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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逻辑批判在当代中国的经济伦理价值
高雪倩

（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兰州  730050）

【摘  要】  本文基于《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存在及其本质的批判，提出应合理规制资本逻辑、发挥经济伦理

价值，主要表现在构建良好的伦理社会、对资本逻辑进行伦理规制并为资本实现“扬正抑负”提供重要保障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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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倾尽其毕生精力，在多年的潜心研究中，为世
界乃至全人类提供了两个最伟大的发现。其中之一就是发现
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
殊的运动规律”。[1] 其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秘密 ：资本
不是一种生产工具，或者是一种物，而是在人们追逐财富的
过程中造成的财富逐渐的积累。而这种积累构成了资本逻辑
的产生。所谓资本逻辑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无限度
的追求价值增殖的矛盾运动规律和必然趋势。

马克思之前的西方经济学家对于资本这一概念的理解，
往往是处于静止的范畴，他们或将资本视作一种生产工具，
或将资本视为一种物，或将资本与货币相等同，并没有真正
意义上触及到资本的本质。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物，而
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
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2]

资本与生俱来的那种规律是无法改变的，即“凡是人类所能
提供的一切剩余劳动都属于它”。[3] 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的
生成、本质以及运行规律，认为资本在无限度地追求价值增
殖、贪图生产的一切剩余价值时，是通过资本与劳动所表现
出来的，并对资本和劳动这一对矛盾进行了刨根问底的研
究，详细地考察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过程，从商品
入手，阐述了商品—货币—资本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和运行
机制，进而剖析了资本无限追逐价值增殖的本性。资本在资
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体现出的是一种价值
和经济权力以及逻辑规则，支配着整个现代社会的运行和发
展。马克思对资本的一系列深刻的分析，引出了剩余价值这
一关键概念，以商品流通为出发点，以价值增殖和无产阶级
被剥削的剩余价值为落脚点，引出了资本存在与发展的逻辑
线索。总而言之，资本逻辑就是资本无限的追逐价值增殖的
趋势和规律。资本逻辑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作为一种价
值增殖的过程，以难以抗拒的力量引导着世界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蔓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深入发展的机遇下，“中国已经进入到了资本逻辑的中心地
带”，[4] 我们无法忽视资本的确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并
且无法回避资本的现实存在。中国道路与西方道路之间存在
着联系的同时也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目前的中国正在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指引下前行。在中国存在的资本虽然还是马克
思所研究的那个资本，但是它所处的环境早已不是那个资本
主义社会的剥削压迫人的环境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
境下，资本逻辑也必然将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要想更好地发
挥市场经济，就要既有制度规范，又有道德规范，如何利用
资本、发展资本，就必须要对资本逻辑进行一定的伦理规导，
驾驭资本逻辑，寻找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的经济伦理价值。

一、扬弃资本逻辑有利于构建良好的伦理社会
面对资本逻辑在我国社会中产生的一系列效应时，不

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都要坚持辩证的思维方式，不
能看到它的优点就一味地纵容其发展，也不能看到它的缺点
就一味地谴责和排斥，既要重视它文明的一面，也要警惕它
暴行的一面，对资本逻辑进行合理的扬弃，构建良好的伦理
社会。

第一，我们要利用资本逻辑的积极作用增强经济发展

活力。马克思曾经说过 ：“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
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
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生产关系的发展，有利于
更高的新形势的各种要素的创造。”[5] 马克思虽然极力的痛
斥了在资本逻辑世界里的压榨与剥削，但是也客观地讲述了
资本逻辑在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方面。资本在促进社会生产
力发展方面的积极性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资产阶级自产生之
日起，所创造的生产力，是过去的一切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虽然资本家是为了追逐利益的最大化，用除了增加劳动时间
和劳动强度来获得绝对剩余价值以外的方法来发展科学技
术，从而使资本逻辑扩张、增殖的。但是从客观方面而言，
资本家的这一行为却是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发展的必要基础，
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当然，资本的产生和出现也大大地刺激
了劳动者的致富欲望。相比较自给自足的古代社会，资本主
义时代的劳动者虽然受尽压迫，却也因为繁荣发达的商品市
场和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而充满了对财富的占有冲动，这也
是促进经济发展活力的至关因素。资本家在压榨剩余价值取
得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为人的发展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与人是彼此相对孤立的存在，交流
十分有限，而在资本出现以后，为了实现资本的迅速扩张与
增殖，人们打破了原来孤立的状态，扩大了彼此的交流，也
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方式与社会文明。

第二，防止资本逻辑的恶性膨胀导致的道德滑坡。正
如前面提到的，资本的无限扩张是资本逻辑的必然趋势，而
资本家在这一趋势的引导下，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通过
资本的积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蓬勃发展的今天，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也逐渐凸显出来，也
就是物化的普遍存在主宰了人的灵魂，人们在贪欲的控制之
下不择手段。寻根问底，资本逻辑所体现出的是资本所有者
对利润最大化的贪欲，而人又在贪欲中迷失了自我，丧失了
主体性。我们可以说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说是不对的，
但是却无法否定利益确实会给人带来无限的诱惑。合理正当
的利益会为人的生活和发展带来动力，但是毫无道德底线的
追求利益最大化却常常把人变成利益的仆人。虽然资本对于
发展经济而言，是源动力，但是必须要防止资本逻辑的恶性
膨胀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良好发展，阻碍社会的发
展与生产力的进步。

