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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与资本逻辑矛盾
曹浩瀚 邓如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市，102488；

摘要：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来看，资本逻辑可以说是从人类社会比较原始时期就存在。到了工业社会，由于生产

力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世界市场的开辟，资本逻辑以它完全的形式展现自身。而作为社会文明主体的人类却随着

工业以及世界市场的开辟，在这种资本逻辑下，却沦为生产工具，掌握社会绝大部分资源的少数也因为资本丧失

自身，被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所俘获。主体与资本逻辑的矛盾，成为当前社会以及未来不可逃避的重要社会问题之

一。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与资本的矛盾关乎现代化的合理性问题，关乎党的执政地位问题，关乎人民的生

活幸福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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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本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产生以劳动成为商品为前提，

资本就是通过对劳动的剥削而产生的。“商品经济是资

本的母胎”，资本作为商品价值的替代物而存在，资本

的产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快速

发展使得资本迅速增值。资本同样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

中扮演者类似催化剂的作用，但是从几十年的建国史来

看，资本在中国的历史作用根本不同于西方社会，对于

主体和资本的社会矛盾，马克思早已指出了关键，即

“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第 591 页，2009.12]。正是由于资本在历史发展中获得

的属性，使得它成为社会变迁的催化剂，总体来看资本

主要承担一下几个属性：流通性、增值性、生产性。资

本本身不能生产剩余价值，但资本作为社会性的资源，

它能够调动劳动生产出剩余价值，正是在社会生产中不

断自身增值。

资本逻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物用逻辑，是资本在

运行过程中的内在规律，资本打破了早期的人与人之间

的“温情的一面”，将社会变成彻彻底底的物用关系，

这种物用逻辑打破了人的价值观，树立了资本的有用观，

资本剥夺了人的主体地位，使自身变为主体，不断追求

扩张与增值，维持着自身的生存。“资本来到世间，从

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指出

资本从诞生之日起就包含着对人的压迫、剥削，从原始

资本积累到工业社会，压迫不是消失了而是以更加隐蔽、

极端、全面的方式实现对于人的控制。到了现代社会，

资本渗透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以自己的方式驱动社会主

体，调动社会力量创造更加有力的流动渠道，在一定程

度上取代人而成为社会的主体。资本不仅仅成为社会的

主体，而且还进一步改变人的价值取向，资本作为一种

非人的力量统治着一切，强迫人们以它为主体，改变自

身的价值取向，要求人们以它为标准衡量社会中的一切。

2 马克思主体性思想

在西方主体性发展过程中，真正将主体性推向成熟

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其中黑格尔将主体性推向了顶峰。

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

西或真理理解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表述为主体，

这就是说，真实的东西或真理不但包含实体的内容，而

且还蕴含着主体的维度，即实体和主体是统一的。精神

主体通过外化为自然界表现自身，又通过扬弃达到自我

确证，在这个精神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辨证运动过程

中，精神充分展现了自身的主体性。但是在黑格尔那里

这种主体性是纯粹的、抽象的精神的主体性，这种能动

性陷于唯心主义之中，而无法以物质性的方式改变世界。

费尔巴哈用感性的主体性批判了黑格尔纯粹的精神主

体性，他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把主体归为感性的有血

有肉的人，但是费尔巴哈也仅仅局限于动物性的人，而

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而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

革命性的吸收改造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主体性思想，

他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

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

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

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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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

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形成是从意识领域转向现实领

域，而他的主体性思想的发展也是如此。马克思早期是

一位黑格尔主义者，他在《博士论文》中对古希腊哲学

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观点进行了分析，

高度赞扬了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运动所凸显的“自我意

识”的决定性作用，此时马克思将追求自由个性的“自

我意识”看作是主体。《莱茵报》时期，无数政治的、

经济的和社会的问题向他袭来，迫使他去思考、探索，

马克思对于主体性的关注也就由意识领域转到了现实

领域，走向了一条通向现实的唯物主义道路。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初步批判吸收费尔巴

哈的唯物主义，从人的类本质出发，以感性的人为主体，

批判吸收了黑格尔哲学和国民经济学。马克思通过对于

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将对象性活动即劳动理解为人的本

质，以劳动确证人的主体性，但是由于私有制，“每个

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

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这种主体性

变成异己的存在，他的这种由经济学进入到哲学的方式，

深入到了物质生产领域，使他真正发现了主体性的奥秘

即现实的主体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

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唯物主

义进行了革命性的批判，开创了以实践为基础的新哲学。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

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

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

的此岸性，马克思从实践出发，以现实的人为基础，确

证人的现实主体性，吸收唯心主义“能动的方面”，将

实践看作是连结主客体统一的桥梁，强调在实践中“改

变世界”，并确证自身的“真理性”。

3 中国式现代化与特征

3.1 中国式现代化

以唯物史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生产实践领

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变革。要想把握中国式现

代化的深刻现实，就必须立足于现实历史方位，从总体

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主要有四点现实方位：滞后外生性、

内生主体性、空间重叠性、现实赶超性。中国式现代化

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从根本上来看这取决于现代化主

体性，即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式现代化和以人民为中心

的中国式现代化。“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的终极原

因……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

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从经济层面来看两种现

代化，区别在于生产关系的不同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

会主义公有制。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一样，中国现代化

也追求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经济现代化，追求物质财富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的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式现代化还强

