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点历史 

• 我们不少领导干部，基本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知

识和基本的文化知识、工作经验都是具备的，而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知识和中外历史知识还缺乏深入的学习和了解。哲学是人

类的智慧之学，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所以，各级领

导干部要注重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对历史的学习。

领导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应该读点历史，通过学

习历史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

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这样才能使

自己的眼界和胸襟大为开阔，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大为提高，

使自己的领导工作水平不断得以提升。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马克思主义方法 

• 1.社会分析：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

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

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

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

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

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

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

家。 

 ——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 



马克思主义方法 

• 我们知道，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一个极大的份额，是

归属于那些中间人。就经济方面来说，金融业者、证券交

易者、大商人、零售商等，是把营业的利润吸去了；就民

法方面来说，律师是法律当事人的寄生者；就政治方面来

说，议员比选民重要，大臣比主权者重要，代表比被代表

者重要；就宗教来说，上帝被中间人推在幕后，中间人又

被牧师们所横夺，这些牧师又把自己插在善良的羊与牧羊

者之间，充作无可避免的中间人。 

 ――《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 



马克思主义方法 

• 首先，我们要纠正一个比较典型的常识性错误，这个错误，

就是混淆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人民国家与中国传统

的王朝之间的根本区别。中国的传统王朝不是国家，它的

统治机构是朝廷，朝廷又分为“内朝”与“外朝”，内朝

以皇帝为中心，外朝以宰相为中心，彼此争斗不已。前者

是皇权，后者接近于国家政府。明代胡惟庸案之后取消了

宰相，皇帝只凭内朝执政，故皇权的膨胀与国家的衰败是

一个同步的过程，国家能力的下降，自明代之后表现的非

常突出。国家的衰败在晚清之后达到了高峰，其表现就是

对外不能抵抗帝国主义列强，对内不能回应人民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方法 

• 其次，所谓“政府”与“社会”及其对立的说法，则是抽象的、含混

的，从严格的学术角度讲，这种抽象而含混的说法没有什么意义。准

确的说法是：这里的“社会”，是指市民社会，政府，则是指现代代

议制政府，市民社会并不是天然的，而是指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联系

和组织起来的社会，那么，代议制政府为什么会成为了压迫市民社会

的破坏性力量呢？因为西方代议制政府也不是天然的，它是从筹措国

债、征收国税、制订关税中发展起来的，当它把无尽的国债、税收和

战争动员令加到市民社会头上的时候，它就成为市民社会的破坏性力

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奥巴马最近的竞选演说）。当议会、

代表、垄断金融机构、媒体、律师成为一个不代表生产和交换的市民

社会领域，而只代表它自己的特殊利益的集团的时候，代议制、代言

制和代表制就成为生产和交换的破坏性力量。 



马克思主义方法 

• 要重建社会或者市民社会，这就需要人民民主，用马克思

和列宁的说法，就是劳动者参政乃至执政，以此来纠正代

议制的国家机器的弊端和异化。国家总是需要的，唯一的

关键是谁掌握国家，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机器，国家机器保

卫劳动者的利益，这就是真正地重建市民社会，并使社会

支配国家。 



马克思主义方法 

• 2.信用与虚拟资本 
– 一，在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之间，在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之间，在企业

主与经销商之间架起桥梁的，并不是货币，而是信用，简单地说是票据。

因为在生产向流通转变的环节中，经销商不会立即付钱给企业主，即经

销商并不是一下子把企业主的产品统统买下来，再拿去卖，而是给企业

主一个票据，至于结帐那是将来的事，这样，就把买卖关系转变为债务

关系，把货币关系转变为信用关系，而这种债务关系或者信用关系的体

现，就是票据。 

– 二，任何票据，当它在到期之前，都可以作为货币来流通，进行再买卖。 

– 三，因此，支配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的不是货币，不是商品，而是信用，

是票据。 

– 四，信用和票据都是虚拟的，是虚拟资本，因此，真正支配资本主义经

济体制的不是货币、不是商品，而是信用、是票据、是虚拟资本，在资

本循环的总过程中，是票据在支配着生产与交换－－形象地说，这就是

所谓“用木脑袋支配着躯干，在倒立行走。” 



马克思主义方法 

• 2.信用与虚拟资本 
– 随着信用和债务的扩大，生产和交换不断扩大，随着生产和交换

的扩大，信用和债务的发行日益变得无节制，票据本身被日益炒

高，一旦人们发现信用和票据的兑现变得不再可能，债务的偿付

变得渺茫，对于信用和票据的抛售就开始了，一旦信用崩溃，生

产和交换就停止了－－这就是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 

– 因此，经济危机绝非什么生产过剩造成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从来就是从由于信用危机引发的票据抛售开始，从而造成生产和

