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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地看待当今世界的“两制关系”
———读《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刘世昱

（辽宁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６）

摘　 要：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将会长期共存且合作共赢是主流，但本质

上依然对立。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辩证地看待当今世界的“两制关系”提供了深刻的理论

基础，其关于“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理论论述表明：需要和私有财产有其积极本质，“两制”
在本质上是对立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科学地看

待私有财产的积极性，不宜过早消灭私有制，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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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１９１７ 年“十月革命”诞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开始，世界上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

制度并存的局面。 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两制”经
历了扼杀与抗争、短暂的结盟、冷战对峙、共存与斗

争并存的过程。 “两制关系”的历史演进有着内在

的逻辑根据，而这一内在的逻辑根据在马克思的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存

在着思想的萌芽，深入挖掘《手稿》中关于“两制关

系”的基础理论对正确看待当今世界的“两制关系”
大有裨益。

一、辩证地看待当今世界“两制关系”的理论基础

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需要和私有

财产的积极意义，并在对他之前哲学家所提出的

“异化”理论进行批判继承基础上阐述了“异化劳

动”理论，同时也指出了自我异化的扬弃以及私有

财产的消灭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一，需要和私有财产有其积极的意义。 在

《手稿》“笔记Ⅲ”“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马
克思分析和批判了“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粗陋

的”共产主义和具有政治性质的、废除国家但还未

完成的共产主义），阐述了需要和私有财产的积极

意义。 一是“粗陋的”共产主义不理解“人类需求的

本质”。 那种在狭隘法律意义上提出的、单纯地通

过废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或使私有财产普遍化，让
物质财富推广到一切人身上就能达到共产主义的观

点，被马克思驳斥为“粗陋的”共产主义。 “粗陋的”
共产主义想象了一种简单的禁欲的共同体，这种共

同体否定了财富，并使人对财富的欲望降低到同一

水平或平均水平，它“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

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

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

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 ［１］７９⁃８０。 它

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生产和需求的增长，也
意味着人类力量和能力的增长。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
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１］８８。 但

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并没领悟这一点，它并不理解资

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是人之生成和解放的必要

基础。 二是“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还没有理解私

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

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 ［１］８１。
马克思有着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的观点本身是震撼

性的，因为当时乃至今天仍有许多左派人士都视私

有财产为一种完全有害的物质财富。 而马克思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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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

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

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 ［１］８８，只是在资本主义私

有制条件之下，整个社会的发展以一种疏离的或者

异化的形式发生。 因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能

被绝对地或者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加以否认。 反而，
它的异化形式必须被扬弃，而它的积极方面被以一

种非异化的方式占有。 进一步说，是否利用私有财

产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积累物质财富，这是由生产力

的发展水平决定的。
第二，“异化劳动”理论潜在地体现着“两制”的

本质差异。 在马克思以前，人们对异化的揭示基本

上还主要是停留在对社会现象的描述上，而马克思

则深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揭示其本质，从而提出

“人的本质异化”思想。 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劳

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但是在私有制

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他指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

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

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１］５８。 所以，劳动的

异化即人的本质的异化。 马克思还从“异化劳动”
的角度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受奴役、剥削和

压迫的现象，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是片面

的、畸形的发展，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消除

“异化劳动”的社会形态，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

都将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

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

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人

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

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

生成的。” ［１］８１

第三，自我异化的扬弃以及私有财产的消灭需

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

化的扬弃问题，认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

走的是一条路。” ［１］７８这是马克思异化思想的一个重

要观点。 这里包含着相互关联的三个过程：“自我

异化”的过程实际上是说人们通过异化劳动创造财

富的过程，也是为异化的克服、扬弃准备条件的过

程。 也就是说，这个过程，既是现实的客观矛盾发展

过程，也是人们的认识过程，还是无产阶级实际斗争

的展开和壮大过程。
马克思在此还专门使用了“自我异化的扬弃”

这一范畴，所谓扬弃即批判性地继承。 在他看来：
“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

义行动。 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

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

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

程。” ［１］１２８

那么，如何理解“走的是一条道路”呢？ 这是说

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是不断地为自我异化的

扬弃准备理论条件、物质条件和组织条件的过程，同
时，这个过程也是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断产生、发
展、壮大的过程。

可见，当时的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要想扬弃异

化和私有财产，必须要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为前提，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生产

