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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初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已然展现了马克思对

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就内容而言涉及对异化劳动、私有制、国民经济学以及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方法论上则呈现出鲜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相统一的批判方法。青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

批判和批判方法论有着其超越时代的方法论价值和生命力，它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批判精神，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相统一的批判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和开放包容

的批判态度以及坚持共产主义的批判旨归四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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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Marx’s initial 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economy,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  of  1844 has already demonstrated Marx’s profound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In
terms  of  content,  it  involves  the  criticism of  alienated  labor,  private  ownership,  national  economics  and
Hegel's philosophy.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it presents a distinct critical method that integrates political
economic  criticism  and  philosophical  criticism.   It  has  important  contemporary  value  in  four  aspects:
cultiv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dhering to unity of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critique criticism methodology,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the critical attitude of tolerance, and adhering to the communism critical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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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

中心任务的新征程，构建更加满足新时代新征程需

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要求和实

践需求不断变得紧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

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1]331

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的构建必须是全面的，对其批判维度的构建也是我

们不可忽视的重要面向。这种批判精神不仅包含对

当代资本主义的辩证批判，同时也包括对自身的不

断审视和对其他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辩证取舍。而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为《手稿》）

作为马克思 1843 年底开始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

重要成果，以资本主义批判为现实关照和理论焦点，

成为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结合起来

分析现实问题的第一次理论尝试，初步形成了政治

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相统一的资本主义批判方法

论。因此，对《手稿》中呈现出的青年马克思资本

主义批判及其方法论进行总结，对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和理论体系构建具有重大

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一、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多维批判

马克思思想的诞生和发展与其对资本主义的批

判是紧密相连的，甚至可以说是伴随着对资本主义

社会各方面的不断揭露和批判的深入而不断发展。

 《手稿》作为马克思早期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成果，

首先是对包括异化劳动、私有制、国民经济学在内

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次是对以黑格尔辩证法为代

表的整个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

 （一）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世界、劳动世界和

人的世界的异化状况

就商品世界而言，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

中劳动产品即商品与包括劳动者和资本家在内的人

是相异化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态下，整个社

会呈现出商品世界对劳动者的统治，劳动产品作为

主体力量的对象化、现实化，成为了一种外在的、

异己的力量来反对主体自身。从而使得商品成为

 “主人”，它迫使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得到它，

而只有得到它，工人及其家庭才能够存活。这种统

治和奴役不仅表现在外在的对工人的生存资料以及

劳动对象即工作的控制，更深层次地表现为对工人

本质力量的一种摧毁，工人创造出一个反对自身，

侵害自身本质的那个世界。而就商品世界与资本家

的关系而言，马克思同样表述了其统治与被统治的

一面：一方面，劳动产品只是作为资本家谋利的工

具而存在，商品对于资本家而言并没有超越交换价

值的丰富性；另一方面，资本家也被劳动产品所

 “统治”，资本家必须使劳动产品正常交换才能生

存，自由的外表下实则时刻生活在商品统治的控制

中。综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时刻处于商品世界

的统治中，马克思凝练地表述为：“物的世界的增

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2]156 通过对资本主

义商品世界的揭露，青年马克思道出了商品世界与

人的世界的敌对关系，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物

吃人的现象。

就劳动世界而言，马克思主要归结为双重“不

属于”：第一层“不属于”表现为劳动对工人本质

的出离，“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

说，不属于他的本质”
[2]159。在马克思看来，劳动

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表

现。劳动的过程直接体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过

程、自我确证过程，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感受到的应

该是“幸福”“舒畅”“肯定”和“自愿”。但是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感受到的是

 “不幸”“折磨”“摧残”和“强迫”。第二层

 “不属于”是劳动不属于工人，劳动过程中的工人

也不属于他自己。工人劳动地越多，他就丧失地越

多。劳动一旦被交易，工人将完全丧失自主性，不

仅是劳动的自主性，更包括其自身的自主性。而就

资本家而言，其一切活动其实也只是表面上属于自

身，实质上仍然受资本逻辑的支配。因此，资本主

义社会中人的活动即劳动都是异化的，异化的劳动

世界支配着人的世界。

对商品世界和劳动世界的批判必然走向对人的

世界的分析。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其自

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然而“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

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

活”
[2]163。劳动的手段化所呈现出的是整个类特性

的手段化，即把高层次的“类生活”降低到维持“个

人生活”的手段。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类生活不

应该成为手段，而是本质。当本质性的东西降低为

手段的时候，这是对人的类本质极大的否定。人的

本质世界随着商品世界和劳动世界的异化而出现了

坍塌。同时，人与人的关系也处于异化的状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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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仅与他人是对立的，与自身同样相对立。在资

