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资本论读后感(优秀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读资本论读后感篇一

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劳动力在工厂的大量劳动，正是依靠
劳动力大量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资本主义才得以迅速发展，
经济基础不断巩固，最终成为人类社会广泛应用的社会制度。

而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工厂对劳动力的要求也在变化，由此
而了引发对劳动的优化。资本主义劳动优化是随着三种制度
的出现、发展及完善而进行的，这三种制度相互联系，相互
作用，既有共性，又有所区别。他们的存在共同影响着资本
主义发展的历史，共同作用于人类劳动活动的发展。

最先出现的是泰勒制，其是泰勒在20世纪初所创建的科学管
理理论体系，根本内容在于如何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在美国
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企业规模迅速扩大，而由生产混乱，
劳资关系紧张所导致的企业生产效率普遍低下的情况下，泰
勒指出，企业如果要继续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应当把科学
知识和科学研究系统运用于管理实践，科学地挑选和培训工
人，科学地研究工人的生产过程和工作环境，并据此制定出
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合理的日工作量，采用差别计件工资调动
工人的积极性，实行管理的例外原则。这一先进的管理思想
被泰勒首先在伯利恒钢铁公司进行试验，并获得成功。随着
泰勒制的实施，工厂管理也开始从经验管理过渡到科学管理
阶段。

福特制产生于泰勒制之后，由h.福特创建，虽然福特一直不



承认与泰勒制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泰勒制在为流水线作
业提供技术支持。福特制的根本内容在于把科学的管理原理
应用于生产，在生产标准化即产品标准化、作业标准化的基
础上，利用高速传送装置，使生产过程流水线化，使流水线
上各道工序的工人的各种作业在时间上协调起来，最大限度
地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其目的与泰勒制一样都是为了提高
企业的生产效率，获得利润。二者在本质上也都是通过劳动
的优化使工人劳动效率达到最高，最大程度上用较短的时间，
获取劳动利润。在大方面上看，二者的产生都是资本主义发
展遭遇瓶颈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制度完善的需要，都是资本
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都存在资本家对工人劳动不同程
度的剥削。

而二者不同的是，泰勒制是在生产活动既定的条件下，对不
同工作任务的分析，是对个人生产动作的科学化，而福特制
则是对生产过程的改变，着眼于生产全过程的科学管理方式。
泰勒制只是将工人工作的无用时间尽可能的缩短，而福特制
则对工人生产工序进行缩减，在对工人劳动自主性的剥夺上，
显然福特制更深入。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资本家所面临的问题自然也有所
变化，当原有的福特制暴露出弊端，不在适应新的生产需要，
丰田主义便应运而生。丰田主义并没有对福特制彻底否认，
它汲取了福特制的优点，对其中的不足予以改善，使新创立
的制度更加适应新的生产需要。丰田主义中的`小组生产、作
业自动化、标准化与人的自主性的结合便是福特制中没有的
内容。其始终致力于减少所有不能增加产品最终价值的中间
环节，以获取较大利益。

虽然制度始终在变，但是有一点却一直贯穿在这些劳动优化
制度之中，那就是对劳动者生产产品时间的不断缩短，即相
对的劳动时间总量的不断扩大。即使丰田主义推崇人的自主
性，但我们应当见到这种自主性是建立在小组内的，最终决
定权在最高管理层的基础上的，劳动者并没有选择自己劳动



时间的权利。在对劳动时间的一次次压缩中，工人劳动的自
主性也在被剥夺，其积极性自然也在降低。

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劳动优化的思想，泰勒制、福特制
以及丰田主义在促进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们共同促进着大工业生产，推动工厂为社会提供大量的物
质资料，为资本主义文化，政治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
础。甚至也可以说，这三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为社会主义
工厂生产制度创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工
厂的管理方法中不难看到泰勒、福特等人的管理思想。

但是事物总是两面的，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三种制度自身所存
在的局限性。它们无一不是通过对生产工序、时间的压缩，
达到将人捆绑到机器上的效果。列宁就曾两度批评泰勒制，
说它是压榨工人血汗的“科学”制度及用机器奴役人的制度。
而福特制与丰田主义，也是如此。它们在不断增加劳动强度
的过程中，不断地压榨工人，达到为资本主义创造价值的目
的。

在当今社会，这种劳动方式依然饱受争议，它所带来的弊端
也使得一些管理者开始思考转变生产方式。在知识经济盛行、
机器智能化的今天，单纯的靠劳动强度的增强、个别劳动时
间的缩短依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大潮。我想，面对人对个
体权利的关注、产品附加值被越来越重视的境况下，工厂的
劳动生产方式理应做出改变。在对人个体价值的思考，在对
过往管理方式的反思与借鉴中，管理者们应当创立一种新的、
符合现今发展潮流的劳动优化方案。