力的发展过程，也是自我异化的扬弃过程，可以说，
私有制为生产力的发展和异化的扬弃创造了条件。

二、当今世界“两制”长期共存、合作共赢、本质

对立

新时期，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在低谷中前进的世界社会主义

亮点增多、辐射面逐步扩大，成为资本主义不可小觑

的力量，“两制”都不会轻而易举地战胜对方，加之

当今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两制”将长期共

存且合作共赢是主流，但在本质上依然是对立的。
第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需要较长时间，“两

制”将会长期共存。 马克思在《手稿》中看到了私有

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同谋”造成工人的非人化发

展，看到了私有制必然被公有制所代替。 同时，他也

看到了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并认识到消灭私有财产

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就成

为马克思后来所说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

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２］２８４，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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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２⁃３３。 从上述论断可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而在当今世界，公有制要彻底

取代私有制还需要较长时间，在一段时间内私有财产

还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 一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性还

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它还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
拥有强大的活力。 事实已经证明，过早、过急、过快的

变革生产关系，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必然

会失败。 据统计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后

“到 １９３７ 年，全苏共建立集体农庄 ２４． ３７ 万个，有 １ ８５０
万农户加入，占农户总数的 ９３％ ，其播种面积占全

苏的 ９９． １％ ” ［４］１７。 同时，“从 １９２６ 年到 １９４０ 年，苏
联重工业增长 １８． ４ 倍，年增长率为 ２１． ２％ ，轻工业

增长 ６． ２ 倍，年增长率为 １４． １％ ，农业仅增长 ２６％ ，
年均增长率仅为 １． ５％ ” ［５］２２３。 并且，过早地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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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经济，完全否定市场的作用，彻底消灭了工农

业之间的经济交流，用直接的农工业产品之间的计

划分配方式所代替，导致农业破产，资源的极大浪

费，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二是当今世界的社

会主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都较低。
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之资本主

义国家相差甚远，需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有利要

素来发展自己。 如有消息称“２０１４ 年朝鲜经济增长

了 １％……２０１３ 年朝鲜的 ＧＤＰ 增速为 １． １％……以

人均国民总收入计算，韩国的富裕程度是朝鲜的 ２１
倍” ［６］。 越南在“２０１４ 年全年 ＧＤＰ 按现行价格计算

约 ３ ９３８ 万亿越南盾（约合 １ ８４０ 亿美元），同比增

长约 ５． ９８％ ” ［７］。 尽管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中国的经

济飞速发展，在 ２０１０ 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有学者分析“即使有一天，中国的 ＧＤＰ 总量与

美国平起平坐时，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 也只能是美国人

均 ＧＤＰ 的 １ ／ ４” ［８］。 这说明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所

赖以产生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发育成熟，还需要经过

一个漫长的过程来发展生产力，为新的更高的生产

关系准备物质基础。 可见，社会主义要在全世界范

围内显现出比资本主义更优越，还需要很长时间，要
看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曲折性，要坚

信社会主义必胜，但反对社会主义速胜论。
第二，全球化背景下，“两制”合作共赢是主流。

冷战结束后，过去互不来往的两个平行市场在全球

化进程冲击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不同经

济制度的国家被纳入到统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之

中。 “两制”竞争的重点由军事对抗、意识形态冲突

转变为经济实力的较量，各大国优先考虑的是在以

科技和经济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较量中如何占据

有利地位，经济因素逐渐代替政治因素成为影响国

际关系的主导因素，经济利益成为外交政策选择的

主要依据。 马克思在《手稿》中谈的“私有财产”现
在已经超越了不同制度和民族国家经济的界限，使
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可以

长期相处，共同发展。 也就是说，虽然“两制“矛盾

依然存在，有时可能还会更加激烈，但相互协调与合

作的趋势将不断加强，正如习近平所说的“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各国越来越成

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要摒弃冷

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观念……建设命运共同体，走
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新路，共同维护地区

和世界和平稳定” ［９］。 如“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当西

方经济步履维艰时，中国经济进行了驰援。 ……另

外，在最黑暗的日子过去后，中国允许人民币稳步升

值，对美元汇率与 ２００５ 年相比上涨了 ２５％ ，对大多

数其他货币上涨得更多……试想一下，如果中国采

取了相反的做法，让人民币贬值 ２５％ ，会给其他经

济体带来什么后果” ［１０］。 这说明今天的国际市场是

资本主导的市场，私有财产和资本还具有超强的活

力，如果再以意识形态划线，否定市场经济、否定私

有财产、否定资本要素，那么只会造成自我封闭、孤
立无援。

另外，“两制”的合作共赢不仅体现在经济方

面，而且体现在诸多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上，如
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全球环境治理问题、能源问题、
人口问题等，这些问题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需要