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确立起来的关系是不平等的、

不纯粹的，利益充斥着一切空隙，工人与资本家之

间充满着剥削与压迫，工人与工人之间实质上也是

一种隐形的竞争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

的关系都处于对立状态。

通过四重异化规定，青年马克思展现并解构了

资本主义社会三重世界的异化状态。而显然对资本

主义社会非人状态的揭示并非马克思的真正目的，

异化劳动背后的实质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

而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否定和超越的共产主义也即

将呼之欲出。

 （二）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社会阶级的对立

与紧张状态

马克思在《笔记本Ⅰ》中开篇就指出“资本、

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
[2]115。第

一个原因马克思看来在于资本和土地本来作为劳动

者进行劳动的必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资本

主义社会的现状却是资本和土地成为劳动的依附，

劳动不具有对资本和土地的直接支配权。导致的直

接后果就在于工人成为资本家购买的生产资料的一

部分，即成为商品。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进行生

产，对劳动及其产品进行支配，工资和利润呈现二

元对立。而这样一种劳动与资本的交换过程必然受

到供求规律的支配，使得工人在这个过程中的不确

定性加剧。同时，资本对差异性的、感性的劳动做

了单一性、同质化的处理，资本只关心劳动，对现

实的个人活动漠不关心。此外，马克思指出资本家

面对资本时同样面临着苦恼，工人为生存而苦恼，

资本家则为不断获取剩余价值而苦恼。第二个原因

在于马克思揭示的三种社会发展状况。当社会财富

处于衰落状态时，工人遭受的痛苦最大，整个资本

主义社会处于衰落时期，工人阶级处于苦难之中；

当社会财富处于增长阶段，随着分工的扩大和资本

的积累，工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被贬低为机器；在

社会最富裕的状态中，贫苦持续不变，超过需求的

工人将注定会死亡。因此，无论社会财富处于何种

阶段，工人始终生活于贫困中。

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工人的这样一种致命结局，

社会财富增长与工人工资及其生活状况之间的矛盾

与其说是国民经济学的矛盾，倒不如说这是资本主

义社会生产规律本身的矛盾，即建立在私有财产制

度上的雇佣劳动。随着私有制的发展，一方面整个

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不断简单化，阶级对立不

断尖锐化；另一方面，不仅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

紧张，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以及工人与工人之间也

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的紧张状态。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国民经济学家直接从这样的分离现实出发，把本该

加以解释的前提当做理论基础，其理论的形而上学

性质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角色也暴露无遗。而值得

一提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不是一

味的否定，在批判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社

会财富的创造同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三）揭露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

社会意识形态的虚伪性

首先，马克思揭露了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整

个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虽然包括青年黑格尔派、

费尔巴哈在内的近代哲学家都对黑格尔哲学进行过

批判，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他们的批判要么是用黑

格尔辩证法来批判黑格尔辩证法，要么是对自身持

完全非批判的态度。因此，作为近代哲学的一份子，

依旧是需要被批判的对象。青年黑格尔派批判黑格

尔的理论框架、工具、方法仍然是黑格尔的，归根

到底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批判形而上学。他们抓

住的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形式方面，没有看到黑格尔

辩证法的内在限度，实际上是非批判的。在马克思

看来，黑格尔辩证法具有批判的形式，但不具有批

判的内容，由此展开的批判必将是毫无锋芒的。恩

格斯同样指出，其非批判性在于：黑格尔哲学保守

的哲学体系阉割了、窒息了革命的辩证法。那么，

将以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为代表的整个近代形而上学

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是有害的，其具有的批判

性“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

判”
[2]204，其后果是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

时性，削弱了民众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及阻碍

了对未来社会的向往与追求。

其次，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

的共谋性质。第一，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

但是黑格尔的劳动是思维的劳动、意识的劳动，而

不是感性劳动。正是因为黑格尔不理解感性劳动，

所以黑格尔从来没有关注到劳动的异化。国民经济

学亦是如此，只承认劳动的抽象方面而自觉忽略劳

动的感性方面。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

二因素理论，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

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由此国民经济学作为资产阶

级经济学必然追求的是抽象劳动，一是因为商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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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量的确定、度量是建立在抽象劳动基础之上的；