读资本论读后感篇二

1.在苏联人民的心目中，在世界所有向往社会主义的有识之
士的心目中，无不期望苏联早日取得一个又一个资本主义国
家不可企及的伟大成就，无不期望苏联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甚
至共产主义。



2.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渔翁得利的事情是时有发生的。

3.尽避这一理论不曾也不打算动摇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根基，
但它将自由主义自身所固有的矛盾暴露无遗，部分反映了人
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闻自由的不满情绪。

4.当然，大多数欧洲人将危机归咎于不受约束的英美资本主
义，不料却发现，欧洲本土机构也统统沆瀣一气。

5.他向他们谆谆告诫资本主义就要灭亡的必然命运，之后就
向他们提供廉价贷款和风险投资以“恢复”生产。

6.在这种情况下，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思考自由放任主义能
否适应垄断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为了解
决危机带来的问题，开始打破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绝对界
限，介入到经济生活中去。

7.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没钱活不了;有了钱也可能招到横祸,酿
成象齿焚身的悲剧。

8.资本主义生产打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与人之间的
社会联系大大加强。

9.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被留下来任意蔓延，那么我们的世界将
会被饥饿、疾病、贫困、环境灾难以及战争搞得千疮百孔。

10.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是资产阶级的发家史，是资本主义制度
创立过程最基本的运行机制，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想得到
社会的广泛认同，对西方经济学恐怕只能择善而从之，否则
没有出路。

11.大声疾呼反对奥班“资本主义银行”，并且想要那些布鲁
塞尔的匈牙利人承担经济衰退和经济疲软成本。



12.珀普金认为，农民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同样受市场支配，
他们犹如资本主义的公司一样，瞻前顾后，权衡长期和短期
的收益，最后作出利益的最大化的选择。

13.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私人资本不愿或无力承担在落后地区
大规模兴办制造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风险，再加上当时自
由放任的传统经济思想仍束缚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力，
因此和平时期政府不大可能直接投资于某一地区的生产领域。

14.可越南也很难算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完美典范，却是协
定个谈判成员国之一。

15.作为美国财长，他一直是美国式资本主义的首席布道者，
为自由放任主义的“粗暴之爱”提供咨询服务。

16.但在这些问题背后，他们面临着一个更加深刻的选择：要
么奉行近几十年来推动世界发展的消费驱动型资本主义，要
么深吸一口气，改弦易辙，寻找到一条可持续的新路。

17.在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更加根深蒂固。

18.新经济政策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资本主义制度之
间的和平共处，在历史上不乏先例。

19.资本家彼此之间尔虞我诈，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

20.爱情原来是资本主义，资本决定相聚，无产决定分离。

21.再看香港大学郎咸平教授的言论。这个世界似乎很奇怪，
我已经彻底糊涂了，到底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教授，谁是社
会主义社会的教授。

22.股东资本主义的反对者们认为该制度是一种寡廉鲜耻的制
度。



23.市场一叶知秋，市场最清楚如何把资本主义藉著交易一文
不值的废纸变成老鼠会。

24.在资本主义生长的最初阶段，以海盗似的冒险投机精神聚
敛财富，从而创造出天方夜谭似的经济奇迹比比皆是，昨日
还一贫如洗，今日即腰缠万贯的爆发户屡见不鲜。

25.在刚开始时资本主义是革命性的吗?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
革命吗?答案是否定的。至少我是这样看的。资本主义从一生
下来就和野蛮镇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很快它就取得国
家暴力机器和政党组织。

26.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制度和积累导
致两极分化和人民大众有支持能力需求不足带来的不治之症，
通过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来解决。

27.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讲二者是水火不
相容的。

28.反资本主义者其实是本末倒置了。

29.它再也不是里根经济政策或者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30.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被压迫人民生活在一个和我们截然不同
的世界里。

读资本论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眼界呢？就是让我们发现，我
们去理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表现的时候，你不
能只从这个国家入手，比如我们过去说我们中国人近百年不
行了，那我们就要追究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不行，甚至把责任
追究到孔子的头上。要不就是做个比较，说为什么西方行呢？
那西方人也是从他们为什么“行”一路追溯下去，说到是因



为有基督教文明，甚至从希腊开始的科学哲学，而真正对我
们有所帮助的一种观点是什么？
这本书告诉我们要了解同一个时候全世界各地在发生什么，
这些事情又怎么串联起来，要有一个更长的世界史的眼光看
这个世界。一千年甚至五千年来世界各地的交互移动，交互
贸易买卖之间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跟变化。你要解释西班牙
为什么衰弱，不是因为西班牙人懒了，西班牙腐败了，西班
牙当时的国王的经济政策错误了，而是因为中国这里有一些
变化，全世界的经济也有一些变化，使得它不得不衰败。
世界风云变幻的环境中就像一个舞台，而我们每一个人在里
面扮演一个角色，它真正发挥影响历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没错，个人是有选择，个人是有能力，领导人也是有他的选
择空间，一个国家的制度该怎么走，经济政策该怎么走也真
的会起到影响。但是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你做出这
样的选择呢？当我要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手上有什么选项
可以供我挑选呢？这些是外在的环境决定的，而这些外在的
环境又决定于一个更广泛、更长远的一个大的全球背景，这
样的一个全球眼光恰恰能够突破我们从小从历史课本里面学
到的一种单纯的从一个国别史，一个国家单独发展的历史来
看一个国家的一个狭隘的偏见。

