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

南林马院原理教研室



南林马院原理教研室

教学目的
了解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的进程，

科学认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正确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冲突，
深刻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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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
义必然胜利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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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难点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和实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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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何理解经济规律和经济运行机制在垄断资本主义时
期的新变化。

•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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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时数：5学时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使用教学PPT、观看视频资料，
课堂讨论



本章目录

第一节 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第三节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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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

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经济全球化果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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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集中与垄断的形成

（二）垄断条件下竞争的特点

（三）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

（四）垄断利润和垄断价格

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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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集中与垄断的形成

自由竞争

科技革命

兼并联合

股份公司

垄断生产集中

垄断：是指少数资本主义大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通过
签定协议或联合，对一个或几个部门商品的生产、销售和
价格进行操作和控制。

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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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产生的原因

 当生产集中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极少数企业就
会联合起来，操纵和控制本部门的生产销售，
实行垄断，以获得高额利润。

 企业规模巨大，形成对竞争的限制，也会导致
垄断。

 激烈的竞争给竞争的各方带来的损失越来越严
重，为避免两败俱伤，企业之间会达成妥协，
实行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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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与垄断组织

·垄断是通过一定的垄断组织形式实现的。

·垄断组织是指在一个火几个经济部门中，占据垄
断地位的大企业联合。

·垄断组织的本质在于，通过联合实现独占和瓜分
商品生产和销售市场，操纵垄断价格，以攫取高
额垄断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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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垄断条件下竞争的特点

垄断是在自由竞争中形成的，是作为自由竞争
的对立面产生的。但是，垄断并不能消除竞争，反
而会使竞争变得更加复杂和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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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不能消除竞争

·垄断没有消除产生竞争的经济条件：竞争
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

·垄断必须通过竞争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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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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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条件下竞争的新特点

·竞争目的：为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

的垄断地位和统治全力；

·竞争手段：除了采取各种形式的经济手段，还采取非经济
手段，使竞争变得更加复杂、激烈；

·竞争范围：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不仅经济领域
的竞争多种多样，而且还扩大到经济领域以外进行竞争。

总之，垄断条件下的竞争，不仅规模大、时间长、
手段残酷、程度激烈，而且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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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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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资本主义是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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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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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垄
断
资
本
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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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垄断利润和垄断价格

垄断价格 包括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两种形式。

垄断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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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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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作用

（二）金融垄断资本的扩展

（三）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展
（四）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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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作用

1、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

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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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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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垄断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在自身范围内的部分质变，标志着资本
主义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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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科技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产物，

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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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深化，要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产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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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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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

（1）国家所有并直接经营的企业

（2）国家和私人共有、合营的企业

（3）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参与私人垄断资本

的再生产过程

（4）宏观调节

（5）微观规制：反托拉斯法；公共事业规制；社会
经济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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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

 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有利于缓解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促进

社会经济较为协调地发展

 使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和提高

加快了国家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在一定程上克服私人垄断资本狭隘界限、缓和劳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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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垄断资本在世界的扩展

1、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扩展的动因

 将国内过剩的资本输出，以便在国外谋求

高额利润

 将部分非要害技术转移到国外，取得别国

垄断优势，攫取高额垄断利润

 争夺商品销售市场

 确保原料和能源的可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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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资本输出

●生产资本输出

●商品资本输出

垄断资本向世界范围的扩展是通过跨

国公司这一国际垄断组织形式实现的。

（二）垄断资本主义在世界的扩展

2、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扩展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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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

垄断资本统治的基本经济特征：

（1）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

（2）在金融资本基础上形成寡头的统治

（3）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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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全球化的表现

三、经济全球化及其后果

（二）经济全球化的动因

（三）经济全球化的后果



南林马院原理教研室

（一）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

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
贸易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
企业生产

经营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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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济全球化的动因

1、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2、跨国公司的发展

3、各国经济体制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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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
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
人、哪些国家认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
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
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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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作用

·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 推动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发展

· 促进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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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
地位和受益不平等、不平衡。