二是商品要想顺利交换，必须便于计算，而抽象劳

动创造的价值满足了这一要求。因此，劳动的抽象

性在国民经济学中是以价值量和工资等经济学范畴

表现出来的。而黑格尔作为德国哲学家，他要从哲

学论证抽象劳动，哲学上的抽象劳动为经济学上的

抽象劳动奠定了基础。第二，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

哲学都看不到劳动的感性方面。国民经济学把劳动

和财富结合在一起，指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

肯定了人的主体性，这一点马克思是加以肯定的。

但国民经济学仅仅是看到了劳动，而看不到劳动背

后的工人。黑格尔则为现代国民经济学辩护，为劳

动作了一种最一般原则的解释，指出财富与人的劳

动有关系，也就是说财富与人的主体本质力量有关

系，即财富的生成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是同一个

过程。但在黑格尔那里，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一

方面自我意识的异化无法被看作人的本质的现实异

化的表现；另一方面，对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的全

部重新占有，实质上是一种虚假的占有。所以在这

个层面上，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结成巩固的利

益同盟。如果说二者还有什么区别，那区别仅仅在

于一个是哲学语言，一个是经济学语言。

通过上文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首

先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为对异化

劳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和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其次是哲学维度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入到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其哲学基础的

批判，集中表现为黑格尔哲学。综上所述，通过对

 《手稿》的分析，青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得到

了清晰的呈现，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

批判的统一，还包括实事求是与开放包容的批判态

度，而其批判语境中也内含着解放意蕴，即为共产

主义的出场提供了批判前提。

毋庸置疑，青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是极其

深刻且具有源发性的。在思想史中，青年马克思的

资本主义批判呈现出内外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方面

就马克思思想发展史本身而言，自《手稿》时期开

始，马克思逐步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批

判，这不仅奠定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具体内容，

确立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方法论基础，还树立

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价值旨归，综合性成果集

中体现为《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揭示了资本主义

社会的历史暂时性和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未来。而

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进一步深入和对共产

主义论证的深化，马克思开始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

政治经济学领域，相继写作了《1857−1858 年经

济学手稿》《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等文本，

创作出了《资本论》这一鸿篇巨制，这也为往后思

想家的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另一

方面，青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以及后续对资本

主义社会的批判研究，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

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理论武器，他们或

多或少从马克思那里吸取了理论基因，从而更加有

力地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多维度剖析，他们着

眼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涉及到对资本主

义社会的科技功能批判、文艺美学批判、生态危机

批判、消费主义批判等，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

会批判理论注入了新的理论活力。可见，纵然马克

思已然有着其既有的思想结论，但马克思主义并非

是既定的，与时俱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

青年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有着其深刻的当代价值。

 二、青年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当代

价值

显而易见，青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及其方

法论绝不是历史的、短暂的，而是有着其超越时代

的方法论价值和生命力。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化、中国化的产

物，当前其主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学理依据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3]。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

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

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

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4]61 因此，青年马克

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及其方法论理应成为构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

 （一）批判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必然内涵

青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批判气质的重要形成资源和组成部分，体

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以贯之的批判精神，

毋宁说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源头活

水。马克思早期对经济学的介入就源于其对资本主

义社会法的原则的不满，遇到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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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之难事，由此马克思转而研究市民社会，即现实

的物质关系，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即《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和《手稿》的由来。纵观《手稿》

中的几大笔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始终是批判

性的，着重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工资、利润、地

租的分析中，体现在对异化劳动、私有制、国民经

济学、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而正是这种批判性奠

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和

生命力。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表明，批判性对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毋宁说是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形态，因此，批判气质也应当有

其时代传承。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需要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鲜明批判，必须有其对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话语建构，而不能简单地

只着眼于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经济理论；另一

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保持对当

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在《手稿》

中始终围绕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观点进行批判，揭示

其为资本主义言说的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批判范围也必须包含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经

济理论，由此形成既包含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又包含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论的批判格局。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相统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论

通过前文分析，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

义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维度和哲学维度进行了批判。

但是这两种批判不是割裂的，不是时间上的先后进

行和话语上的独立展开，而是合二为一、融为一体

的批判。同时，在这二者的融合批判中体现出两种

独特的批判风格。首先是显性批判。即一方面直截

了当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处于异化状态的社会，

这种异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化，导致了资

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的变异，进而体现为无论社会

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工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商品

