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掌握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
垄断的进程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科学认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经济全球化
的本质，正确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
特点及其实质；深刻理解资本主义必然为
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资本
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
念。



教学要点：

•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特点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和实质

• 资本输出与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

•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及其后果

•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实质

•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
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节

一、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

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经济全球化及其后果



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

w (一) 生产集中与垄断的形成

（1）垄断代替竞争并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
中占据统治地位，其 初表现形式是私人
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其关键环节是生
产和资本的集中

（2）自由竟争必然引起生产和资本的集中

（3）当生产和资本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
必然产生垄断



(二)垄断条件下竞争的特点

w 垄断并不能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复
杂和剧烈，这是因为：

w 第一，垄断没有消除产生竞争的经济条
件。

w 第二，垄断必须通过竞争来维持。

w 第三，社会生产是复杂多样的，任何垄断
组织都不可能把包罗万象的社会生产都包
下来。

w 和自由竞争相比，在竞争目的、手段、范
围和激烈程度上都具有新特点。



(三)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

w 金融资本是由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
本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垄断资本。

w 金融寡头是指操纵国民经济命脉，并在实
际上控制国家政权的少数垄断资本家或垄
断资本家集团。他们支配了大量的社会财
富，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上层建
筑，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的统治
者。



(四)垄断利润和垄断价格

w 垄断利润是垄断资本家凭借其在社会生产和流通
中的垄断地位而获得的超过平均利润的高额利
润。

w 垄断利润的来源：
w 第一，来自对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剥削

的加强；
w 第二，由于垄断资本可以通过垄断高价和垄断低

价来控制市场，使得它能获得一些其他企业特别
是非垄断企业的利润；

w 第三，通过加强对其他国家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掠
夺获取的国外利润；

w 第四，通过资本主义国家政权进行有利于垄断资
本的再分配，从而将劳动人民创造的国民收入的
一部分变成垄断资本的收人。



w 垄断价格是垄断组织在销售或购买商品
时，凭借其垄断地位规定的、旨在保证获
取 大限度利润的市场价格。

w 垄断价格包括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两种形
式。

w 垄断高价是指垄断组织出售商品时规定的
高于生产价格的价格。

w 垄断低价是指垄断组织在购买非垄断企业
所生产的原材料等生产资料时规定的低于
生产价格的价格。

w 垄断价格=成本价格＋垄断利润

w 垄断价格并没有否定价值规律



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w (一)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作用

w (二) 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展

w (三)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



(一)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作用

w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政权和私人
垄断资本融合在一起的垄断资本主义。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垄断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在自身范围内的部分质变，标志
着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的原因：

w 首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资本主义
生产资料在更大范围内被支配，从而促进
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

w 其次，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深化，要求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

w 后，缓和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要
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有四种：

w 第一种是国家所有并直接经营的企业

w 第二种是国家与私人共有、合营企业

w 第三种是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参与私人垄断
资本的再生产过程

w 第四种是宏观调节和微观规制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

w 首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有
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w 其次，资产阶级国家凌驾于私人垄断资本之上，
代表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调节经济过程和
经济活动，这在一定范围内突破了私人垄断资本
的狭隘界限。

w 再次，通过国家的收入再分配手段，使劳动人民
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和提高。

w 后，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参与和干预下，各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工业、商业、通讯及
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和
社会生活的面貌改观，加快了这些国家国民经济
的现代化进程。



w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并没有根本改变
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

w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国
家力量同垄断组织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垄断
资本主义。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产力发
展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
掠夺，更好地保证垄断资产阶级获得高额
垄断利润，更有利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二) 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展

w 垄断资本向世界范围扩展的主要经济动因
是：

w 首先，将国内过剩的资本输出，以便在国
外谋求高额利润。

w 其次，将部分非要害的技术转移到国外，
以取得在别国的垄断优势，攫取高额垄断
利润。再次，争夺商品销售市场。

w 后，确保原材料和能源的可靠来源。
w 这些经济上的动因与垄断资本主义政治
上、文化上、外交上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
起，交织发挥作用，共同促进了垄断资本
主义向世界范围的扩展。



w 垄断资本向世界范围扩展的基本形式有三
种：

第一种是借贷资本输出。

第二种是生产资本输出。

第三种是商品资本输出。

从输出资本的来源看，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私人资本输出。

一类是国家资本输出。



w 当代国际垄断同盟的形式以跨国公司和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盟为主。

w 国际经济协调的具体形式:各种国际经济组
织、国际经济协议以及地区性的经济组织
和集团等。



(三)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

列宁：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 高
阶段》

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
(1)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

