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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４ 年马克思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综述

欧阳 向英

本文选取 ２〇Ｍ 年度发表在 《 中 国社会科学 》 《马克思主义研究》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国外理论动态 》 和 《新左派评论 》 上的马克思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 以及本年度有代

表性的学术著作 ， 从不平等问题、 反思资本主义和构建社会主义、 中 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 、

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等 四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国 际政治经济学文献进行梳理 。 《
２ １ 世纪资本

论 》 引发国际不平等问题成为学术热点 ， 两条道路之争仍是传统重要议题 。

－ ？ Ａ ．１ ．

一

、 刖 目

近年来 ， 中国的迅猛崛起与美 国的霸权衰落形成鲜 明对比 ，

一

度平息的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道路之争重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 国际金融危机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

的反思可能预示着世界思潮的变革与转折 。 全球化背景下 ， 如何看待不平等 问题 ， 社会主义

是否最终解决方案 ，
东西方学者积极探讨并给予了 回答 。

２０ １ ４ 年度
，

全球左翼学者就国 际政

治经济学热点 问题著书立说 ， 提出 了许多颇富新意的见解 。 虽然某些观点可能 尚存争议 ， 需

要学者做进
一

步的研究和分析 ， 但总的来说 ，
马克思主义国 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逐步成

型
，
解释力得到加强 。

本文选取 ２〇Ｍ 年度发表在 《 中 国社会科学 》 《马克思主义研究》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国外理论动态 》 《新左派评论 》 （
ＮｅｗＬｅ ｆｔＲｅｖ ｉｅｗ

） 《 每月评论 》 （
Ｍ ｏｎｔｈｌ

ｙ
Ｒｅｖｉｅｗ

） 和 《社会

主义年鉴》 （
Ｓｏｃ ｉａ ｌ

ｉ ｓ ｔＲｅｇ
ｉ ｓ ｔｅｒ ） 上的马克思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 ， 共 ３５ 篇 ，

以及本年度

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 ， 共 １４ 部 。 选取的标准是 ： 首选马克思主义与国际问题的交集 ， 其次偏

重经济学
，
最后适当选取与经济议题有关的政治学研究成果 。 虽然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马

克思主义与国际问题的交汇点 ， 但并不在本综述选取范围 内 ，
因为本学科更侧重马克思主义

在 国际政治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 。 上述期刊发表了一些多视角研究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论

文 ， 由 于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虽有借鉴意义本文亦不收录 。 需要说明 的是 ，

本文选取的西方作者大部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 但其关注的问题 、 运用的方法、

分析的框架和得出的结论与马克思主义或有思想渊源 ，
或形成对比参照 ，

总体可称 国外左翼 。

为了将更多有活力的思想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视野 ， 我们尽可能将 国外左翼有影 响力的政治

经济学文章收录在 内 。 受选取范围等客观限制 ， 难免存在不足之处 。

＊ 欧阳 向英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

ｏ
ｙ
ｘ
ｙ
ｍｍ

ｌ＠ １ ２６ ． ｃｏｍ
。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

的建设性意见 ， 并 自负文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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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４ 年 ， 马克思主义Ｍ ：际政袷经济攀论文生题集中在以下 四类 ｆ 不乎等何题 、 反思资本

生义与构建社会主义、 中Ｓ与世界的经济关系、 ■家治理和全球治理 ８ 《．国 ＃卜理论动态》 对

此类议题涉及最广 ３ 本年度发表相关论文 Ｗ 篇。 《当代世界与社会生义》 和＜马克思主义研

究Ｉ 大体相当 ４ 分别犮表 ９ 篇和 ８ 篇 ＾中鼠社会科學含 的议题分布较均衡 ， 就 ４ 类议题中

的 ３
■每类发表 １ 篇 （

．

见表 ｌ
） ａ

． 新左派评论＞
．

《

－

每 ｉｌ ｉ平论 》 和 ？

《社会主文年鉴＞愚国外著

名的＿学术期刊 ， 研究菌外的马克思主夂属：际政治鳋济學不可能不考察它们的发表情况 ，

遗憾的是 ， 来源ｆ这三种期刊里纳入到本文的文献很少 ， 这并不是Ｂ为它们不发表国际政治

经济学的文葷＾ 而是它们的研究对象往往是中ｓ或狡美 ａ家 ． ， 前者对我们来说不旖ｆａ 际问

题的研究范围 ， 后者的探讨往在在现实层面而缺乏理论意义 ， 故舍志＊

表 １２０ １４ 年度马 克思主义 国 际政治经济学文献分布

類
申 会 马 ：吏思纖 费倾鼻， 赚纖： 薪

笔卿ｆ

社会主义
合计

嵙学 賴 社会蚊 动态 评论 年鉴

爾 ０ ２ １ ２ ０ ０ ０ ５

资本 氣义与社
２ ６ ９ ０ ０ ０ １８

中
：厦智世磬 的

■纖系
１ ４ ０ １ １ ０ ０ ７

国 家治 理 与 全
０ ２ ２ ０ ０ ０

＿顧：

合计 ３ ８ ９ １ ４ １ ０ ０ ３５

＊倉中？政羞＿刊：来雛的：文雜 ，
不包括ａ书

从话题童要性来着 ：， 资本重叉与社会３义的道路之争仍是传统重要议题 ， 中菌与世界的

經济关系也得到ｒｒ泛关注《 虽然着
？

上去不平等问题与全球治理问题文献数目 相词 ， 但实际

上 世纪资本论＞ｇｉ发了东西方学术界普遍关注 ， 大量书评和研讨会综述不在我 们的文献

收录范围内
，
所以国际不平等问题毫无疑问是２０ １ ４ 年国际学术热点 （ 见图 １

） 。

腺治理与全球治理

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不平等问题

图 １２０１４ 年 马 克思主义 国 际政治经济学文献主要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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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要期刊发表情况看 ， 《 国外理论动态 》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 马克思主义研究 》

和 《 中 国社会科学 》 值得本学科持续关注 ，
而国外期刊将逐步调整 （ 见图 ２

） 。 下面将对文献

内容分类加以概述 。

图 ２２０ １４ 年主要期刊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发表情况

从图书 出版情况看 ， 大学 出版社和专业的学术 出 版社是 出版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

