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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性

变革，为研究经济危机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

理论通过战胜地主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各种思潮，通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通过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

道路，通过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通过作为十月革命的继续和发展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通过社会主

义各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开展，而从西欧、欧美走向全世界，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各国人民遏制经济危机斗争实

践产生了巨大的科学指导作用。在现时代，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

结合，必将谱写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科学指导世界各国遏制经济危机社会主义运动实

践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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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工人阶级破坏旧世

界、创建新世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论，而其中

直接与经济危机相关的理论又是与工人阶级的圣

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著作《资本论》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资本论》这部马克思几

乎是用了毕生精力倾注全部心血，并在其最亲密

的战友恩格斯大力协助下写成的划时代的巨著，

是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精华的集中表现，是人类优秀文化成

果的结晶。在这部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经典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得到了全

面科学的论述。正是由于有《资本论》等马克思

主义主要著作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才为

标本兼治地应对经济危机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指

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

论，在历史上和现时代都对世界各国发展社会主

义运动和遏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挥出了极其重

要的推进作用。

一、批判继承了前人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

论的历史作用，首先要从继承性和变革性的统一

中去叙述马克思主义同前人优秀理论遗产的批判

继承关系，以及它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完成的伟大

变革。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建设共产主义的科学，同所有一切科学一

样，与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有着继承性的联系。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同法英的空想社会主义

以及德国的古典哲学的历史联系时指出: “德国

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

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

的。”［1］300－301“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

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

有过的 唯 一 的 科 学 社 会 主 义，就 绝 不 可 能 创

立。”［1］300恩格斯这样讲过: 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

以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和康德、费希特、黑
格尔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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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发挥了恩格斯的这些思想，进一步明确

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认为哲学史

和社会科学历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 在马克思

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

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
僵化不变的学说。它绝没有抛弃人类社会的、特
别是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恰恰相反，马

克思主义汲取和改造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

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它是从全部人类知识

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列宁说: “马克思的全部天

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

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

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2］441

“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

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

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2］441－442

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继承，当然不

是无条件地兼收并蓄、全盘肯定和接受，而是批判

地继承，是扬弃。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往人类

思想所建树的一切，都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用

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重新进行探讨，并经过革命

的实践加以严格的检验。就与研究经济危机问题

直接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来说，马克思从一开始就

把自己的经济学著作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这里，批判一词的含义并非简单否定，更非全盘

否定。马克思这样为自己的著作命名，当然丝毫

不意味着他将否定前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一

切学术成果。
恰恰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一再提到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联

系，一再肯定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理论

业绩。我们从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整个过程，

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全部叙述，从《资本论》的

所有附注，都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待前人经济理论

和人类文化遗产的一分为二的态度，都可以看到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批判地继承的关系。对于每一理论和范畴，如是

前人、旁人最先提出的，都加以注明，从不任意抹

杀; 对于前人理论中一切有价值的见解，都给予积

极的评价; 对于前人理论中的错误，都严肃地指出

来，并加以有说服力的批判。

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名称确定

为《资本论》以后，仍然用《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

副标题，这表明《资本论》同时也是对早期政治经

济学的全面深入的批判。事实上也正是这样，

《资本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和革命地改造早期政

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是完成对早期政

治经济学批判、实现政治经济学革命性变革的集

中表现。在《资本论》中可以看到，与早期政治经

济学家从人的本性出发，描述表面经济现象，把资

本主义生产永恒化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

完全相反，马克思把他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

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马克思从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具体

整体出发，通过分析得出商品、货币、价值、资本、
剩余价值这些抽象的一般形式，然后又从这些抽

象的一般形式上升到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

本这些资本的具体形式和利润、利息、地租这些剩

余价值的具体形式，从而再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这

个复杂的具体整体，阐明了它不断导致经济危机

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论证了它的历史暂时

性。《资本论》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最深刻、最
全面、最详尽的证实和运用的具体体现，是政治经

济学方法发生革命性变革的生动证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

论，首先是建立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生产

关系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

时，继承了早期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科学因素，

批判地论证了劳动和劳动产品的二重性，从而使

对经济危机问题研究有了科学价值理论的支撑。
接着，他批判地改造了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利润理