世界各国的合作。 也就是说，处理关乎人类共同命

运的问题不能以国家的性质、价值取向为出发点，必
须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寻求国与国之间的互利共

赢。 可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两制”的合作共赢

是全面的，合作共赢是“两制关系”的主流。
第三，新时期，“两制”在本质上依然是对立的。

今天所要讲的“对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力对抗与

冷战，而是指二者的本质差异。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

的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所要达到的

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尽管

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生

产关系，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福利，在所有制形式上采

取股份制等形式，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

质。 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仍然只是满足工人的

生存需要，工人的劳动产品仍然是归资本家享有，工
人的劳动仍然是自我牺牲与折磨，特别是在当代的资

本主义机械化生产中，工人只是机器的一部分，在这

种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中，科技支配人，使人丧失了主

体性。 如 ２０１５ 年的国际五一劳动节，意大利、希腊、
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都爆发“抗击资本主义”
示威。 这些示威者抗议政府的紧缩政策、不公正的劳

工改革以及高额的税收等。 这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

宣称，虽然菲律宾马尼拉的最低日薪可以达到 ７ 英镑

（约 ６４ 元人民币），这在菲律宾是最高水平，但“离体

面生活还差很远” ［１１］。 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生产的

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不是为了促

进人的发展，只是为了资本的增值，而社会主义生产

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这一点

上，“两制”永远没有焦点，这也是“两制”的根本差异

所在。
三、正确看待“两制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启示

从《手稿》中关于“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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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来看当今世界的“两制关系”，给社会主义建设

以重要启示。 我们要科学地看待私有财产的积极

性，不宜过早消灭私有制，要坚持以人为本，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要科学地看待私有财产的积极性，不宜过

早消灭私有制。 早在《手稿》中马克思就对私有财

产做了客观、科学的评价，他不仅看到了私有财产的

消极方面，而且看到了私有财产的积极方面，如前所

述，他认为“粗陋的共产主义”粗暴地否定了私有财

产、否定了人类的文明、否定了人的需要，提倡禁欲，
看不到物质财富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 因

此，马克思说“粗陋的共产主义”甚至没有达到私有

财产的水平，这说明马克思对物质财富、私有财产、
人的需要等持肯定的态度。 这些论断在其后来的著

作中也有论述。 如马克思在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进行描述中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
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
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

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
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

配！” ［１２］３０５⁃３０６可见，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物质

财富极大丰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可以说，没
有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就不是共产主义。 也就是

说，当下中国还需要私有财产，不宜过早消灭私有财

产，要充分利用私有财产的积极性，利用私营经济的

有益方面，活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正如邓小平在

谈“三资”经济时说：“‘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

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
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１３］３７３在 ２０ 世纪的

中国，５０ 年代中期到 ７０ 年代后期，由于中国共产党

没有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的实际发展状

况，对资本主义盲目排斥和否定，急于变革生产关

系，急于消灭私有制经济，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作用，使整个 ２０ 年的发展都偏离了社会主义发展的

科学道路，给社会主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今天，我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充分发展非

公有制经济，繁荣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第二，要批判资本主义异化人的一面，坚持以人

为本。 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异化人、压迫人和奴役人

的一面，扼杀了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正如

马克思所说：“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

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
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

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

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

隶。” ［１］５３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较之以前已有了巨

大的变化，但是其剥削人和压迫人的一面依然存在，
只是变换了新的形式。 而共产主义的目的则是促进

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宗旨在于实现人的解放，如马

克思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论述

的，人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最高级阶段的特征就

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

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

性［１４］１０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

引力，是因为其坚持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自

１９７８ 年以来，中国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坚持了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

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

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１４］１５５。 党的十七大还明

确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

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也指出：“我们要追求全面的发展，让发展基

础更加坚实。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保证

人人享有发展机遇、享有发展成果……实现人与社

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１５］ 可见，“以人为本”是社

会主义能够赢得主动的重要因素，是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坚持的理念。
第三，要正确判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手稿》中从整体上论述