· 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恶化

· 一定程度上增加经济风险

· 对相对落后国家的冲击加大



第二节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二战后资本主义变化的新特点

二、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
矛盾与冲突

南林马院原理教研室



南林马院原理教研室

生
产
资
料
所
有
制
变
化

劳
资
关
系
和
分
配
关
系
变
化

社
会
阶
层
和
阶
级
结
构
变
化

经济
调节
机制
和经
济危
机形
态的
变化

（一）新变化的表现

一、二战后资本主义变化的新特点

政
治
制
度
的
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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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

 ·股份公司

 ·国家资本所有制

 ·法人资本所有制

2、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化

 职工参与决策

 终身雇用

 职工持股

 普及化和全民化的社会福利制度

3、社会阶层阶级结构的新变化
 资本家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高级职业经理成为大公司经营的实际控制者

 知识型和服务型劳动者数量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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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济调节机制和经济危机形态的
变化

5、政治制度的变化

 政治制度多元化

 重视法制

 改良主义政党影响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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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变化的原因和实质

原因：

1、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

2、工人阶级的斗争

3、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4、资本主义自身的改革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6%D5%C9%ED%B9%CD%D3%C3&in=22186&cl=2&cm=1&sc=0&lm=-1&pn=11&rn=1&di=8797606186&ln=997&fr=&ic=0&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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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1

 希腊目前面临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为此希腊总理帕

潘德里欧近日宣布了一系列财政紧缩措施，包括削减公务员

薪金、增加燃油税、将退休年龄由六十一岁提高至六十三岁。

政府的举动引起了公职人员的不满，于是导致全国大罢工的

发生。2月12日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数以千计的希腊公

务员十日举行大罢工，抗议政府的紧缩经济政策，罢工导致

航空交通及公共医疗服务大受影响，全国铁路交通陷入瘫痪。

希腊机场航站楼工作人员、海关人员、税务所公务员、公立

医院医生、公立学校教师等当天在全国举行二十四小时罢工。

除公立医院急诊继续对公众服务外，医院其它部门全部关闭。

全国的铁路交通陷入瘫痪，雅典市出租车司机也加入罢工行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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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 希腊工人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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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2

 近日，欧洲多国掀起罢工潮。欧洲载客量最大的航空公司—
—德国汉莎航空的4000多名飞行员当地时间22日举行罢工，
使全球1万旅客出行受到影响，也对全球航空运输业产生了不
小的影响。目前，英国和法国的一些航空公司和机场员工也
先后开始计划罢工。

 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欧洲各大航空公司纷纷宣
布减薪裁员。大型航空公司往往面临三重挑战，除了经济不
景气、燃料费上涨外，它们还要面对其他廉价航空公司的竞
争。因此，大型航空公司不得不为了经济效益影响到员工福
利。不少员工抱怨工作环境糟糕、薪水不足、福利待遇差等，
要求公司提高待遇，保障员工福利。但公司通常与工会或员
工代表谈不拢，不是拒绝妥协，就是仅仅停留在口头承诺上，
并未付诸行动。由此，员工的不满情绪唯有通过罢工来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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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 德国汉莎航空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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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

1、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经

济规律作用的结果

2、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框架内的变化

这些变化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没有

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论断的科学性，根源于资本主

义基本矛盾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依然是资本主义

不可克服的痼疾。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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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之下，西方国家出现的各种问题：

二、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冲突

南林马院原理教研室



第三节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二、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
史必然性

一、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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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

1、资本主义将科学技术变为强大的生产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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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
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一、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南林马院原理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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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自身的局限性：

1、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占有两极分化，引发经济危机

3、资本家阶级支配和控制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和运
行，不断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



南林马院原理教研室

二、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从人类社会发
展的长河看，资
本主义终究要被
社会主义所取代，
这是历史发展的
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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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
的萌芽。”

 2、资本积累推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并
最终否定资本主义自身。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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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
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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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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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
史过程

 1.任何社会形态的存在都具有相对稳定性

 2.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过渡的长期性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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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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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一个社会

形态，在它所能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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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的物

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

的胎胞里成熟以前，

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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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说垄断并没有消除竞争？

2.如何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及其影响？

3.如何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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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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