调人的思想解放、文化的借鉴与吸收、文化的创新，从

总体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西方式现代化的价

值同样也需要发掘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3.2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

的中国特色”，这一论断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

践及其本质特征，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特殊性与普遍

性的实践结合，实现了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资本逻辑

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创新。从总体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主

要特征主要集中为：人民主体、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

思主义指引、资本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主体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

体，是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者，“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无产阶

级政党的领导，只有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充分发挥

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先进领导力量，“党除了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领导力量，是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党

的领导力量的核心思想来源。以唯物史观来看，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主体力量，是物质生产力的承担者，

无产阶级事业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引。就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来看，现代化的发展难以摆脱资本逻辑，中国式

现代化过程中的底层逻辑就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作为

资本规律的集合，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价值判断，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必须深刻分

析把握资本逻辑及其价值判断。

4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主体与资本逻辑双重矛盾

发展

主体与资本逻辑的矛盾是在人的解放过程中构成

影响“人的自由”的主要价值矛盾，它的产生造成旧价

值体系的瓦解，即“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

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由此产生了一个剥削的世界，但是在这样的世界中主体

从未消失，主体与资本逻辑的矛盾仍旧存在。在中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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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过程中，资本逻辑作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对于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运用资本逻

辑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同样不可避免资本逻辑所带来的

政治、经济、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的矛盾。

4.1 劳动与资本逻辑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式现

代化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私有制共同存在，

公有制掌握着社会的基础性战略性的资源，主导着国家

的经济命脉；私有制普遍发展，调动社会资源充分参与

社会生产。在两种所有制支配下，雇佣劳动关系也必然

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支配下，

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就成为主体与资本逻辑矛盾的

集合体，资本的产生就是通过对于劳动的剥削，资本主

义生产与劳动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工人生产的财富

的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

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

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马克思揭示了这种

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就是对于劳动的压迫，这种资本增

值的特性就是对于人的本质的彻底否定。在生产资料公

有制支配条件下，是对于这种资本增值特性的初步扬弃，

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实现了公有制占主

导地位，私有制积极参与，实现资本增值特性扬弃与私

有制活力的初步结合。混合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对于资本逻辑的初步超越，对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批判

与扬弃，就是对劳动异化的扬弃，而对于劳动的扬弃就

是对于人的自由解放。

4.2 资本逻辑与价值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利用资本逻

辑，发展市场经济，促进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有企业

活力，资本逻辑强势推动社会物质生产，但运用资本逻

辑过程中我们也受到资本价值体系的普遍影响，社会价

值体系受到资本逐利性的极大影响，原有社会价值体系

被直接取代，造成社会诸多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式现

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

挣脱了以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非黑即白的

对立性，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出人类文明的新道路，

生产领域的结合与扬弃带来意识形态的根本不同，将人

民主体性力量提升到历史性新高度，同时坚持合理交叉

吸收资本逻辑因素。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这种资本逻辑

与价值体系的不断调节中达到相对和谐，由于现代化发

展迅速，社会矛盾也迅速积累，为了现代化快速发展同

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初步形成了发展经

济与保持价值体系的同步前进，正如马克思矛盾观所指

出，正确处理两者矛盾，实现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价值

体系的共同发展、现实与理论的统一兼容。

4.3 共同富裕与资本逻辑

资本是历史的产物，资本逻辑是资本运行的内在规

律，其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增值，而资本逻辑就是围绕这

一属性运行，“资本通过自己的增值来表明自己是资

本”，资本的运行就是对于劳动者的剥削，是对人的本

质的否定。资本为追求剩余价值极力将人化为资本的附

庸、劳动的附庸，使人的价值观极大扭曲，将社会的一

切用资本来衡量，不断将劳动者拉入资本困境。中国式

现代化将共同富裕与资本逻辑这一本质上矛盾的现实

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为共同富裕，而在同一政治实

体内存在。实现共同富裕从根本上来说是生产资料所有

制决定着分配的结构与形式，而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

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私

有制经济的存在，这从生产和分配上都打破了以往的单

一的经济体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让先富带动

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公有制和私有

制、主体逻辑与资本逻辑的不断调和中实现快速发展，

主体逻辑与资本逻辑这一矛盾的双重逻辑是对以往西

方式现代化的超越，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现代化的新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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