图书的主要平台 。 ２０ １４ 年 ， 美国 出版该类图 书 ４ 种 ， 英国 出版 ６ 种 ， 中国 、 加拿大、 日 本和

荷兰各 １ 种 ， 表明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在英美两国得以延续 。

表 ２２０１ ４ 年度马克思主义国 际政治经济学图书 出版情况

序号 出版社 所在国 数量

１ Ｂｅｌ ｋｎａｐＰｒｅｓｓ（隶属 于哈佛大学出 版社 ） 美国 １

２ 中信出 版社 中 国 １

３ Ｏ ｘｆｏｒｄＵｎ ｉｖ ｅｒｓｉｔ
ｙ
Ｐｒｅｓｓ 英国 ２

４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ｏｆ Ｂ ｒｉｔｉ ｓｈＣｏｌ ｕｍｂ ｉａＰｒｅｓｓ 加拿大 １

５ Ｒｏｕ ｔｌｅｄ
ｇ
ｅ 英国 ２

６ Ｐｒｉ ｎｃｅｔｏｎ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ｔ
ｙＰｒｅｓｓ 美国 １

７ Ｓｐ
ｒｉ ｎ

ｇ
ｅｒＴｏｋｙ ｏ 日本 １

８ Ｍｏｎ ｔｈｌ
ｙＲｅｖ ｉｅｗＰｒｅｓ ｓ 美国 ２

９ Ｂｒｉ ｌ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 ｓｓ 荷兰 １

１ ０ Ｐａｌ
ｇ
ｒａｖｅＭａｃｍ ｉ ｌｌａｎ 英国 １

１ １ Ｃａｍｂ ｒｉｄ ｇ
ｅ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 ｔ

ｙＰｒｅｓｓ 英国 １

＊ 表中只反映本文收录的 图 书出版情况 。 由于资料来源有 限 ，
统计并不完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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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国 际不平等问题

国际不平等交换是马克思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议题 ，
但却

一直被基于现实主义研

究的世界经济学界有意无意忽视 。 该领域的 中文著作 《 国际不平等交换多变量影 响模型及衍

生效应》 于 ２０ １ １ 年出版 ，
通过构建国际贸易不平等交换多因素影响模型 ， 对其决定因素及衍

生效应进行分析 ， 并利用国际和中 国的相关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对国际不平等交换 的存

在性 、 诱因性 、 衍生性等问题进行实证检验 ， 最终从体系上构建起
一

个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

框架
，
以期为促进我国贸易利益增长 、 从根本上改变 国际不平等交换地位提供有价值的理论

参考 。 应该说 ，
这是

一

部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国际不平等 问题的重要作品 ，

遗憾 的是 ， 该书并没有引起国 内外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 直到舶来品 《
２ １ 世纪资本论 》 传入 ，

国际不平等问题才引发学术界普遍关注 。

对国际不平等的解释主要有如下六种 。

一

是资本视角 。 法 国经济学家托马斯 ？ 皮凯蒂 的新作 《
２ １ 世纪资本论 》

？ 审视资本主义

和不公平等重要话题 ， 迅速成为 《纽约时报 》 畅销书 ， 并引起许多重量级人物的热议 。 中文

版于 ２０ １４ 年由 中信出版社出版 。 该书主要观点如下 ： 第一
，
关注 １ ９ 世纪以来全球人 口 的变

化趋势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 ， 认为人均产 出 的增速达到峰值的时间会晚于人 口 的变化 ，
人

口增速会跌至零 ， 甚至出现负增长 ， 但人均产出 的增长速度不会降到零 。 从长时段来看 ，

２ １

世纪的资本构成与 １９ 世纪大相迥异 ，
但资本收益率却旗鼓相当

，
大致在 ４ ５％ 左右 。 皮凯

蒂的结论是 ：
ｒ ＞

ｇ ， 即资本收益率 （
ｒ

） 将会超过经济增长率 （ ｇ ） 。 资本得到的越来越多 ， 贫

富差距会越来越大 。 第二 ， 皮凯蒂运用资本／收入比 ， 即 资本 （ 财富 ） 与国 民收人的 比例佐

证
“

库兹捏茨曲线
”

，
证明资本带来的收入会越来越多地集 中在少数富人的手里 。 从 １９ 世纪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贫富分化呈 Ｕ 型曲线 ，

７ ０ 年代后有所加剧 。 如果继续现在的趋势 ，

２ １ 世

纪将会和 １ ９ 世纪
一

样 ： 巨大的贫富落差 、 尖锐的社会矛盾、 红旗到处飘扬 ， 甚至引发社会动

荡和战争 。 第三
，
为了改变 ２１ 世纪贫富恶化的趋势 ，

皮凯蒂主张应该在全球范 围内对资本征

收累进税 。 皮凯蒂并不主张建设人人平等的空想世界 ，
也不是要回到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 ，

甚至不认为政府的规模会出现较大的扩张 ， 但是皮凯蒂认为 ， 政府亟须强化其社会职能 ， 为

了维护民主政治的稳定 ， 必须遏制财富过度地集 中到少数富人手里 。 这是避免出现社会动荡

的最佳方案 。 无论对贫富分化的分析 ，
还是对不平等 的解决方案 ， 皮凯蒂理论引起的反对与

赞成几乎 同样多 。 我们将在
“

总结
”

部分再做探讨 。 此后 ， 丹尼尔 ？ 柯亨主编 《不平等加剧

的经济学 》 收录了包括皮凯蒂在内诸多经济学家关于不平等问题研究的论文 ， 对不断上升的

不平等程度进行力学分析
，
包括经济基本面的变化 （如技术或统计参数的变化 ） ，

以及在多

大程度上或有后果 ， 对该问题做出 了理论和实证的贡献 。
？

二是全球劳动力结构的视角 。 劳尔 ？ 德尔戈多 ？ 怀斯对全球范围劳动力被迫转移问题进

行分析 ， 探讨了新全球结构对工人阶级劳动和生活水平 的冲击及产生的社会经济问题 。 通过

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统治政策 、 国家和地区 内部加剧的不平等 、 严重的劳动力不稳定和剥削

①Ｐｉｋ ｅ ｔｔｙ ，

Ｔ．（ ２ ０ １４ ） ．ＣａｐＭａ Ｚｍ认ｅＢｅ ｌｋ ｎａ
ｐ
Ｐｒｅ ｓ ｓ ．

②Ｃｏｈ ｅｎ
，Ｄ ．

，

Ｐｉ ｋｅ ｔｔ
ｙ ，Ｔ．＆Ｓ ａｉｎｔ

－Ｐａｕ
ｌ

，Ｇ ． （
２０ １ ４

）．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 
Ｒｉ ｓ ｉｎｇ

Ｉｎｅ
ｑ
ｕａ

ｌ
ｉｔ ｉ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 ｔ
ｙ
Ｐｒｅ ｓ 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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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 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等方面的分析 ， 怀斯得出劳动力被迫转移已成为人 口 流动

