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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研究党的资本主义认识史的力作
———《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认识史论》一书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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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进程中,
始终都面临着一个如何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资本

主义的问题,党所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思想认识

和政策方针正确与否也关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

败。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

共产党人,依然强调要“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

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

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

认识”[1]67。可以说,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始终

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和当前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因

此,对中国共产党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历程进行系

统研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

义、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现实意义。
由宜春学院李明斌教授等著、人民出版社2017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认识史论》一书,正
是系统研究这一重要课题的学术著作。该书从梳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历程入手,
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观的理论来源,厘清了

中国共产党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对资本主义认识过程中出现错

误的主要原因,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对待

资本主义问题的基本经验,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的方法,比较全面地总结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认识

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整体读来,笔者认为该书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和创新。
一、研究视域全面系统

关于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认识史的研究,已有

成果颇丰,但一般都聚焦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认

识史的研究,或者由于文献资料缺乏,或者由于内容

过于繁杂、涉及人物众多等原因而很少涉猎,研究内

容缺乏系统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

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认

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的认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认识是有重要影

响的,因此本书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认识

衔接起来研究,使得对该课题的研究视域更加宽广,
内容范围更加系统全面。

二、对中国共产党的资本主义认识历程提出了

新观点

对于中国共产党认识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阶段

划分,学界存在着三段论、四段论、七段论等不同观

点,本书认为阶段划分“不能仅就历史时间而分,而
应该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共产党对于资

本主义的认识态度和策略进行划分,这样才科学

全面”[2]13。
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逐步成熟的过程

出发,本书把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认识史划分为四

个阶段:初步认识阶段(1921—1935年),此阶段表

现为对资本主义采取教条式批判或感性的被动应急

做法,并没有客观理性地研究资本主义;部分肯定阶

段(1935—1953年),开始理性审视资本主义并采取

了不少允许资本主义存在甚至利用资本主义的做

法,同时由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实际革命中的负

面作用,又否定甚至排斥资本主义;基本否定阶段

(1953—1978年),这一阶段虽然在经济、政治、文化

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学习资本主义的思想,但
由于过度强调制度差异、意识形态对立,加之种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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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国内外因素的影响,整体上这一阶段处于基本

否定状态;辩证认识阶段(1978年以后),实行改革

开放政策破除了“恐资病”,转变了人们对资本主义

的传统认识。总体上说,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

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日益理性、
成熟。

三、理论和实践分析相结合,特别突出了理论层

面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对待资本主义的认识,既是一个理

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其认识的产生,既有理

论上的根源,也有实践因素的催动;其认识出现偏

差,既与理论层面的方法论偏差等有关,也与实践领

域外交政策的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等有关;其不同阶

段的变化轨迹、发展创新等,也都交织着理论与实践

的互动,因此本书整体上坚持了理论分析与实践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但为了避免研究的泛化,本书又

特别突出了理论层面的分析,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曲折反复

的原因分析。本书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领悟

透,不能全面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历程,不能

全面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及其发展历程,因此本书把

理论原因作为最根本的原因进行阐述。二是本书第

四章专门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对中国

共产党资本主义认识观的影响,而没有对其他社会

历史条件的影响进行面面俱到的分析。之所以这样

处理,是因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偏重于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革命学说,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中认识资

本主义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不甚重视,正是这种

理论上的忽视造成了实践当中的偏差,本书专门用

一章来阐述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观的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理论基础,相比其他学者从多个方面研究中

国共产党资本主义观产生的历史条件来说,不易泛

化,从主观认识上来讲显得更加深入。三是关于中

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经验教训分析,学界大

都集中于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

系、利用资本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等方面进行总结研

究,而本书特别重视中国共产党自身在理论水平和

思维理念方面的经验教训研究,特别把坚定中国共

产党自身的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

文化自信)作为一个重要方面提出并进行研究。
整体来说,本书对“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认识

史”这个经典课题,做了系统性的、具有创见性的研

究。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在新

时代新阶段依然是一个重要课题,当前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的关系无论是在斗争性方面还是在统一性

方面,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对于这些新变化,本书

在最后的附录部分也进行了分析,体现出作者具有

较好的问题意识。当然,随着近几年全球治理问题

的凸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的提出,对资本

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两者间关系的认识和处理

将更加复杂,理论研究者更需要对这些现实问题做

出回应。从这层意义上讲,本书所开辟的理论领域

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有待相关理论工作者去继续

关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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