世界、劳动世界以及人的世界都是异化的。另一方

面体现在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整个近代形而上

学的批判，直接揭示出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的

共谋性质，二者实质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其次

是隐性批判。一方面体现在正是由于对黑格尔哲学

的批判，使得马克思发现了市民社会的批判视域，

为在政治经济学视角下考察市民社会提供了理论参

照。同时，马克思也批判吸收了诸多黑格尔哲学精

髓，如精神现象学中蕴含的能动的否定性辩证法、

黑格尔唯心主义本质中蕴含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

原则的否定性这一积极的批判形式等，为其对人的

现实劳动过程、人类发展史与自然史、异化劳动与

劳动等分析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基础。另一方面在

于马克思对人的探讨从政治经济学领域提升到了哲

学领域，体现为对异化劳动本质的追问，从主体和

客体、理性和感性对人的类本质的把握，唯物史观

基本原则的确立等。综上，正是在这样一种融合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的资本主义

批判呈现出了其自身的原则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在对诸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新发展理念等阐

释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其政治经济学的阐释范式，

更要注重其哲学内涵的阐释，在对当代西方经济学

理论的批判吸收过程中，同样也要注重从政治经济

学和哲学两个维度对其展开辩证吸取。

 （三）实事求是与开放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态度

 《手稿》中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始终立足于

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例如在对工资、利润和地租进

行分析的逻辑展开过程中，无论是分析社会三种状

态中工人的工资，还是分析资本家的利润以及地租

的增长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简单化，都始终

围绕着社会现实进行。通过对社会现实的透视得出

结论，坚持事实就是的分析态度，而不是纯粹地停

留在理论层面。更甚如在对异化劳动的分析过程中，

对包括异化劳动在内的异化内涵的分析同样是扎根

于资本主义社会现状，而不是盲目地出于纯粹批判

的目的而批判。而在对国民经济学、黑格尔哲学相

关观点的批判借鉴中又足见马克思批判的辩证性、

包容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正是在批判的过

程中本着实事求是、开放包容的精神而不断地发展

壮大、与时俱进。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也必须本着这样的态度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

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体现在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始终坚持上，体现在对新

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的深刻把握上，

体现在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深刻领悟上。开放包容的批判气质则不仅体现

为对资本主义发展先进经验的吸收借鉴和对全球市

场的批判融入，还体现在对西方经济学和西方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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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批判理论的辩证吸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只有以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面对国内国际现

实，以开放包容的批判态度吸收先进、为我所用，

才能始终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理论基础。

 （四）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批判旨归

纵观《手稿》的三个笔记，可以发现马克思的

资本主义批判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批判，虽然其批

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但是其批判的目的却在于

为“共产主义”出场提供理论基础和批判前提，因

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是有着其解放气质的。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虽然从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

分析，但是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即

缺乏解放意蕴。致使这些理论不过是在资本主义既

定现实内谈社会问题，基本没有触及到或者没有明

确指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没有继续深入将

问题的最终根源归结为背后的资本逻辑及其资本主

义制度根源，甚至在抹除这些问题的社会制度根源

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支撑，乃

至于作为我们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理论支撑，

必须在话语体系上实现资本主义批判与共产主义未

来的逻辑连接。毋庸置疑，就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本身而言，已然与科学社会主

义实现了基本的勾连，譬如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等等，都在很

大程度上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但是当

前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领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解放话语，不能单纯着眼于当前的经济理论与实

践，不能局限于为当前的经济建设现实陈述，而必

须为未来的理想说话。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有其既批判资本主义，

又建设当下社会主义，更有为全人类求解放的三重

内涵。

 三、结束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

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
[5]2 青年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作为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必然属于我们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重要方面，必然成为我们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必然作为我

们辨识其他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方法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新的国情

和时代特点，面对未来的美好梦想，能不能驾驭好

中国经济这艘巨轮，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不断

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呈现出

时间上的紧迫性、空间上的全球性和话语上的解放

性三大特点。面对时代的理论需要，我们必须将视

野拉回马克思的理论视域，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

周文, 李思思.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

象与鲜明特征[J]. 上海经济研究 ,  2020（10）：62 −

70.

 ［3］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5］

 （编辑： 程爱婕）

第 1 期 郭成：青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及其当代价值探析 7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5-1309.2020.10.01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5-1309.2020.10.01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5-1309.2020.10.01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5-1309.2020.10.015

	一 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多维批判
	一 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世界、劳动世界和人的世界的异化状况
	二 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社会阶级的对立与紧张状态
	三 揭露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 社会意识形态的虚伪性

	二 青年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当代价值
	一 批判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然内涵
	二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相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论
	三 实事求是与开放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态度
	四 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旨归

	三 结束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