的主要形式的结论 ，
并提出 了通过社会组织 和运动 的统

一

以 遏制对工人阶级不利 因素 的思

路 。
？ 劳动力视角与资本视角两相 呼应 ， 构成马克思主义对国际不平等 问题给出 的重要分析

框架 。

三是全球价值链视角 。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多 以分工和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 国际分工

和全球价值链对提高生产效率的意义 ， 但回避甚至故意掩盖 了 由此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 。

马克思对这
一

研究传统进行 了批判 ， 深刻揭示 了 国际分工的剥削本质 ， 并以
“

资本家的手
”

取代了
“

看不见的手
”

。 按照马克思的研究思路 ， 在
“

资本家的手
”

的推动下 ， 资本主义剥

削关系经由 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转变为发达国家对发展 中 国家的剥削关系 。 全球价值链本

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精心打造的经济霸权体系 。 此霸权体系的关键在于流通环节 ， 其作为价

值的实现过程决定了财富由发展 中国 家流 向发达 国家 。
？ 从国 际分工到不平等交换 ，

全球价

值链视角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对国际经济秩序和贫富差异最为有力的分析工具之
一

。

四是经济 民主视角 。 加拿大学者汤姆 ？ 马勒森认为 ， 当前人们越来越视经济 民主为左翼

的
“

大概念
”

。 虽然其基本的 内核 经济的各部分应该受民 主监督 并不新颖 ， 但是经

济民主作为
一

个明确的政治范式 、 作为相对密切且内在
一

贯的批判和改革行为体的 出现 ， 确

是新发展 。 从工厂民主到投资民主
，
再到市场体制民 主化

，
作为整体的经济民主为挑战不平

等提供了
一

种重要的方法 。 通过代表 ， 尤其是通过直接参与经济决策机会的增多而带来的 民

主问责制的发展 ， 对纠正结构不平等特别重要 。
？
国 际全球化与发展 中心总裁安德烈斯 ？ 索

里马诺的著作 《经济精英 、 危机和民主分析 》 也献给 同
一主题

， 即关注社会各基层的分化和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 该书描述了企业家和企业技术阶层的崛起 ， 反映了中产阶级的 内部分

裂 ，
以及工人如何被边缘化 。 通过回颇从 ９ 世纪到现在历史上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事件 ， 在分

析各种相关的经济理论和政策 ， 包括财政政策 、 国际资本流动性 、 全球社会运动和移民 问题

基础上 ， 作者提出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民主进行改造 。
④

五是政治正义视角 。 西方左翼学者认为 ，
以往工人阶级斗争的焦点在于收入分配 ，

应重

新审视正义的
“

分配范式
”

，
因为仅关注分配正义可能导致忽视社会政治权力即人们相互之

间的社会政治地位问题 。 艾利斯 ？ 马瑞恩 ？ 扬对政治正义的 阐述不可能无视罗尔斯的社会基

本结构等进步思想 ，
也要对诺齐克非历史的正义模式进行 回应 ， 同时利用 自 我所有权理论 ，

创造性地提出
“

社会联系模式
”

的概念 ， 将正义思考的范 围扩大到全球层面 ， 提出
一

种结构

性正义的责任理论 。
？ 班廷的研究也表明 ， 所有 的 民主 国家都面临全球化的压力 ， 包括技术

变革 、 新的家庭形式和市场收入的不平等 。 日 益扩大的不平等表明再分配政治的衰落 ， 而再

①劳尔 ？ 德尔戈多 ？ 怀斯 、 王 乙茹 （
２０ １４

） ：
“

移民与劳工问题 ： 帝 国主义 、 不平等发展和劳动力被迫

转移
”

， 《国外理论动态》 ， 第 ４ 期 。

② 丁涛 （
２ ０ １４

） ：
“

全球价值链 的■权性质 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的研究视角
”

， 《马克思主义研

究》 ， 第 ３ 期 。

③ 汤姆 ？ 马勒森 、 彭萍萍 （
２ ０ １４

） ：
“

经济民主 ：
２ １ 世纪左翼的

‘

大概念
’ ”

，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

第 ３ 期 。

④Ｓｏ ｌ
ｉｍａｎ ｏ

，

Ａ ．（ ２ ０ １４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Ｅ
ｌ
ｉ ｔｅｓ

，
Ｃｒｉｓｅ ｓ

，ａｎｄＤｅｍｏｃ ｒａｃ
ｙ ：Ａ ｌ

ｔｅ ｒｎａ ｔｉｖｅｓＢｅ
ｙ
ｏ ｎｄＮｅｏｈｂｅｒａ ｌＣａｐ ｉｔａ

ｌ
？

ｉｓｍ，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
ｙ
Ｐｒｅ ｓｓ ．

⑤ 瑞尼尔 ？ 福斯特 、 周 穗 明 （
２０ １ ４

） ：
“

激进的正义 ： 论艾利斯 ？ 马 瑞恩 ？ 扬对
‘

分配范式
’

的批

判
”

， 《国外理论动态》 ， 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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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的衰落是 由全球经济压力 、 意识形态和政党制度 的变化等导致的 。
？

六是对贫困概念的解读视角 。 面对贫富差距 日益扩大的 当今世界 ，
如何理解贫困成为

一

个既古老又崭新的 问题 。 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来认识贫 困将会产生诸多问题 ， 渡边雅男 、 谭

晓军通过揭示传统意义上对于贫困概念的误解 以及用社会科学的视角重新定义贫困概念 ， 对

现代意义上的贫困概念进行阐述 。 这不是
一

般的哲学视角 ， 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 ， 作者

认为人们 的经济地位与马克思提出 的
“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

有着密切的关系 ， 并以此解读

贫困产生 的原 因 。
？

从资本到劳动力结构再到全球价值链 ，
从经济民主到政治正义再到哲学反思 ． 马克思主

义国 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不平等问题给出了 分析和解释 ，
也提出 了 自 己 的解决方案 。 关注弱

势群体 ， 关注边缘 国家 ， 始终是马克思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 。

三 、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２ ００８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 ，
生态危机又加剧了这一危机

，
资本

主义世界 出现了普遍的经济萧条 。 希腊 、 西班牙 、 葡萄牙等
一些 国家经济严重衰退 ， 甚至濒

于破产 ，
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的综合实力下降 ， 影 响到其制度信心 。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 对资

本主义多重危机的分析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研究视 阈 ， 重新成为马克思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热

