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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与邓小平的两个概括 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

重要而又现实的问题。列宁和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创

造性的探索，形成了两个著名的概括，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起

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邓小平发展了列宁利用资本主

义的思想。研究列宁和邓小平的两个概括，对于我们今天建

设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启示。 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因素

来建设社会主义，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

建设者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十分现实的问题。在社会主

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合理利用资本主义，正确处理社会主

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最具代表性的是列宁与邓小平，最具

典型性的是列宁与邓小平的两个概括。列宁与邓小平的两个

概括，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实践上对社会主

义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今天，研究列宁和邓小平的

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资本

主义，正确处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加快社会主义

建设的步伐，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确实践江泽民“三

个代表”的思想，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 十月革命的胜利

，标志着在俄国推翻了资本主义旧制度，建立了一种崭新的

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资本主义列强不能容忍一种异

己的社会制度的存在，试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中”，发动了

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同俄国国内的白匪叛乱

勾结在一起，里应外合，使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巨大的



危险和严重的威胁。然而，俄国人民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

维克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斗，粉碎了国内白匪叛乱，打退了

国外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在这个过程

中，人们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天然

敌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与资本主义发生任何联系，

俄国国内必须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痕迹。但是，列宁却

始终保持着清醒、冷静的头脑，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

须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不可能截然分开。 学

习、利用资本主义，列宁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乐于吸取外

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 普鲁士的铁路秩序 美国的技术和托

拉斯组织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 总和 = 社会主义。”[1]

从列宁的这一概括和其他有关论述中，可以归纳出列宁关于

学习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一，继承和吸收资本

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物质和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的

大厦，必须要有坚实的物质和文化基础，这一基础的直接来

源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列宁看来，在一个农民国家里，

如果不能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材料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厦，

那么社会主义就根本建不成；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

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因此，

“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

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

。”[2]第二，引进资本主义的技术和设备。列宁非常重视对

资本主义技术设备的引进，并把这项工作看作苏维埃政权生

死存亡的大事。列宁认为，苏维埃国家所处的国内外形势，

决定了它必须尽快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否则就不能建

立自己的工业基础。在列宁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维埃俄国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有了很大发展，从而大大加

快了俄国技术设备的更新，开拓了新的生产领域，提高了劳

动生产率，对于恢复和发展俄国国民经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第三，学习资本家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于新生的苏维埃

政权来说，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最缺乏的就是经营管

理知识，而这些知识在资本家那里恰好具备。对于共产党人

来说，不仅要善于破坏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新世界；不但

不做合格的革命者，还要做合格的建设者和管理者。因此，

列宁号召共产党员“向德国人学习，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

”，“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为了推进学习资本主义先进

的经济管理经验的进程，列宁还在苏维埃俄国推行当时资本

主义国家中最先进的管理方法泰罗制。列宁指出，泰罗制虽

然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最巧妙手段，但它却包含着一系列最

丰富的科学成就。因此，苏维埃国家应根据自己正向社会主

义过渡的特点，对这种制度加以改造和利用。第四，聘请外

国专家。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以电气化为特

征的大工业，这种大工业的劳动是社会化的、大规模的，是

建立在科学成就基础上的，所以，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受

过科学教育的专家，没有具备各种知识、技术和经验的专家

指导，便建不成社会主义。但是，在科学文化落后的俄国，

大批的专家从何而来呢?列宁认为有两个途径：一是大胆使用

国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专家；二是高薪聘用国外的专家

。列宁指出，现在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的不是社会主

义的建立和工人的支援，而是那里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

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苏维埃政权才能坚持下去。 



为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必须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列宁概

括了四种形式：第一，租让。就是苏维埃国家以合同的形式

把因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缺乏而无法经营和开发的企业

、矿山、森林的经营权和开发权租让给外国资本家。资本家

可以从中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的额外利润或用别的办法得不到

或难以得到的原料，而苏维埃国家从中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

生产力，在短期内增加产品数量，学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

理经验。第二，合作社。苏维埃国家通过小商品生产者合作

社把千百万居民联合组织起来，将自由贸易所产生的私人资

本主义引上合作制资本主义的道路，并置于国家直接的领导

、监督和调节之下。第三，代销人。就是苏维埃国家把作为

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

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这是国家资本主义在

流通领域中的基本形式，体现着苏维埃国家同流通领域中的

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它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流通渠道

的建立和发展。第四，租借。就是苏维埃国家把国有的企业

或油田、林区、土地、矿山等租给企业资本家，让他们在遵

守国家法令的前提下进行经营，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有利于

恢复和发展苏维埃经济的设备和技术，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

发展，开发国内资源。通过这些形式，使社会主义得到更好

的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