法。

第三,邓小平同志提出
“
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ρ

”
和平问题也就是东西方

ˉ

关系问题,关系到全人类的安全。从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考虑,我 们 党纠 正 了过 去一

直认为新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提出新的理论: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致,.反对霸权主

义,维护世界和平,世界战争是可以制止绅。发展问题就是南北之间、穷囝和富国之间的经

济关系问题,这是两太问题中的核心。正如邓小平指出的
“
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

展中国家越来越穷
”, “

南方得不到适当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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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可能就没有出路。
”

⑤由此,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歧治新秩

序 的设想。  §

在这一阶磷,邓小平同志不饵从中国而且″、全球角芟出发,≡ 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为我

们认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论 :

第三阶段,党的十三大。党的十三大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个理论,鼠定了一条路线,

确定了一个标准。十三大在总结十一属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提 出了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理论, “
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这个阶段全部工作的

中心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有两个基本点,即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改革开放这个总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

的新发展,它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十三大提出: “
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

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

⑥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理

论的提出,基本路线的制定,生产力标准的确立,保证我们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继续前进。∫

通过对十年改革开放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回顾P可以看出世界在发生巨大变化,人类文明

在突i飞猛进,这△切都要求我们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党的十一属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已被事实证明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是正确的,这条路线是全党、全国人民

智慧的结晶,而在这条路线的形成和发展申,在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建设、改革 :

开放新局面的开拓中,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

识,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      ∶   ′

特别要说明的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方针, “
一国两制

”
的构想, “

共同开

发∵昀思路以及和平与发展是L+界 两大主题等,已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抛
弃了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已经包

含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存在共同发展的尽想。因为他所论证的开放,主要是指对发达国

家开放 (对第三世界从来就是开放的 );f一国两制
”
是指在一国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

共存;和平与发展是指在全球范围内穷国和富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发展。这些理论

都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果,无一不包含两种不同社会制度长期共同发展的思

犭廷廴。

(二 )    ∶

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在相当长时期内同时存在共同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未

曾预料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里有句名言: “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

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
o按照他们的本意,在世界范围内是资本主义灭亡基础上建立

社会主义,是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发达国家 )与新的

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同

"存
在J

马克思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

合生产力的性质,运用来观察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个基本矛

盾推动着资本主义的运行。虽然马克思充分估计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诸多囚素和基本矛盾发

展的复杂性,但是,从总体上看,他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多侧面、多层次以及曲折变



化分析不够。突出地表现在把资本主义刚刖确立统治时期所出现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臣

碍生产力发展的现象,看成资本主义的丧钟敲晌了,资本主义似乎快要灭亡了。事实上,这一

时期,无论是初次出现的经济危机,还是延续各国的动荡不安以致混乱不堪,正是资本主义

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正是摆脱封建生产方式的桎梏和建立资本主义新秩序的
“
阵痛

”
表现。

如果把这种情况误认为是死亡的征兆,就把基本矛盾运动的分析简单化了。马克思在论证资

本主义基本矛盾时存在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笫∵,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确立统治以后的基本矛盾运动分析和论证有失误。马克

思正确分析了资本主义产生的长期性,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

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但是,当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刚刚确 立 之 时 ,

就认定
“
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

”
⑧这就把资

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瑷解得太羊一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总是在矛盾中发展的,两
者相适应时,矛盾表现为缓和,经济呈现发展趋势;两者不相适应时,矛盾表现为尖锐,不
断出现危机。但在整个19世 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总体上表现为基本相适应,是

冉由资本主义阶段,是经济发展的上升时期。当然,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

危机,资本主义的稳定总是间杂着资本主义的动荡。纵观历史,这又何尝不是一切生产方式

条件下带规律性的现象呢!因此,不能把资本主义出现一次两次,甚至十次二十 次 危 机 现

象,归纳为
“
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

”
的观点。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把资本主义

趵发展亦如它的产生一样,看成是长期、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比封建制度进步得多,

而封建社会在欧洲存在上千年,在中国历时两千年,难道资本主义的存在就只有一二百年 ?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确立统治和初步发展时期判定为即将灭亡时期,因 而不

可能得出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可以并存的结论,当然更淡不上共同发展了。

第二,对社会主义出现的复杂性缺乏分析。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产生的前提是资

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太狭窄,从而严重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还