点问题 。 针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缺陷 ，

一些学者提出新社会主义的概念与制度设计 。

（

一

） 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反思从单
一

国家拓展到全球 ， 并预

警新
一

轮资本市场泡沬或已形成

首先
，
经济危机频频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

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密切相关 。

刘元琪认为 ，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领域最深刻 的变化是经济的金融化 。 考察金融化 的形成过程

和基本表现 ，
可以发现金融化的本质内涵是 ： 金融部 门借助经济 自 由化和全球化将全球

一

切

经济 因素引入金融市场 ， 从而在全球建立了
一

个依附关系的密 网 ， 并最后实际上控制了全球

几乎所有 国家的经济领域的利润的生产和汲取 ，
其外在表现是金融动机、 金融市场 、 金融参

与者和金融机构在 国内及国 际经济运行 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
？ 李国平 、 周宏认为 ，

金融资本

主义全球化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是金融资本活动的全球化 ；

二是金融机构全球化 ， 出现

全球性
“

大到不能倒
”

的金融机构 ；
三是国际金融资本具有明显 的

“

游资
”

特征 ； 四是
“

历

史的终结
”

思潮的盛行 ， 认为西方的 自 由主义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政府的终极形态 。 作为
一

种

经济现象 ，
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就是财富创造方式 的趋同化

；

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也是
一

种社会 、 政治与法律现象 ， 即社会经济制度的趋同化 。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 ，
金融

资本与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具有两方面的作用 ：

一

方面 ， 它在促进全球经济増长 、 提高全

①Ｂａｎ ｔｉｎ
ｇ ，
Ｋ ．＆Ｍ

ｙ
ｌ ｅ ｓ

，
Ｊ．（

２０ １ ４
） ．Ｉｎｅ

ｑ
ｕａ ｌｉｔ

ｙ 
ａｎｄ 

ｔ
ｈｅ Ｆａｄｉ ｎｇ

ｏｆ 

Ｒｅｄ ｉｓ ｔ ｒｉ
ｂｕｔ ｉｖｅＰｏｌｉ ｔｉｃ ｓ ．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ｏｆＢｒｉｔ ｉ ｓｈ

Ｃｏ ｌ
ｕｍｂ ｉａＰｒｅ ｓｓ ．

② 渡边雅男 、 谭晓军 （ ２ ０ １４ ） ：
“

世界的贫困 贫困的世界
”

， 《 马克思主义研究 》 ， 第 ７ 期 。

③ 刘元琪 （
２ ０ １４

） ：
“

金融资本的新发展与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
”

，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 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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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生活水平方面起了 巨大的积极作用 ， 尤其二战以来经济与金融全球化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

尤为明显
；

二是它不仅影响到现代 国际经济关系与国 际经济稳定 ， 而且影响到主权 国家的金

融主权 ， 进而影响主权 国家的金融与经济安全 。 因此
， 在充分利用金融资本与金融资本主义

的全球化 ，
以促进 国内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 同 时 ，

如何有效维护国 内经济与金融 的安全 ，

是发展 中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 。
？

其次 ， 资本相对过剩和弹性劳动制是金融危机的成 因 。 弗雷德里克 ？ 博卡拉认为 ，
金融

危机的成因主要与资本过剩积累相关 。 固定资本的上升和可变资本的下降导致有机构成的增

长 ， 从而促使利润率下降 、 失业率攀升 、 有效需求不足 。 当代资本主义的信息革命 、 货币革

命 、 生态革命和人 口革命极大地激化 了系统矛盾及系统性危机 ， 而 目前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

即对金融赢利进行简单限制 ， 并不能真正解决危机问题 ， 应 当采取替代方案促进资源的全球

共享
，
将投资在金融领域的资金更多地用于发展就业和公共服务领域 。

？ 拜斯德伯 ？ 达斯古

普塔认为 ，
新 自 由 主义 、 全球化 、 金融化是三个彼此不 同又相互联系 的过程 ，

共同推动了 当

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 。 目前全球金融利益主导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 包括金融部门 和实

体部门 。 从弹性劳动机制的角度分析 ，
经济变化带来的风险最终将 由 劳动者承担 。 政府一方

面放松金融管制 ， 另
一

方面却通过弹性劳动机制加强对劳动力 的管制 。 弹性劳动机制使越来

越多的剩余价值流入金融部 门 ， 如果没有弹性劳动机制 ，
全球金融及其运行网络就无法维持 。

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试图借助全球化和金融化发展壮大 ， 而在新 自 由 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过程

中 ，
必然衍生全球危机 。 因此

， 当务之急是寻求
一

种有利于劳动者 的劳动制度 ，
以对抗金融

化和新 自 由主义全球化 。
？

最后 ， 对新
一

轮资本市场泡沫和国际金融 战争提出 预警 。 朱安东认为 ， 在世界经济 尚未

完全从上一轮危机中复苏 、 大量人群还生活在危机的 阴影 中时 ，
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泡沫又已

初步成型 。 发达国家缩减财政支出尤其是福利支出是经济停滞 的直接原 因 ，
其极度宽松的货

币政策导致了资本市场的泡沫并危害了 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金融稳定 。 金融垄断资本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以来逐步掌控了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 ， 并在危机爆发后通过政府及时
“

救

市
”

挽救了 自 己并更加壮大 。 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应对危机的政策 空间将越来越小 ， 资本主义

的各种矛盾将更加尖锐 ， 停滞 、 危机和动荡将可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常态 ，
金融资本主义

可能将难以持续 。
？ 程恩富 、 杨斌认为 ， 当代世界 已进入金融主导型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

阶段 ， 发动大规模掠夺财富的金融 战争是重要特征 。 金融危机已不再是无政府的市场 自发力

量作用的结果 ， 而是华尔街垄断财团大规模掠夺全球财富的手段 。 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将政

治与经济结合起来的跨学科和系统思维方法 ， 将分析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不同利益集团 为追求

经济利益进行的博弈联系起来 ，
才能真正看透美国金融垄断财团将金融战争作为掠夺财富手

段的严峻现实和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本质 。

？

①李 国平 、 周宏 （
２ ０ １４

） ：
“

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实质及应对
”

， 《马克思主义研究》 ， 第 ５ 期 。

② 弗笛德里克 ？

博卡拉 、 赵超 （ ２０ １４ ） ：
“

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马克思 主义分析
”