论，克服了前人把利润、利息和地租这些具体形式

同它们的本质形式相混同的缺点，第一次提出并

深入分析了剩余价值这一本质的形式，克服了前

人把劳动和劳动力相混同的缺点，发现并具体分

析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第一次揭示出剩余价

值的起源，从而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解决了早期

政治经济学中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与价值规定的矛

盾。最后，他批判了早期政治经济学在资本积累

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分析了资本积累的源泉、实质

和后果，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其历

史趋势，使对经济危机问题的研究与对资本主义

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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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资本论》第一卷科学表述的价值理论以及

与之相联系的商品理论和货币理论、狭义剩余价

值理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资本理论和工资理论、
资本积累理论，反映了马克思对早期政治经济学

的价值理论、利润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进行长期

的批判性研究的最后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与其他经

济危机相关理论一样，有对流通过程的分析。马

克思在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时，克服了早期政治

经济学家只考察某种资本形式运动的片面性，第

一次研究了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职能形

式，考察了产业资本循环的三种形式和保证其循

环连续性的条件; 克服了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只区

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不区分可变资本和不变

资本的局限，第一次分析了资本周转对剩余价值

生产和经济危机的影响; 批判地继承了魁奈关于

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天才思想，批判了忽视不变资

本补偿问题的“斯密教条”，从分析社会资本再生

产实现条件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

发的必然性。《资本论》第二卷系统阐述的资本

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的理论、资本周转的理论、社会

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也是马克思在批判早

期政治经济学的资本流通和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对

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论述，是其最接近资本主

义经济运行表面的部分，也是直接研究经济危机

问题最多的部分。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

总过程时，纠正了早期政治经济学混淆剩余价值、
利润和平均利润的错误，以及混淆价值和生产价

格的错误，分析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平均利

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在价值规律的基

础上阐明了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解决了早期政治

经济学体系中平均利润率规律和价值规律的矛

盾，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种种

导致经济危机对抗性的矛盾。马克思在平均利润

和生产价格理论的基础上，纠正了早期政治经济

学家把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混为一谈以及关于生

息资本的错误观念，分析了商业资本的特性以及

最复杂的生息资本和信用问题。马克思还批判地

研究了早期政治经济学家的地租理论，纠正了大

卫·李嘉图否定绝对地租存在和级差地租问题上

的错误，运用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正确地分

析了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资本论》第三卷叙述的与研究经济危机问题密

切相关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商业资本和

生息资本理论、地租理论，是马克思深入批判早期

政治经济学家的利润理论、费用价格理论和地租

理论的直接结果。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

相关理论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就是全面继承和

深入批判了早期政治经济学，包括它的方法、对象

和各种理论。

二、创建发展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危机相关

理论

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就有资产者和无产

者的关系。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资本和劳动的关

系，是 现 代 全 部 社 会 体 系 所 依 以 旋 转 的 轴

心［3］263。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工人

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发展，阐明资本和劳动的

关系的真相，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根源

的关键，也是历史和现实斗争赋予思想家的重大

任务。早期政治经济学家为狭隘的阶级私利所局

限，在他们的著作中，只是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

某些表面现象，至多只是触及了资本主义经济危

机本质原因的某些次要方面。他们总是竭力掩盖

和歪曲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全部真实状况和事情的

本质。
社会主义倾向派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工

人阶级的处境尽管非常同情，但他们不是深入物

质生活关系，而是诉诸永恒的理性，并不懂得资本

和劳动关系的本质。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

上，运用唯物史观，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

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

所代替; 然后，从正面阐述，即从一般的社会目的

的方面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

规律; 最后，又从反面，即对它进行社会主义批判

的角度阐述了它的规律。
通过以上分析，马克思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由于自身的发展，它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

益成为生产本身发展的桎梏，证明资本主义生产

和交换的形式所造成的分配形式，必然造成少数

资产阶级的日益富有和广大工人阶级处境日益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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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的尖锐对立，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

成的巨大生产力，会因本身制度无法容纳而不断

引发经济危机，等待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去占有，作

为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得到自由发展的手段。就

这样，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资本和雇佣劳

动关系的真相，通过剩余价值揭破了资本家剥削

工人的秘密，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制度根

源。这个被恩格斯称之为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

发现”，是马克思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研究、在
50 和 60 年代完成、在 70 年代直到他逝世前还在