认为,由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强大,因此,只有各国无产

阶级共同行动,才能对付资产阶级的联合镇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只能首先在西

欧出现,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东欧,对于处于封建制度之下的亚洲,则从未设想过可能取得

社会主义的胜利。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对历史发展的多变性:复杂性估计不足。这个理论

后来被列宁纠正了。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未曾设想和分析过社会主义同发达资本主义在世界 上
“
同 时 存

在
”
,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理论上一个重大缺陷,而且对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带来了不利

影晌。

列宁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的新时期。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资本主

义练条的强大环节上而只可能在薄弱环节上突破,因此,经济落后国家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

义革命胜利。这一理论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这样一来,世界的格局出现了新变化,发达资

瘁主义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已经出现,两种不同社会制度
“
同时存在

”
了。

但是,列宁的
“
同时存在

”
理论,同 我们这里所说的

“
同时存在共同发展论

”
是不相同

的。列宁认为两种社会制度只能短时期内同时存在,丽不可能共同发展。他曾指出,资本主

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表现出了垂死性, “
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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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世界进入了无产阶阶革命时代 ;“帝△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

前夜
”

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但 “
长期和平共处是不可思议的

”
。⑩

列宁的论断存在者明显的缺陷。其缺陷集中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垄断的认识上。他认为垄

澌资本主义就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资本主义,这就不符合实际了。

首先,垄断资本主义存在停滞和发展两种趋势。列宁本人也认为,一方面垄断引起生产

力发展的停滞,另一方面, 
“
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

”
⑧。事实也正是

这样,本世纪20-30年代资本主义的停滞趋势表现明显,而二次大战后尤其60-70年代大发

展的趋势则充分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停滞和发展总是交替出现的。如果在某∷

一历史时期看到资本主义处于停滞状态,就认为它已垂死,那以后又出现发展趋势,我们又

怎样评价?80年代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停滞时朋,但这很可能孕育着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资本

主义的又一轮大发展。所以我们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的两种趋势,而不能把停滞时期简单判定

为垂死阶段。

其次,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阶段,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它的成熟性表现

在:首先,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这个结构中包括上

层建筑系统、所有制系统和生产力系统。这三大系统不仅各自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而且相互

发生作用,能在比较大的程度上经受危机甚至较大危机的冲击,使资本主义在曲折中呈现发

展趋势。其次,1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的发展,扩大了经营规模,增强了资本势力,不仅在一

国范围内而且在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加强了生产的计划性、组织性,使各种危机的破坏程度

大大减弱。再次'垄断组织为了加强垄断地位,增加竞争能力,不惜花费大量资金资助新科

拽的开发和新技术的创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此外,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 ⒈,人
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明显提高。这些情况表明,垄断资本主义不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雨是成熟的资本主义。成熟和垂死是有严格区别的。正如一个人一样 ,成年是生理上的成熟期
'

但到死亡还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作为一个社会形态,从成熟到死亡时间就更长了。马克思说

过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

②。

列宁正确认定本世纪初资本主义已过渡到垄断阶段,但他误认为垄断出现之日,就是资

卒主义灭亡之时。因此,他也同马克思1恩格斯一样不可能得出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可

以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论断。

斯大林和毛泽东也设有提出两种社会制度共同发展的理论。斯太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同发

达资本主义共存了30多年,他却认为二次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出现了总危机, “
是既包括经

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
”

而且还判断,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加剧瓦 解, 唯 独 苏

联、中国等革命胜利的国家经济实力日益增长 o。 他还认为列宁说的资本主义进 入垄 断 以

后,发展比从浒要快得多的论点已经失效了。毛泽东的论断带有更浓厚的感情色彩,他认为

二次大战后,从政治上看是
“
东风压倒西风

”
,从经济上看是

“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

天天妊起来。
”

长时期以来,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只有对立,没有合作;只有区别,没
有联系;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共同发展的余地。

当今世界的现实却是另
一

番景象:社会主义在挫折中前进,资本主义在动荡中发展,谁
也没有吃掉谁,谁也没有消灭谁,而且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看,资本主义更胜∵筹。近年来 ,

讧仝主义同资本主义的联系加强了,合作增多了,出 现了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 奇 迹。 因