， 《 国外理论动

态》 ， 第 ３ 期 。

③ 拜斯德伯 ？ 达斯古普塔、 车艳秋 （
２０ １４

） ：
“

金融化 、 劳动力市场弹性化 、 全球危机和新帝 国主

义 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

， 《国外理论动态》 ， 第 １ １ 期 。

④ 朱安东 （ ２ ０ １４ ） ：
“

金融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危机
”

， 《马克思主义研究 》 ， 第 １ ２ 期 。

⑤ 程恩富 、 杨斌 （
２ ０ １４

） ：
“

当前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若干新变化
”

，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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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国外左翼学者对经济危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 。 他们认为 ， 对当前经济危机的

分析主要存在两种不 良倾向 ：

一种是经验主义的折中主义方法 ；
另一种是在概念上直接从马

克思 《资本论 》 中 的分析大跨度跳跃到对特定危机的分析 。 其实 ， 在 《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

纲 》 导言 中 ，
马克思描述了一种关于研究次序的政治经济学方法 ， 运用这一方法 ． 有可能加

深我们对 ２００７ 年以来经济危机的理解 ， 并克服前面两种方法的弊端 。
？ 美 国俄勒 冈大学教

授 、 著名左翼学者约翰 ？ 贝拉米 ？ 福斯特指出 ， 认为
“

利润挤压
”

是造成经济衰退或经济危

机的首要原因 ，
显然违背了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利润挤压论
”

是虚假的 ，
应支

持工人为 了更高水平的工资而进行阶级斗争 。
②

《全球资本主义与危机的政治经济学 》
一

书则

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对金融危机 ， 尤其是 ２０ ０７ ２０ ０８ 年危机进行解析 ， 从而提供了
一

个以经

验为基础 的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相互转换 的视角 。
？ 如果想要更深入地挖掘马克思

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传统与研究方法 ，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 《 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史 １８８ ３ １９２９ 》 或许能提供
一些参考 。

④

（ 二 ） 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与反思

资本主义的起源与转型不仅是
一

个理论问题 ，
也是

一

个现实 问题 。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

戴维森 （
Ｎｅｉ

ｌＤａｖ ｉｄｓｏｎ
） 、 波斯特 （

Ｃｈａｒｌ ｉｅＰｏ ｓ ｔ
） 、 巴纳 吉 （

Ｊａｉ
ｒｕｓＢａｎａ

ｊ
ｉ

） 和赫勒 （
Ｈｅｎｒ

ｙ

Ｈｅ
ｌ ｌ
ｅｒ ） 等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与转型的新著得到极大关注 ，

因为对转型的不同分析将引导转

型国家通往历史和社会进程 的不同路径上去 ，
这就涉及用什么特性来定义资本主义 。

？ 露西

亚 ？ 普拉德拉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当代全球政治经济的本质和当前危机的意义进行

批判 ， 是马克思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 的重要著作 。
？２０ １ ３ 年 ， 日本京都 召 开

“

超越全球资本主义
”

国际专题讨论会 ， 并出 版论文集 ， 提 出近几年全球资本主义或全球化

力量迅速增强 ， 给世界人民带来各种各样的有害影 响 。 该书从经济学 、 政治经济学 、 经济思

想 、 人类学 、 历史和政治科学等多种角度研究解决 由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世界性问题 ， 认为

在 ２１ 世纪应提高世界各 国人民 的福祉 ， 促进社会稳定和弹性经济的发展 。
？

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批判与反思 。 约翰 ？ 贝拉米 ？ 福斯特对保罗 ？ 巴兰和保罗 ？ 斯威齐

的垄断资本理论进行批评 ， 认为不存在任何划 时代的创新或其他拉动经济的外在因素 ， 其结

果必然是经济停滞 ， 包括资本在世界积累的停滞 。
？ 汪行福从金融资本主义、 债务资本主义、

①比尔 ？ 邓恩 、 陈人江 （
２ ０ １４

） ：
“

马克思的方法与全球危机
”

， 《 国外理论动态》 ， 第 ３ 期 。

② 约翰 ？ 贝 拉米
？

福斯特 、 刘顺、 胡涵锦 （ ２ ０ １４ ） ：
“

马克思、 卡莱茨基与社会主义策略
”

， 《 国外理论

动态》 ， 第 ３ 期 。

③Ｄｕ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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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资本主义 、 灾难资本主义和文化资本主义等多个视角介绍 了 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

主义的批判 ， 同时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也包含着 明显的弱点 ，
其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

判与争取
“

另
一

个世界
”

的现实政治仍然是脱节的 。
？ 欧尼斯特 ？ 司克瑞庞蒂认为 ，

帝 国主

义 已进入
一

个新阶段 ， 即
“

全球帝 国主义
”

阶段 。 此时 ，
民族国家框架变得松散 ， 资本在全

球 自 由地追逐利润 ， 跨国公司试图摧毁
一

切 限制资本 自 由 流动的障碍 。 在深入研究全球帝 国

主义的 内部工作原理 ， 解释为何它不 同于过去形式的帝 国主义 ， 如何改变全球的工资分布 ，

以及跨国公司 的强力意志之后 ， 他认为全球帝 国 主义是
一

个发展 的过程 ，
没有

一

定的结果 ，

但有
一

点是明确的 ， 即当经济危机使得政府的经济政策越来越趋于专制的时候 ， 民主和人道

的世界的愿景最终落实在股权上 。
② 姜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同时期古典帝 国主义理论积极

借鉴和辩证批判相结合的基础上 ， 提出列宁帝 国主义论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逻辑和运动规律

进行实证分析 ， 从批判逻辑 、 解释逻辑和建构逻辑层面实现了理论与思想 的升华 ， 具有独特

的理论原创性 。 列宁帝 国主义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历史走向 的理论反思 ， 是对帝国 主义

引起的世界结构性矛盾的实践回应 ， 是努力探索和建构新文明社会价值诉求的时代反映 ， 是

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思想深化 。 列宁基于唯物史观对帝 国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和
一

般原

则没有过时 ， 以垄断研究为基石的帝 国主义理论命题没有过时 ， 在 向 旧世界价值观 、 制度 和

实践宣战的同时 ，
为未来社会提供 了崭新的认知方法、 哲学态度 和价值理想 ，

成为跨越历史

时空的人类宝贵财富 。
③

生态帝国主义批判 。 弗雷德 ？ 马格多夫认为 ，
全球资源耗竭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

资本积累 的无止境追逐造成了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 ， 其出路在于构建
一

个不依赖物质消费增

长模式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全球生态环境 。
④ 以美 国为首的发达 国家在全世界既掠夺资源又倾

倒垃圾 ， 对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展开双向度掠夺 。 同 时 ， 它们还企图打着
“