读资本论读后感篇四

种金睿

为了完成读书任务，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一直放在背包里，地
铁时间、午休时间、等娃时间都拿出来看看。零星时间阅读
固然可以保证阅读速度，但是记忆不够连贯，没有办法记笔
记，因而无法形成系统的深入思考。加之政治经济学基础薄
弱，因此只能从文本层面进行理解。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小册子，由列宁写



于19，19第一次出版。首先，本书通篇体现了很强的逻辑性。
全书采用层进式的论证模式，一共十章，前六章集中论述了
当时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5个新特征，即：生产和资本的高
度集中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第一
章）；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为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形
成了金融寡头（第二章、第三章）；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不
同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四章）；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
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第五章）；资本主义列强已经把世界
上的领土瓜分完毕（第六章）。从第七章开始进入对帝国主
义本身的分析，其中：第七章根据前六章的层层分析对帝国
主义进行了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即垄断
阶段。第八章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特性――寄生性和腐
朽性，主要论据是垄断阻碍科技进步，食利阶层脱离生产，
甚至使工人阶段中分化出特权阶层（机会主义者）。第九章
则是有针对性地评论或是批评了当时对帝国主义一些不彻底
的、妥协的观点，批评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帝国主义的性质。
有了前九章的铺垫，第十章仿佛呼之欲出。作者提出“既然
大企业变得十分庞大”,有计划地组织原料供应、有步骤地组
织生产、有计划地分配，那么就已经形成了社会的生产化，
与私有经济的外壳不相适应，这一外壳终究不可避免地被消灭
“.由此，帝国主义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而且是最
高阶段，是最后阶段（垂死的资本主义）。这是大的逻辑结
构，在每一章节内部也同样论证结构严密，每一个立论或驳
论都十分精彩，有论点、有论证、有论据，有整体、有个案，
有数据、有分析，归缪法、反证法等等论证方式不一而足，
值得仔细品读。因此这是一次虽然有些难度但仍感舒适的阅
读体验。

其二，本书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今年好刚是本书首版1，
但是其中对于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金融寡头形成方
面的论说仍然可以望见当前的影子。例如在”银行和银行的.
新作用“一章中提到金融资本的形成及对工商业的影响：”
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围额的增加，银行的作用根本改变
了。分散的资本家合成了一个集体的资本家。……极少数垄



断者就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业务，……以至最后完全
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收入，夺去他们的资本或者使他们
有可能迅速而大量地增加资本等。“.在”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
“一章中提到金融资本对整体社会的影响：”集中在少数人
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
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越来越多的利润，
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作
者还特别提出”拿发展得很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来做投机
生意，也是金融资本的一种特别盈利的业务“.在”资本输
出“一章，则进一步扩展到金融资本的国际影响：”只要资
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会输出国外，输出
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
常才是很高的，因数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
料比较便宜。"

读资本论读后感篇五

资本主义(capitalism)是资本属于个人所有的经济制度。这种
以资本为主体的制度是尊重资本和财产为个人所有，任何人
都不得非法侵占，这就是私有制的含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
最重要最主要的内容，没有私有制就不能叫资本主义。资本
主义是要求不同资本对不同资源发挥的各自作用和价值来推
动社会发展。这一发展模式形成了和资本家雇佣工人和白领
进行生产的情况，当代社会资本主义公司股份制的实行，公
司的股份被分配到了大众手中，这样资本不断的社会化，这
一情况也不断发展和改进。

拥有资本或财产的国家;和对于资本的占有。众多资本集中在
少数人的手上;以及，对于大量或联合的资本的权力或影响力。
至于当代的定义，或许是因为受到了19世纪的哲学和意识形
态争论的影响，则将其定义为一种“经济制度”(如同宋巴特
和伟伯使用的)。例如梅里厄姆-韦伯斯特词典里对资本主义
的定义是：“一个由个人或公司拥有资本财产的经济系统，
经由个人的决定进行投资而非经由国家的控制，以及价格、



生产、销售产品主要都由自由市场所决定。”不过，英
国1987年版的《牛津英语辞典》将其定义为：“占有资本的
状况;资本家的身分;拥护资本家存在的制度。”这与美国辞
典的定义差异也或许是因为意识形态和词源解释不同而造成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