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关系”“私有

财产和共产主义”“私有财产和需要”等问题，尽管此

时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论述还没建立在唯物史观和

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已经开始从价值理

性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他看到了异化劳动压制了人

的自由自觉的特性；作为劳动、资本的私有财产关系

存在着矛盾，相互排斥；未来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

产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的目的是真正满足“人的需

要”等。 这些问题的论述实际上已经蕴含着马克思一

生为之奋斗的最终旨归———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

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

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发展趋势。 尽管当前资本

主义国家还在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使其适应生产力

的发展，但也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 从现实

来看，由于资本主义自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使得资

本主义存在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每次经济危机都给

资本主义国家造成巨大的损伤，比如 ２００８ 世界性经

济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纷纷陷入衰退，
２００９ 年美国 ＧＤＰ 增长率为 － ２． ４％、日本为 － ５． ２％、
德国为 － ５％、法国为 － ２． ２％、英国为 － ４． ９％，而
２００８ 年的中国经济实现了 ９％ 的增长；２００９ 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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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 为 ４９ ０９３ 亿美元，居世界第三；２０１０ 年中国 ＧＤＰ
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中国经济已成了拉动世界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１０］。 从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优越性。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还

把“两个一百年”作为一项奋斗目标，这不仅说明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说明了

其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可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其无论是

在价值方向上，还是在解放生产力的能力上，都超越

了资本主义。 它不仅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能

满足人们的需要，实现人的生存与解放，其发展方向

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
从《手稿》看当今世界的“两制关系”时，既要看

到私有财产的积极本性及当下的意义，也要看到其

“异化劳动”的本质。 今天强调私有财产的积极方

面目的在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利用私有财产为社

会进步积累丰富资源。 “两制”在本质上永远是对

立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依然是社会主义取代资

本主义。

参考文献：
［１］　 马克思．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Ｍ］． 北京：人民出

版，２０００．
［２］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４］　 李仁峰． 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Ｇ］． 北京：农业出版

社，１９８１．
［５］　 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马龙闪，左凤荣． 苏联真

相———对 １０１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Ｍ］． 北京：新华出

版社，２０１０．
［６］　 韩国央行：２０１４ 年朝鲜经济增长 １％ ［Ｎ］． 参考消息，

２０１５⁃０７⁃１７（０２）．
［７］　 吴逸清，姚艳燕． 越南 ２０１４ 年经济表现及 ２０１５ 年展望

［Ｊ］． 东南亚纵横，２０１５，（２）：２８⁃３０．
［８］　 ＳＵＭＭＥＲＳ Ｌ． 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ｏｓ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ｒ ｕｎｐｒｅｃ⁃

ｅｄ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２０１２，（３４）：５３１⁃５３４．

［９］　 习近平． 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在亚非领导

人会议上的讲话［Ｎ］． 人民日报，２０１５⁃０４⁃２３（０２）．
［１０］　 英媒：中国增长成西方经济“生命维持系统”［Ｎ］． 参

考消息，２０１５⁃０９⁃１７（０１）．
［１１］　 方　 晓． 多国爆发“抗击资本主义”示威［Ｎ］． 东方早

报，２０１５⁃０５⁃０３（０８）．
［１２］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 卷） ［Ｍ］． 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５．
［１３］　 邓小平文选（第 ３ 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６ 卷上） ［Ｍ］． 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７９．
［１５］　 习近平． 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在联

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Ｎ］． 人民日报，２０１５⁃０９⁃２７
（０２）．

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ｗ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ｏｄａｙ＇ｓ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１８４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ＬＩＵ Ｓｈｉｙｕ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１１００３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ｏｄａｙ＇ｓ ｗｏｒｌｄ， ＂ ｔｗ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ｎ⁃ｗｉ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ｂｕｔ ｉｔｓ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１８４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ｅｓ ＂ ｔｗ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ｏｄａｙ＇ｓ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ｈａｖｅ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ｎａｔｕｒｅ，ｂｕｔ ＂ ｔｗ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ｓ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ｉｎ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ｌｅｎｇｔ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ｅｌｉｍｉ⁃
ｎａｔ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ｏａ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ｌｉｅｎａｔｅｄ ｌａｂｏｒ； ＂ ｔｗ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责任编辑：蔡宇宏）

·３１·

刘世昱：辩证地看待当今世界的“两制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