民主
”

、

“

人权
”

等幌子对此予 以美化 、 掩饰和辩护 。 生态帝 国主义不是
一

项政策 ， 而是根植于资本主义无限

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之中的全球扩张现实 。 在资本主义框架下 ， 市场 、 技术 、 道德都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重建社会主义才是唯

一

出路 。 面对生态帝 国主义 ，
我们要与发展中 国家

一道联合斗争 ，
完善与环境有关的贸易与投资制度 ，

理性分析国外环境理论 ，
避免生态帝 国

主义向我国延伸 。
？

资本主义走向的阶级分析 。 杰瑞 ？ 哈里斯认为 ，
全球化 已经导致世界级跨国公司竞相成

为各 自领域的主导性垄断者 。 这种竞争性斗争是 由跨国资本家阶级而不是 由政府支持的 国家

级成员实施的 ， 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特征的变化 。 创造
一个无缝连接的金融和生产的世界体系

是资本主义追寻市场 、 资源和劳动力的 内在结构性要求 。 这是
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

在其中
，

每个国家按各 自 的条件和步调融入生产和积累的全球框架 。 这一计划充满着紧张和竞争 ，
但

①汪行福 （
２ ０ １４

） ：
“

当代资本主义批判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考
”

， 《 国外理论动态》 ， 第 １ 期 。

②Ｓｃｒｅｐ
ａｎ ｔｉ

，Ｅ ． （ ２ ０ １４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ｍｐｅｒ ｉ ａｌｉ ｓｍａｎｄ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 ｒｉ ｓ ｉｓ
 ： ｔｈｅＵｎｃｅ ｒｔａ ｉｎＦｕ ｔｕｒｅｏｆＣａｐ ｉｔａ ｌ

？

ｉｓｍ，Ｍ ｏｎ
ｔｈｌｙ Ｒｅｖ ｉ ｅｗＰｒｅ ｓｓ

，Ｕ ．Ｓ．

③ 姜安 （
２ ０ １４

） ：
“

列宁
‘

帝 国主义论
’

： 历史争论与 当代评价
”

，
《中 国社会科学 》

，
第 ４ 期 。

④ 弗笛德 ？ 马格多夫 、 张番红 、 刘生琰 （ ２ ０ １４ ） ：
“

全球资源耗竭 ： 是人 口 问题吗 ？

”

， 《 国外理论动

态》 ， 第 ２ 期 。

⑤ 李娟 （
２ ０ １４

） ：
“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帝 国主义批判与 当代启 示
”

，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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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共同 目标是创造
一

个全球资本主义的统
一

体系 。
？ 朱安东 、 蔡万焕认为 ， 危机前的阶级结

构是 ： 以金融资本家为代表的资本家阶级力量膨胀 ，
劳工力量被削弱 ，

中产阶级被挤压 ；
危

机后 的阶级结构是 ： 金融资本家未受实质打击 ， 力量继续膨胀 ， 中产阶级继续萎缩 ，
民众在

觉醒 ， 劳工力量在壮大 ，
但是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挑战资本的力量 。 基于以上阶级分析 ，

西方

资本主义 国家短期 内不会走二战后 的社会民 主主义之路 ， 大资本将进
一

步右转 ， 但是超越资

本主义是历史的大趋势 ， 社会主义运动将最终壮大 。
？ 苏珊 ？ 斯普荣克等人探讨了 阶级与拉

丁美洲国家形式之间 的关系？ ， 汤姆 ？ 考德则研究拉美左翼政府与新 自 由 主义霸权的斗争 ，

尤其是委 内瑞拉和巴西政治变革和解放潜力 ？
。

（ 三 ） 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

与生态帝 国主义相对立 ，
左翼学者提出生态社会主义 。 乔尔 ？ 科威尔认为 ，

生态社会主

义是共产主义幽灵的继承者 ， 它把资本主义视为人类的大敌 ， 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的癌变 ，

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 自然界和人类都是资本主义的受害者 ， 推翻资本主义是克服生态危机的

必 由之路 。 生态社会主义不是
一

个非政府组织 ，
也不是

一

个政党 ， 它属于左翼 ， 但又经常在

批判左翼 。 生态社会主义区别于环境保护主义
， 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

自然界的 内在价值是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中心 。 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是
一

场革命 ， 其 目标是按照
一

种新的生

产方式实现国家和公民社会的转型 。
？

社会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走上质量发展的必然结局 。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 的
“

新社

会主义论
”

认为 ， 美国步入富裕社会阶段后仍存有贫困 问题 ， 尤其是 因无法满足公共需求而

产生 的公共贫困 问题 ， 在于美 国存在着强大的计划体系和弱势的市场体系 ，
两种体系的不平

衡发展是美国贫困等现象产生的根源 。 这就需要在经济上实行
“

新社会主义
”

， 即 由政府通

过公有制对计划体系的权力进行限制 ， 对市场体系加 以扶持 ， 以此加强对计划体系的抗衡力

量
，
促进两种体系的平衡发展 ，

最终达到满足公共需求 、 实现公共 目标的 目 的 。

“

新社会主

义
”

是经济学的概念 ，
其实施也有理想化的

一面
，
但对于认识当前社会主义发展 中出现的

一

些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
？

“

红色全球化
”

是奥斯卡 ？ 桑切斯 斯波尼对冷战时期塑造全球经济的斗争所做的重大

重读 。 他认为 ， 相对 自 由 的世界经济 ， 苏联代表
一

种平行的社会经济构造 。 虽然
一

个中等收

入国家往往不能左右全球经济格局 ， 但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起苏联从 自 给 自足逐步扩张 ， 发展

出与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相同 的
“

红色全球化
”

路径 。 远离世界经济的核心 ． 苏联只有

①杰瑞 ？ 哈里斯 、 孙寿涛 （
２ ０ １４

） ：
“

全球垄断与跨国资本家阶级
”

， 《 国外理论动态》 ， 第 ６ 期 。

② 朱安东 、 蔡万焕 （
２ ０ １４

） ：
“

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与 资本主义的走 向 阶级分析的视角
”

， 《 当代世

界与社会主义》 ， 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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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乔尔 ？ 科威尔 、 郎廷建 （ ２０ １４ ） ：
“

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 ： 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
”

， 《国外理论动

态》 ， 第 １０ 期 。

⑥ 刘合波 、 秦颖 （
２ ０ １４

） ：
“

加尔布？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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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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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法成为世界能源供应商以及全球南南合作的重要力量 。
？