第三，我们要通过对资本逻辑的伦理规制彰善惩恶。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和
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则必然呈现出一种伦理关系，马克思对资
本逻辑的存在进行批判就是通过揭开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找
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但是使得
资本增殖的方式却是有好有坏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道
德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逻辑的存在就是
要实现它自身的价值增殖，不然它的存在毫无意义可言，但
是它价值增殖的存在必须要以道德为边界。因此，要想在当
代中国发挥好资本逻辑的积极作用，就必须使其与伦理相结
合。事实上，对资本逻辑进行伦理规制并不是要削弱资本逻
辑的力量，而是要通过伦理的因素来消解资本逻辑的恶，进
而使资本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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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正确价值观有利于对资本逻辑进行伦理规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本逻辑的存

在必然要经过一定的伦理规制，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
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是万千辛苦工作的劳动者，不是资本。
因此，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要以资本逻辑为基础，
更要对资本逻辑进行伦理规制，换一种说法，就是要使资本
逻辑在中国的存在不仅合乎宪法与法律，更要合乎道德伦
理。伦理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要对资本逻辑
进行伦理规制必须要坚持正确的价值观。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中存在的资本逻辑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为基础，
坚持以人为本。我们必须明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中存在的资本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手段是为目
的服务的。社会主义不是用资本主义那一套规则构建的社
会，而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基础上的
社会。因此，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将以资为本转化为以人为本，将“道德人”与“经济人”相
统一。中国之所以使用资本，引入市场经济，吸引我们的正
是资本本身所带来的实效性。资本逻辑作为一种手段，必然
要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逻辑以
无限度追求价值增殖为基本目标，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则
更应该以人为本，发挥人的劳动主体性，这样才能更好地运
用和发展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的作用。

第二，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引导好资本逻辑的发展方向。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为了得到巨额的利润，其结果必
然是导致了物化，即非人化，使人成为物的奴隶，进而通过
垄断等手段，占据全球的经济优势，用于自身的发展。我国
历来坚持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也就是说要将资本逻辑合理规
制在集体主义原则的控制下，利用资本逻辑的优势，再加上
集体主义的原则，调整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
为长久的发展考虑，合理集中资本解决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

第三，坚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基因，发挥资本逻辑的
积极作用。资本逻辑作为一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外来物，
如果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就必须要与中国传统伦
理道德基因相融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基因拥有强大的包容
性，资本逻辑既然可以进入中国，那就意味着资本逻辑本身
并不排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基因。事实证明，资本逻辑在中
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映衬下，并没有削弱自身的力量，而是为
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正能量。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中
华文化历经五千多年历史洗礼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
来共同尊崇的价值原则。要想对资本逻辑进行伦理规制，就
需要运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智慧与力量。诚实守信、坦诚
相待、见利思义等传统美德并不会与资本逻辑在市场经济中
的有序发展产生冲突，也正是因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约
束，才能使资本逻辑在中国的生存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实现资本“扬
正抑负”的重要保障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在资本逻辑推动下的经济
全球化浪潮中，中国走上了一条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基本经济制度上
的各种具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要求人们更加
清醒地认识资本和资本逻辑的本质，从而更好地利用和驾驭

资本逻辑。
第一，公有制为实现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平等关

系奠定制度基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坚持社会主
义的根本原则，首先应该明确我国自确定了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以来，就确立了我国追求的经济价值是效率，最终的
价值是公平正义。这样一种经济制度的制定从根本上保证了
资本逻辑在我国走上了一条积极向上的道路，实现效率与公
平的统一。我们当然要看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替代资本主
义私有制经济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克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
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促使生产力摆脱了私有制的束缚，还
在于公有制能够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公平，
实现社会平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出现将公民与整个社会的
生产资料之间原本不公平的地位打破了，从而使其处于同等
的地位。继而对整个社会生产中的主体而言，都可以利用公
有的生产资料、公共的土地等进行劳动，这就从根本上确定
了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的平等，为建立良好的伦理社会提供
了制度基础。

第二，按劳分配保证人们之间在平等的经济关系基础
上建立和谐的利益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决定了
我国在分配制度上必须以按劳分配为收入分配制度，实行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规定，使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获
得的报酬按其自身对社会的贡献来分配，使劳动者之间保持
着合理的收入差距，杜绝了产生收入差距悬殊的现象，同时
调动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在公有制制定的平等的经济关
系上产生了和谐的利益关系，克服了资本逻辑本身的贪欲，
克服了资本逻辑在社会生产中无限度追求价值增殖的不良
方面，促使人们在合理追求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为整个社会
关系建立了良好有序的和谐社会。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社会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提供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建立在符合
中国国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基础之上的。其目的是为了调
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
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把资本逻辑关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笼子
里，有助于实现“道德人”与“经济人”的统一，维护社会
稳定，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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