继续深入研究所获得的划时代的巨大功绩。在这

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第

二个伟大发现”的最详细、最全面、最系统的论证

和阐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是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中，适

应工人阶级斗争的需要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

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产物。恩格斯指出，自从地球

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资本论》
那样，对于工人阶级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为

它所涉及的不是鼓动性的词句，而是严密的科学

结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

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和命运进行了最真切的分

析，对工人阶级摆脱其遭受的厄运和求得自身解

放的道路作了最明确的指引。因此，工人阶级总

是把《资本论》的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

己的期望所做的最真切的表述，并且日益成为伟

大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资本论》一问世，

就被称颂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同样，工人阶

级的政党和团体也把《资本论》“看做自己理论的

圣经，看做一个武库，他们将从这个武库中取得自

己最重要的论据。”［3］236－237 正因为这样，恩格斯

把《资本论》说成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

学表述”［3］411。
在恩格斯看来，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

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

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人们在生产和交换中所处

的条件，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

里，各个时代又有所不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

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它

“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4］186。到 17 世纪末，

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一些思想家的头脑中产生了。

由重农学派、亚当·斯密正面阐述的，由大卫·李

嘉图进一步完善了理论体系的早期政治经济学，

则是 18 世纪的产物。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创立的

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说是不科学的。因为在他

们看来，政治经济学不是那个时代物质生活的关

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理性的表现，政治经济

学所阐明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

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从人 ( 实质上是资

产者) 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创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一次革命变革，

为研究经济危机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

方法。

三、指出论证了根治经济危机的科学社会主

义道路

在历史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做了较多揭

露和批判的是社会主义倾向派的早期空想社会主

义者，但正如列宁所说，空想社会主义批评了资本

主义，但是没能给工人阶级和全人类指出真正的

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

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

会找 到 能 够 成 为 新 社 会 的 创 造 者 的 社 会 力

量。”［2］445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道，批判地继承了前

人的思想遗产，为根治经济危机指出论证了科学

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恩 格 斯 认 为，由 于 马 克 思 的 两 个 伟 大 发

现———通过创立和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人类

社会的发展规律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穿资本主义生

产的秘密，“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4］424。恩

格斯特别指出，剩余价值理论“这个问题的解决

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

早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

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

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

的。”［4］243系统阐明剩余价值理论、揭示资本主义

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资本论》，不仅是对唯物主

义历史观的科学论证，同时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的全面论证。
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纪 40 年代奠定了唯物

史观的基础以后，他们就不断把它应用到克服经

济危机和创建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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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1848 年至 1850 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指出，这部著

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

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5］591。
它把一个对全欧洲很紧要而又很典型的历史发展

阶段，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将其内在的因果联系

揭示出来，从而把政治事件的根本原因，最终归结

于经济原因的作用。《资本论》则是马克思用唯

物史观对全部世界历史，特别是对全部世界历史

在 19 世纪上半叶的进一步发展，其中包括欧洲上

述历史时期所做的总结。在理论上它是马克思对

包括经济危机问题在内的各种经济问题所做的更

集中、更概括的科学分析。可见，《资本论》对资

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和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

所代替的论证，对无产阶级在实现这种“代替”的

历史进程中所处的社会地位、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的论证，并不是纯粹的逻辑推论，而是对实际的事