(2)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金融寡头的统
治；

(3)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
成；

(5) 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
完毕。



三、经济全球化及其后果

w (一)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

w (二)经济全球化的动因

w (三)经济全球化的后果



w 经济全球化是指在生产不断发展、科
技加速进步、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不

断深化、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程度
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各地
区的经济活动越来越超出一国和地区
的范围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体
化过程。



(一)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

w 一是生产的全球化

资本

设计装配



二是贸易的全球化

w 2006年中国贸易额达到1万7600亿美

元，成为仅次于美、德的第三大贸易
大国。



三是金融的全球化

w 当今每天有2000—5000亿美元的资本
在世界游荡，一年累计达560000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6倍。

w 2003年起我国实际引进的外资首次超
过美国，成为全球跨国公司公认 值得投
资的国家。2005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
724.06亿美元。（来源于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



•四是企业经营的全球化

跨国公司年生产总值占

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

工业国家总产值的

25%
40%

跨国公司之间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占

全世界贸易总额的 60%



在资本过剩的国家筹集资本

在原材料和劳动力低廉的国家加工产品

在物质短缺的国家销售产品

跨国公司通过遍布全球的经营网络，实现

人员自由流动、新技术和新观念同步应用，促
进了技术和管理的空间扩散。

跨国公
司的全
球化战
略

跨国公司的作用是什么？



(二)经济全球化的动因

w 首先，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w 其次，跨国公司的发展。

w 后，各国经济体制的变革。



(三)经济全球化的后果

w 积极影响：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生产力发展

w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
围内的流动，促进了国际分工水平的提高
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w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范围内资源的
优化配置效率，和各国生产力发展，为各
国经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消极影响

w 第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
扩大。

w 第二，在经济增长中忽视社会进步，环境
恶化与经济全球化有可能同时发生。

w 第三，各国特别是相对落后国家原有的体
制、政府领导能力、社会设施、政策体
系、价值观念和文化都面临着全球化的冲
击，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都出现不同程度
的治理危机。

w 第四，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变成一种全球行为，它既为一国经济竞争
力的提高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存在着对别
国形成依赖的危险。



加强国际经济联系，进入世界大市场，已
经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自身经济的重要手
段，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既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经济全球
化的客观要求。我国申请加入WTO，目的就是
为了进入世界大市场，加快经济发展。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利大于弊

w 首先，有利于扩大中国的出口。

w 其次，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参与规则的
制定，有利于使中国的合法权益得到反
映；同时，可把国际贸易争端交到世贸组
织的仲裁机关处理，免受不公正处罚。

w 第三，加入世贸组织，世贸组织成员中的
主要贸易大国将不得不减少、取消对中国
的纺织品等商品实行的不同程度的贸易歧
视措施。
第四，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进口关税
将降低，有利于人民提高生活水平。



第二节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
变化

w 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新变化

w 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和实质



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新变化

w (一)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

w (二)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化

w (三)社会阶层、阶级结构的变化

w (四)经济调节机制和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

w (五)政治制度的变化



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和实质

w (一)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w 首先，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是
资本主义变化的根本推动力量。

w 其次，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力和利益斗争
的作用，是推动资本主义变化的重要力
量。

w 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初步显示的优越性对
资本主义产生了一定影响。

w 后，主张改良主义的政党对资本主义制
度的改革，也对资本主义的变化发挥了重
要作用。



(二)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

w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从根本上
说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经济
规律作用的结果。

w 其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是在资本
主义制度基本框架内的变些，．并不意味
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发生了变
化。



第三节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w 一、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w 二、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
然性



资本主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

w 首先，资本主义将科学技术转变为强大的
生产力。

w 其次，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竞
争的外在压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
展。

w 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作
为上层建筑在战胜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
生产的生产方式，保护、促进和完善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从而推
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社会
进步。



二、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
性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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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的更高的
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
社会的细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
现的。”

------马克思



(一)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
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

w 首先，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含着现代的
一切冲突的萌芽”。

w 其次，资本积累推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
断激化并 终否定资本主义自身。

w 再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社会化的
更高形式，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前奏。

w 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两大阶级。



(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
长期的历史过程

w 首先，任何社会形态的存在都有相对稳定
性，从产生到衰亡都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
跨度。

w 其次，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决定了过渡
的长期性。

w 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显示出生
产关系对生产力容纳的空间，说明资本主
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尚需长期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