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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教学中"资本"现象透视 
谯伟 

（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1） 

摘要：资本运营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因素，也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方式。基于这一原因，本文

对经济史教学中的资本现象进行了初步探析，以历史视角为切入点，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特征，进而为提升经济史教学效率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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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来，国际资本的转移流动，是激发各国经济动荡、

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以历史发展中的资本现象为

基础，研究近代以来经济史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就是把握经济

运行内在原理，探究经济史现象的必要手段。从历史发展中汲取养

分，总结得出资本发展的显著规律，也能对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问题

起到帮助。 

1、资本的革命性特征 
人类发展历程中，一切被用来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进而谋求

经济利益的生产资料和货币，都被统称为资本。人类历史自发展以

来，商品和货币经济就成为了推动社会发展、经济进步的必要因素。

在封建王朝步入晚期阶段之后，商品以及货币经济，在特定历史条

件下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机遇。虽然其在数额上取得了充足发展，然

而在商品以及货币经济，在此时尚未完全转化为资本经济，仍然是

封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就曾经指

出过，商品和货币经济与资本之间的转化不是单一发展，而是具备

相关的转化条件。一是要使货币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他人劳动力

之间产生购买关系，而生产资料所有者所占据的价值总额也会因此

而大幅增加。二是必须要有出卖自身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总体来

看，部分人利用了自身所具备的经济实力，实现了对他人劳动力的

购买，并通过这一经济行为，将劳动力转化成为了一种商品，而另

一方自身所具备的货币、生产工具以及生产材料等，则成为了初始

资本。资本家通过购买所获得的劳动力，成为了他们增加自身财富

的有力工具，在这一历史阶段，生产关系才会向着为资本主义发生

转变。这一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资本在资本主义产生初期，为

生产关系的改革发展所做出的革命性贡献。而在 14、 15 世纪，欧

洲资本主义初具规模，其形成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手工业

者基于资本积累，发展成为了商人和资本家，财富能力较强的作坊

主进行生产场地的扩大，并雇佣了大量工人，实行资本剥削，成为

资本家。这是利用商业行为控制产业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基于

对资本行为的利用，小生产者在经济活动中的独立地位被侵占，反

而成为了买主的雇佣工人。紧接着，买主逐渐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手

工工场主。在一开始，基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仅仅是工业领域的

独有特征，随之又迅速渗透到农业领域，成为了影响大众生活的重

要生产关系。而在 15 、16 世纪之间，基于货币关系的地租形式成

为了经济活动中极为重要的基本形式之一，这对农村自然经济形势

产生了冲击，促使整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以租地作

业形式为依托的农业者，利用土地租赁的方式从土地所有者受伤获

取土地使用权，进而雇佣大量的农业劳动者，在租来的土地上进行

耕作作业，实行资本主义生产。而在 15 世纪的圈地运动，则是资

本主义在农业领域开展资本化改造的重要形式，这一活动最早出现

在英国，后来扩散到整个欧洲，成为了商业资本深度介入生产领域，

改造封建经济结构，实现资本革命的重要历程。在资本主义生产最

初的产生阶段，资本则成为了实行经济革命、开拓发展前途的重要

角色。 

2、资本的扩张性特征 
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商品经济的发展变革是其产生

的根本原因，这一经济类型与自然经济具有显著区别，具体表现在，

其使用价值的产生具有独特原因，生产者的消费目的不会影响资本

行为，与他人之间产生交换进而形成独特的交换价值，则是资本活

动的内在推动力量。这一特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

必然要突破地域的限制进行充分扩张，进而打破地域因素所造成的

封闭性，这是资本具备开放性和扩张性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商品

经济在诞生之初，就体现出了较为强烈的国际化特质，马克思曾经

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革命，都普遍依托于商品流通，

而商品在生产和流通环节所形成的商品贸易，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

一个重要历史前提。总体来看，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形成的商品经济，

包括商品的贸易和商品市场等，都在 16 世纪左右开始了大量发展，

这也是形成资本主义现代生活史的一个重大历史前提。 

2.1 商业资本阶段 

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初步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全球