此,我们必须面对世界现实,研究新情况,提出新观点、而不应固守教条。

`(三 )

社会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同时存在共同拔展的局面已初步形成,这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近半个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

根本原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结果。一种社会制度,只要它的
'经

济绮构还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就有存在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各国生产力相对落

后,它是新生的社会制度,生产力发展有很大潜力。资本主义生产力已发展到较高水平,但
它仍有较大发展余地。在经济发展上,两种社会铜度各自面临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

还存在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诸如工业、粮食、贸易:资金等问题,以及人口猛增、大气污

染亻资源枯竭、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问题,都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这些影响生产力的发

展,需要世界各国共同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共同发展的基础。具体原因

有以下几个方面:      ∷

笫一,时代发生了深刻变化:氵 0年代末8Q年代初,人类社会进入了∵个新时代,这就是

从革命和战争为主要内容的时代转变为以和平、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时代。促进时代变化的因

∶素是多方面的 :

首筇,∶ 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经过长期的对立和斗争,终于转而承认现实,调整政策,出
现了缓和、和平的大气候。社会主义从欧洲走向亚洲,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封锁t孤立政

笨破产了,· 转而采取承认现实的态度。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己发展的挫折和世界潮流中卜也认

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潜力,纠正其 f左〃的错误,重新调整政策。东西方的关系逐步缓和,∶

促进了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j

~∴其∷次∷发展经济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60∵70年代申期经

历 了高速发展时期,但从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持续停滞现象:经济增长率=直保持在 2%
∵∴3%n正如邓小平指出的: “

资本圭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丿再发展

润题:” ◎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9以 80年代中期而论:美国人均国民生产

苒值比中国高出50倍以上。社会主义国家妾发展,不仅要改革旧的经济体制Ⅱ实行开 放,政

策,更强烈要求有一个长期和平与安定的国际环境。     ∴ ∷⋯∶.Ⅱ    ∷∶∷

再次,新的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的兴起,Ⅱ 对时代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j从生产力 角度

看̄厂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卉发和应用,把人类社会推向了

电子时代、。信息时代:发达国家要解决继续发展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要解决摆脱贫困间题丿

都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新技术的i研 究和应用。面对新技术莘命的兴起∷
“
在跃向未来的赛跑

中,穷国和富国站在同∵条起跑线上。∷⑧只有在长期和平条件下j各国携手合作丿才能带

来持久的共同发展。               ∶            ∷·

还有∵点也是必须指出的'两次世界战争的严重后果,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使全

人类都逐步认识到和平的极端重要性。  ∶       ∶ ,

今天的时代,对话代替对抗,谈判桌上的讨论代替战场上的较量已成为发展趋势。商品

经济席卷全球,现代工业文明走向世界:虽然和平仍受到多种因素的威胁,发展还存在重重

涠难,但是,∷ 应当说和平时代开始了,共同发展的时代到来了:  ^∶

12



第二,共同发展是两种社会制度经济机制运行的结果。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 年 的 实

∷践,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最根本的任务,但有两个屯要因素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一是高度集

∷中的计划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缺陷是排除了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二是科学技术落后,资

金短缺,经济效益不高。近年来,各国相继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

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重要理论。党的十

三大重申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要求充分利用外资,∷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十三大

以后,中央进一步提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一系列措施,有力

冲击着旧经济体制,不仅借鉴了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的经验 ,使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贫,

而且引进了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科学,加快了发展进程。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要继续发展,同样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单一的市场经济不

仅使生产力严重浪费,而且不断薄成危机;二是过剩资本如果长期找不到出睁:也拿带来不

利影响⒐他们在国家干预下不断寻求市场与计划结含的体制。垄断的国际化笨犀冫Ⅱ也促傅搴

达国家建立国际经济协调机构,以促进市场与计划经济结合的体制形成。笨∴涔国家涎剩资本

要找出路,商品国际化正在向资本国际化转变p.而 社会主义国家又因资金短缺|使不少建设

项 目上不去。两方相结合,就能促进共同发展。总之,社会主义要发展,必须借助发达国家

Ⅱ韵先进科技、管理科学以及资金;资本主义要继续发展,必须利用社会主义广阔的市场。如

果社会主义继续贫困下去,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没有出路。要使双方有利,必须共同发展,只
∴有这样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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