变发展在理论上做出的结论。
前面说过，从 1850 年起，马克思又恢复了经

济学的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了最近十年的经

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

先验地根据还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正

是 1847 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

月革命; 从 1848 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

在 1849 年和 1850 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

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

意义的。如果说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头三

篇文章还存在着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新高涨的心

理，那么，在第四篇文章中就看不出这种期待的心

理了。文章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

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

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6］。恩格斯十分重

视马克思在这里做出的新结论，认为这是他和马

克思对上述著作做出的“所必须做的唯一重大修

改”［5］593。这个修改，正是他们从经济学的角度

进一步研究了经济和经济史的结果。有了这种深

入的研究，才能抛弃当时“半先验地”提出来的关

于社会革命的“幻想”，以及关于无产阶级在欧洲

能在近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幻想”，把科学

社会主义建立在有经济事实作根据的“内在因果

联系”的基础上。
可见，科学社会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紧密联系着的，科学社会

主义的结论必须建立在对社会发展的经济分析的

基础上，没有经得起考验的经济学上的论据，那就

只能是空想、幻想。恩格斯在马克思的《1848 年

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

马克思关于政治事件的预言由他自己进行了经济

分析的客观事实做出最令人信服的“考验”。《资

本论》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和严密透彻的分析，

把这种“考验”和对“考验”所做出的评判，都提到

一个更高的水平。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科学分析，对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必然到来，工人阶级在这个人类历

史上最伟大、最根本的转折中所起作用进行科学

论证的典范。

四、科学指导了世界各国遏制经济危机的社

会主义运动实践

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

论的历史作用，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去

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来

源于实践、指导实践而又不断地由实践加以检验

和完善的客观进程，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普遍原理与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条主线。
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一个根本观点，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历史作用所应当遵循的

一条根本原则。离开这条原则，我们就不可能讲

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

历史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在

生活实际和社会实践中、在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

过程中，不断回答时代、实践提出的新课题，总结

斗争的新经验而得到丰富和发展。在自由资本主

义时代作为马克思主义发源地的资本主义发达的

西欧诸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先在这些国

度实现了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并根据这些国

家的国情先后建立了组织形式各有特点的无产阶

级政党。它经受了 1848 年、1871 年两种不同性

质的革命的检验，又经受了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

展的那种环境的考验。它用在革命高潮和革命低

潮年代分别积累起来的不同的实践经验验证和丰

富了自己。它分析了英法德这种类型的国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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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以及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

产主义的道路。同时，它打破了资产阶级舆论界

长达十五年的沉默抵制，战胜了资产阶级国家机

器长达半世纪的迫害，克服了各种机会主义流派

的干扰、破坏，在西欧工人运动中取得了主导地

位，形成了对不断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始资本主义

制度的巨大冲击，为马克思主义从西欧的发展走

向东欧、特别是为俄国的更大发展作了准备。
在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

下，在西欧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

危机相关理论活动的主要舞台的是那些资本主义

比较不发达、甚至很不发达的地区和国度。帝国

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

代的时代特点，封建的、军事的、帝国主义的俄国

不同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特点，殖

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旧中国的既不同于西

欧各国也不同于俄国的国情特点，以及社会主义

革命在欧亚一些工业发展水平并不高、不是无产

阶级而是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的国度先爆发了社

会主义革命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变革特

点，都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

论面临一系列重大的新课题和新的挑战。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正是在不同的范围内、
针对不同的情况创造性地解决这些课题、回答这

些挑战中日益丰富完善并显示出了巨大的指导力

量。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所取得的十月革命

的成功，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的普遍真理同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形势的最新发

展，同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决定自己的路线

和政策，所以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

一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月革命后马克

思主义发展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毛泽东和中国

共产党在东方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

结合起来，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在农村的强大同盟

军、反封建的革命主力———农民，找到了用农村包

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所以有了毛泽东思想，所以取

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很明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

关理论在历史上已通过战胜地主资产阶级和机会

主义的各种思潮，通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通过俄

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通过全世界人民反

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通过作为十月革命的继续和

发展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通过社会主义各国革命

和建设事业的开展，而从西欧、欧美走向全世界，

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各国人民遏制经济危机斗争实

践产生了巨大的科学指导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来，如此广阔的天地，如此千差万别的国情，如

此错综复杂的关系，加以近年来世界资本主义演

变中国际金融危机等引人注目的新现象，科学技

术发展中许多影响深远的新突破，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中苏东剧变后发人深思的新特点，中国实施

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以后接二连三的新考验，

又提出了一系列远比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世时

更为新颖的大课题、更为尖锐的大挑战，这都要求

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更高的水平上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回答新挑战，在新的高

度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革命具体实

践的结合，向革命和建设的广度和深度进军，这种

进军必将谱写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

相关理论科学指导世界各国遏制经济危机社会主

义运动实践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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