范围内货币需求量在持续增加，欧洲人希望获得大量黄金资源，进

而制造货币，这使得 15 、16 世纪的欧洲人，广泛开启了新航路探

索活动，新航路的开辟，促使欧洲各国普遍发生了商业革命和价格

革命，这也是进一步改写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部分商业资产阶

级基于新航路的开辟，实现了资产的迅速扩张，这一阶段的资产阶

级，远未达到夺取政权的地步。因此，资产阶级的发展仍需要依赖

于封建国家力量，封建专制王权，依然是支撑资产阶级开展海外贸

易、实行殖民掠夺的重要力量。而在这一历史阶段，封建专制君主

和封建政权，已经呈现出衰落态势，而政权则依然属于封建阶级。

封建政权为了谋求经营财富，以及追逐东方世界遍地分布的奢侈

品，进而为维持封建专制统治储蓄财富和经济力量，因此将增加国

库收入作为了重要目标。而在这一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商人在利益

方面与封建政权不谋而合，两者的经济行为出现了重合点，因此在

16 和 17 世纪的欧洲，大多数国家都将重商主义作为一项基本国家

政策，而货币的通用性则进一步加强，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财富代

表，货币的流通领域，则成为了产生财富的重要渠道。国家富强、

经济发展的基本途径，得到了进一步确定。基于这一经济理论的指

导，欧洲各国充分发展了本国的制造行业，而为了进一步增加本国

的出口额，部分欧洲国家给予了手工工厂的经济扶持，以政府津贴

和国家订货的形式，确保了手工制造业畅通无阻。与此同时，部分

欧洲国家普遍限制了商品进口行为，并利用提高关税等措施，实行

贸易保护主义。海外殖民地的进一步拓展，则为欧洲国家的资本主

义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以上经济政策，是导致欧洲商业资本剧增、

社会形态发生转型的根本性力量。在这一历史阶段，欧洲的商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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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基于广泛的资本行为，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其资本活力

持续得到激发，这也是导致欧洲国家内外部政策发生转移，实行进

一步殖民扩张政策的基本原因。而这一历史进程中，资本在原始积

累过程中的罪恶则初步暴露。 

2.2 工业资本阶段 

在 18 世纪的 60 年代，工业革命推动了欧洲各国的经济结构调

整，农业不再成为欧洲各国的经济重心，而工业则更为各国重视，

并逐渐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扩张的重心。重工业成为了决定国家经济

实力的重要经济类型，这也进一步改革了欧洲各国的政治结构。工

业资产阶级逐步走上欧洲政治活动中心，在欧洲各个国家政权中，

都普遍占据了充分的支配地位。总体来看，工业资产阶级与商业资

产阶级具有显著区别，这主要体现在，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需

要基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而商业资产阶级则独立于商品的生产和

消费之间，利用不平等的商业贸易，获取商业资本。通常来看，重

商主义是推动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前提，然而在工业化

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欧洲工业资产阶级，却极为痛恨关税保护和贸易

垄断的行为。他们普遍认为，这些行为是侵害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

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一原因，在工业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时，其

基本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而依据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能力的持续