四 、 中 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 ，
中 国崛起迫在眉睫 、 势不可挡

，
与西方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 。 两个

体系综合实力此消彼长 、 动态博弈 ， 推动全球生产关系和治理模式逐步变革 。 面对国际经济

的重重危机 ， 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中 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 帮助世界摆脱危机 。

（

一

） 中 国经济面临 的风险与出路

中 国落入
“

分工陷阱
”

和
“

斯蒂格利茨怪圈
”

。 王勇 、 范从来认为 ，
当前流行的

“

货 币

超发说
”

基于古典货币理论
，
本质上将货币 职能仅归结为流通手段 ， 所以得出 Ｍ２ 大于 ＧＤＰ

就存在货币超发的片面结论 。 基于马克思 内生货币 观 ， 即货 币系统是反映商品价值关系的体

系 ， 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 的平均速度 ， 中国并不存在
“

货币 超发
”

。

马克思从商品交换中分析货币起源 ， 并将货 币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 ， 而随着产业结构

的变化 ， 货币论也必然随之变化 。 用第
一

、 第二产业 占 中 国 ＧＤＰ 比重较大 ， 从而需要更多的

不变资本投入 ，
导致低估第三产业欠发达的 中 国对货 币的实际需求 ，

可以解释造成 Ｍ２／ＧＤＰ

数值偏高的假象 ， 而美 国恰好相反 。 因此
， 中美 Ｍ２／ＧＤＰ 的差异不在货 币层面 ， 而是产业结

构异质的体现 。 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呈现 出
“

去工业化
”

与
“

虚拟化
”

的

新特点 ， 中国容易落入
“

分工陷 阱
”

， 形成下游产业链锁定 ； 外汇头寸増长造成的货币被动

发行路径依然存在 ， 而加工贸易的顺差导致的増发货 币 留在国 内 ， 利润则流向跨国母公司所

在地
；
中国面临顺差导致外汇储备扩张和资产生产能力不足的双重压力 ，

投资 储蓄缺 口下

积聚了大量流动性 ， 从而使中国陷入
“

斯蒂格利茨怪圈
”

。 为应对可能陷入的
一

条始 于产业、

显于货币 的危机链 ，
中 国应优化实体经济结构 、 増 加优质金融 资产供给 、 加快人民 币 国

际化 。
？

持有大量美国 国债使中 国金融风险加大 。 中 国持有的美 国国 债规模过大 ， 増长过快 ， 结

构不合理 ， 收益率不断降低 ，
因此面临着税务风险 、 财政危机性风险 、 政治风险 、 汇率风险

以及沦为经济殖民地等多种风险 。 中 国必须从国家竞争战略 、 国家经济安全和民族利益维护

的角度 ，
高度重视当前持有的 巨额美 国 国债所面临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 。 中 国必须完善顶

层制度设计 ， 改革外汇管理体制 ， 多渠道降低美债规模 ， 优化美债投资结构 ，
以期防范和缓

解持有美国 国债的各种风险 。
？

国际资本主义的 内在矛盾导致中 国现代化面临深层困境 ： 既必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
又

会被国际垄断资本边缘化而 陷入低水平
“

中等收入陷 阱
”

。 走出这
一

困境要求当代 中 国必须

走新型现代化道路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 该道路可分为两个阶段 ： 第
一

个阶段是通过公

①Ｓａｎ ｃｈｅｚ
－

Ｓ ｉｂｏｎ
ｙ ，
０ ．（

２ ０ １４
）．ＲｅｄＧ ｌｏｂａ ｌｉｚａｔｉｏ ｎ

 ：ｔ
ｈ ｅＰｏｌ ｉｔｉ ｃ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

ｙ
ｏｆ 

ｔ
ｈｅ Ｓｏｖ ｉｅ ｔＣｏｌ

ｄＷａ ｒ
ｆｒｏｍＳｔ ａｌ ｉｎ

ｔｏＫｈｒｕｓｈ ｃｈｅ ｖ．Ｃａｍｂ ｒｉ ｄｇ
ｅ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 ｔ

ｙ
Ｐｒｅ ｓｓ ．

② 王勇 、 范从来 （ ２ ０ １４ ） ：
“

产业结构 与货 币需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基于 中美 Ｍ２／ＧＤＰ 差异 的研

究
”

， 《马克思主义研究》 ， 第 １ １ 期 。

③ 鄠杰 （
２ ０ １４

） ：
“

中 国持有美国 国债的不合理性 、 风险及对策探讨
”

， 《马克思主义研究》 ， 第 １ ０ 期 。



第 九篇 马克恩主义 囯际政治经济学 ■
６４３

有制计划经济建构立国之本 ； 第二个阶段则是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的身份出场 ， 以我为

主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而兼容世界各 国经济发展 ， 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包容与引 导民 营资本共同

发展 ， 实现民族复兴的 中国梦 。 两个阶段
一

脉相承 ， 前者为后者建立了 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 ，

后者是前者的必然发展 。
？

（ 二 ） 中 国在世界经济格局 中的位置

对中 国崛起的评估 。 西恩 ？ 斯塔斯认为 ，

全球经济力量正在 向东方和南方转移 ，
这个公

认的结论或许需要重新评估 。 当人们强调西方统治 的结束和
一个新的霸权处于崛起的边缘 ，

特别是中 国重返世界舞台被看作预示着
“

亚洲世纪
”

的曙光时 ， 往往被赋予了世界历史意义

上的再平衡含义 ，
然而这个故事是

一种误导 ，
首先是 因为它极大地夸大 了作为世界主要资本

主义力量美国的衰落 ，
其次所谓的

“

新兴市场
”

的兴起在 ２０ １ １ 年左右达到高峰
，
却不会改

变其商品 出 口到西方国家的路径依赖 （ 与中 国 的部分除外 ） 。 中 国 的崛起虽然强势 ，
但与 当

年 日本的崛起相比 ， 中 国企业并没有取得在各个领域 的世界领导者地位 。 全球经济力量的任

何调查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 ，
世界领先的跨国公司仍在美国 。

？

中国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 。 莱斯 ？ 詹金斯认为 ， 近 １ 〇 年来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关系

日益 紧密 。 在考察中拉之间贸易 、 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其他资金流动的増长后 ，
他指出 中 国在

该地区的利益在于获取原材料 、 找寻制成品 出 口 的市场以及在此与 中国 台湾进行
“

外交
”

争

夺 。 中拉关系具有不对称性 ，
可以从双边贸易对双方的相对重要性 、 贸易流的构 成 以及 ＦＤ Ｉ

的差额之中看出来 。 这些都表明中拉关系具有
“

中心 边缘
”