交换的停止，一旦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实质不是商品和货币经济，

不是生产和交换，而是信用和票据的无节制发售，那么，在资本

主义体制下，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主义方法 

• 3.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殖民制度、国债、税收的重压，关税和商战，这些是资本

主义大工业得以成立的真正基础，这种国债，即国家的让

度，总会在资本主义时代打下它沉重的烙印。在所谓国民

财富中，唯一实际上算在国民头上并为他们所有的部分，

就是他们的国债。 

    ――马克思《资本论•所谓原始积累》 



中国历史 

• 从汉帝国的崩溃到唐宋之变，西欧与中国的对比 
–1.均田与府兵，土地制度的重新规划与帝国的成立，日尔曼贵族

土地制度 

–2.科举与贵族的消灭，帝国的稳定 

–3.佛教的隆盛与平民的宗教 

–4.世界联系的开拓，欧亚大陆中心观的形成 

–5.铁、丝、药、酒与香料，绘画与雕塑 



中国历史 

• 漫长的16世纪：大转折与大分流 
–马克思《资本论》、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

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伊·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

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查尔

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民族国家》，彭幕兰，《大分流：欧

洲中国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共同的指向：漫长的16世纪，世界经济和世界体系的形成及其大

转型。 

–1350－1650，1350－1850 

–世界体系、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由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

流通而构成的体系。 



中国历史 

• 海洋文明与欧亚大陆 
– Halford John Mackinder，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1901。 

–明代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边防与海防，两个阶段：1571俺答封贡到1727

年《恰图条约》、1728年恰克图互市为一个阶段，由此到1916年西伯利

亚铁路开通为另一阶段。 

– 1372年琉球来贡，到1609年琉球贸易终结为一阶段，从1567年开放银禁

到1840年鸦片战争、白银大规模外流为另一阶段。 

–第一个阶段，中国驱动了现代世界体系，第二阶段，中国逐渐从世界体

系中被驱逐出来。 

– 1550年西班牙美洲白银的大规模出口，1542年，日本兵库县发现生野银

山，并大规模开采；1567年，隆庆元年开放银禁；1571年俺答封贡与蒙

古征服史的终结，同年西班牙占领马尼拉，阿卡普尔卡－马尼拉－福建

贸易开通；1579年意大利地中海皮亚琴查证券交易会的成立；1372年琉

球来贡，到1644年共朝贡171次，1599年明军在朝鲜战胜日本；1609年琉

球被寇。琉球贸易体系走向终结。 



中国历史 

• 货币主权的丧失 
–隆庆开关、一条鞭法，国家信用货币被废除和白银依赖国外，

1610年西班牙、荷兰战争对于明代瓦解的作用 

–东印度公司汇票、汇丰汇票对于白银的吸纳。鸦片贸易的昌盛与

丝的衰败。 

–国际白银市场与中国通货波动，魏源、康有为、孙文：货币革命 

–1935－1934，世界经济大萧条与中国白银通货的困境，1933年

《国际白银协定》，1934年《1934年购银法》 

–1935年11月4日，法币改革与中华民国的立国基础 

–举国抗战：为法币诉诸一战 

–收天下之财、失天下人心：金圆券改革的实质：黄金、白银和美

元本位制的破灭 



中国历史 

• 士大夫与胥吏 
–两税法与士大夫与胥吏的分流、《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外

藁》：士大夫与流外、官无封建，吏有封建；一条鞭法与基层信

贷机制，乡绅阶级的垄断，《中国之命运》与《两个中国之命运》 



伟大的革命、伟大的复兴 

• 1.大地法：土地革命，给人民以信用 

• 2.人民的货币：1942，冀南银行，1948，人民币，陈

云、薄一波，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

命无不胜，不与金银、外汇挂钩，中国第一个成功的信用

货币制度 

• 3.人民民主、群众路线 

 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彻底的社会革命，为我们的

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性的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中国人民

和中国共产党人，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 英国前首相布朗：150年来最根本的转变，生产能力、消

费能力和财富能力 

• 我们面临的三大挑战：地缘政治空间、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和国内投资体系、边疆问题和民生问题 

• 十八大报告：十大成就和6大不足。机遇空前、挑战空前 



雄关漫道 

• 1.中西部崛起。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社会信息化、加快城镇化，

快铁 

• 2.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琉球和冲绳问题与我国的海洋战略 

• 3.金融体系和投资体系的改革。报告明确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发

展民营金融机构，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这既体现了

现代经济扩张的动力是金融和信用这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也抓

住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当前投资效率不高的根本，

就在于银行和投资功能的单一化，因此，只有建立面向农村、基层、

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多层次的信贷和信用体系，只有对单一化的

金融、信贷体系加以改革――一言以蔽之，只有给广大劳动者以信用

和信用支持，才能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相信人

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今天，特别就是指在金融和

投资领域里给普通劳动者、科技创新者以信任和信用支持。 

• 4.反对权钱勾结，建设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