进步，欧洲工业资产阶级利用船舰火炮开路，实行不平等贸易，将

殖民地转化为自身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经销市场，这一行为也成为

了其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大工业资本力量的基本形式。 

2.3 垄断资本阶段 

19 世纪晚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催生了垄断资本，部分资

本家利用兼并或联合等方式组建经济同盟，实现对多部门商品生

产、商品价格、商品市场的高度掌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

了跨国资本集团。而随着历史发展，这部分垄断资本要求在经济方

面对世界各国进行瓜分，这也进一步加快了欧洲各国对外扩张的步

伐。由于欧洲国内地域限制，导致其投资市场相对狭小，难以满足

垄断资本的巨大胃口。因此，开辟新市场成为了迫切需求。与此同

时，世界范围内各个殖民地人民的日益反抗，也是导致西方资本主

义改善暴力掠夺方式的主要原因。欧洲国家将输出过剩资本变为主

要的侵略方式，将殖民地转化为开展垄断资本投资的场所，而投资

的基本方式则为直接投资。他们利用了殖民地极为低廉的劳动力，

并以十分便宜价格获取土地使用权，实现对该地区自然资源以及生

产原料的全方位垄断。而间接投资也普遍存在，如发行债券、购买

股票等方式，都是掌控殖民地经济命脉，控制殖民地内部政治和外

交的重要方式。 

以上三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增加其原始资本，拓展海外市场的主

要方式，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欧洲国家社会结构经

济结构的持续调整，其资本运作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而基于

资本主义的经济纽带，使得世界范围内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

进而成为了一个整体，在 20 世纪初期，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殖

民体系初步形成。 

3、资本的互利性特征 
在资本的国际流动期间，由于资本的输出和吸纳具有双性互动

的特征，给双方都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利益。例如在一战结束之后，

欧洲列强因为战争消耗损失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在战后恢复的初期

阶段，欧洲各国经济情况相对较差。德国由于战争失败，导致其自

身经济陷入瘫痪，英法两个国家则由债权国变为了债务国。同时，

一战导致美国财富大量增加，使美国占据了世界经济霸权，而由于

欧洲各国资金需求的因素，导致美国资本输出具备了有利条件。在

1924 年道威斯计划实行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利用了赔款问题的领导

权，为美国资本输出开通了渠道，这使得美元在欧洲占据了重要地

位。与此同时，美国帮助德国恢复经济，促使德国国际地位进一步

恢复。从这点来看，美国资本的辅助行为，是促进资本主义世界繁

荣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在二战之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同样在世界范

围内占据重要地位，美国以自身的经济优势为基础，开始资本输出

和海外市场的抢夺，并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贸易总协定、

马歇尔计划等行为，进一步占据了世界经济的霸权地位。在外资和

对外投资的帮助下，亚洲各国如韩国、新加坡等实现了经济腾飞。

而为了进一步发展国内经济和科学技术，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高度

重视外资引入，利用了外资的造血功能，促使外资成为发展本国经

济的重要工具。在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韩国、新加坡等国经济实

力的普遍增加，其国内财阀初步形成。 

4、资本的国际化特征 
资本是促进市场经济活跃，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世界

范围内，资本成为了影响各国关系、推动经济联合的重要因素，各

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也因之不断加强。因此，资本的国际化特

征也极为显著，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信息技术革命普遍发生，这

也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实现了进一步调整，世界各国经济之间的依赖

性进一步加强，世界各国成为了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不可或缺的

整体。而不同国家由于奉行不同的经济政策，导致其受到国际资本

运动的冲击程度都不尽相同。例如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诸多国

家都深受其影响，由于日本和中国具有不同的金融政策，因此在亚

洲地区范围内，各国经济都产生了不同影响。基于全球一体化的持

续发展，资本经济的力量已经超越了国界范围，是促进贸易发展、

维持社会经济稳定繁荣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如果一个国家能够

维持较高的开放程度，那么其发展机遇也会更多。各国务必要顺应

全球一体化发展趋势，利用自身优势，结合有利条件，明确自身在

国际分工中的合理地位，这也是世界各国在资本竞争中谋求主动

权，实现持续繁荣稳定的重要手段。 

结束语：资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产物，在资本的发展

流动中，世界历史发展也深受其影响。而在当前，世界资本力量得

到了进一步发展，其影响力更是深入到了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因

此在经济史教学过程中，务必要以资本视角为依托，把握世界史，

考察现实因素，开拓教学深度和教学创意，这也是培育学生跨学科

综合能力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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