关系的特征 。 然而 ． 中 国还远

非拉美地区的
一支新的霸权力量 ， 而且对拉美 国家来说 ，

与美 国以及欧洲的关系 的重要性仍

旧大于与 中国的关系 。
？

（ 三 ） 中 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应采取的策略

反
“

西方中心论
”

。 自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 以来
，
马克思在彻 底摆脱

“

东方社会停滞
”

等
“

西方中心论
”

词语表述影响的 同时 ，
把其对资本主义的

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 的认识 由

西欧推及世界 ， 彻底超越了
“

欧洲独特
”

说 ， 最终完成 了对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
“

西方中心论
”

的批判 ，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科学的社会形态理论 。 通过回顾马克思为处于

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 中的俄 国农村公社和整个俄 国指出一条与资本主义息息相关 、 但又不

同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可能性发展路径的过程 ，
基于三重维度

， 叶险 明对
“

西方中 心论
”

进行批判 ， 丰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历史底蕴 ， 为中 国走特色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 。
？

争取国际经济博弈主动权 。 国际经济博弈 的本质是人类总体实践结构 中相对独立、 不 同

层级子系统间的矛盾互动 。 国际经济博弈主动权的争取是行为主体在 国际经济博弈中对有利

①鲁品越 （
２ ０ １４

） ：
“

国际体系与 中 国现代化道路的两个阶段 立足唯物史观对
‘

中 国奇迹
’

的解

读
”

，
《 马克思主义研究》

，
第 １ ０ 期 。

②Ｓｔａｒｒｓ
，Ｓ．（ ２ ０ １４ ）．ＴｈｅＣｈｉｍｅｒａｏｆＧ ｌ

ｏｂ ａｌＣｏｎ ｖｅｒｇｅｎ ｃｅ． ＮｅｗＬｅｆｔ Ｒｅｖ ｉ ｅｗ
，ｖｏ

ｌ
． ８７．

③ 莱斯 ？ 詹金斯 、 郝诗楠 （ ２ ０ １４ ） ：
“

拉丁美洲与 中国 ：

一种新的依附关系 ？

”

， 《 国外理论动态》 ， 第 ２

期 。

④ 叶 险明 （
２ ０ １４

） ：
“

马克思超越
‘

西方中 心论
’

的历史和逻辑
”

， 《 中 国社会科学 》 ， 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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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的争取 、 保持和发展 。 国际经济博弈涉及主体 、 环境 、 要素 和结构 。 争取国际经济博弈

主动权需要形成先进生产方式或相对优势 ，
促成有利 的博弈机制 。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

国际经济博弈本质规律并制定符合 国情的战略 ， 在生产力 、 生产关系 、 政治制度和文化认同

四个维度不断形成相对优势 ， 为领导先进的世界性历史实践集 团创造条件是中 国争取国 际经

济博弈主动权的关键 。
①

五 、 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

国家治理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 在西方世界遭遇治理危机 ，
社会主义 中 国的 国家

治理必须考虑全球向度的背景下 ， 治理问题就具有 了 国际政治经济学色彩 。
２ ０１ ４ 年 ， 各大期

刊发表了众多有关国家治理的论文 ， 在此我们仅收录与国际政治经济有关的 ，
以及从马克思

主义角度论述全球治理的文章 。

西方世界遭遇治理危机是提出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的背景之
一

。 查尔斯 ？Ａ ． 库普坎认

为 ，

一

场治理能力危机正吞嗟着世界各大工业化 民主 国家 。 美 国 、 欧洲和 日本正不约而同地

经历着政治衰退 ，
这不是巧合 ， 而是全球化所致 。 纵观整个西方开放社会 ， 在全球化的影 响

下
，
选民对政府的期待与政府实际所能满足的要求之间正 出现越来越大的鸿沟 。 人民 日益增

长的对善治的需求与政府实际缩水的治理供给之间严重失调 ，
西方世界的权力 和效用岌岌可

危 。
？ 此种情况下 ， 国家治理考虑全球向度不仅应该 ，

也有必要 。 不断深化的全球化 ，
既是

国家治理变革 的基本时代背景 ，
也是其 内在 因素 。 全球化凸显了 国家在治理变革中的重要性 ，

也对其提出 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 中 国全面参与全球化 ， 为 国家治理现代化增添 了全球向度 ，

因此要从协调 国家与国 内社会 、 国 际社会双重关系的角度 出发 ， 来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

的问题 、 发展的方向以及着力的重点 。
？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 ， 就是

一

个

不断克服治理危机的过程 ，
也是一个不断走出治理困境的过程 。 从国家建构 的三大维度 ， 即

政府职能 、 治理能力与合法性面向 出发 ，
比较分析不 同阶段、 不 同遭遇 的治理变迁问题 ，

可

以揭示出发达 国家的现代性困境 、 发展型 国家的包容性 困境和转型 国家的制度性 困境 ，
有助

于思考在现代化进程中健全国家治理体系 和提升 国家治理能力问题 。
？

雅库布 ？ 哈拉比探讨了发展中 国家全球治理的状况 。 他认为 ， 在全球化时代 ，

一些发展

中 国家通过国家主导的策略改善贸易状况 ， 成为制造业产 品的主要 出 口 国 ， 从而与发达国家

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 其竞争力受到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 。 在这一背景下 ， 发达国家积极推动

将全球治理扩展至发展中 国家 ，
从而规范这些 国 家的行为 ，

促使其 向外国 投资开放 。 然而 ，

要想将发展中 国家成功纳入全球治理体系 ，
须在这些 国家内部建立能够改变其政治文化的制

度 。 鉴于发展 中国家所面临的独特问题 ，
要想达成上述 目标

， 仅靠推动这些国家的 国际化进

程是不够的 。 要想在发展中 国家建立与全球治理相符的 内部制度 ，
必须使这些 国家确信全球

①陈鹏 （
２ ０ １４

） ：
“

论国际经济博弈主动权的争取
”

， 《马克思主义研究》 ， 第 １ 期 。

② 查尔斯 ＊ Ａ ． 库普坎 、 寿春 （
２０ １ ４

） ：
“

治理鸿沟 ： 全球化与西方民主的危机
”

，
《 国外理论动态》

，
第

５ 期 。

③ 杨雪冬 （ ２ ０ １４ ） ：
“

全球化进程与 中 国 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第 １ 期 。

④ 时和兴 （
２０ １４

） ：
“

国家治理变迁的困境及其反思 ：

一种 比较观点
”

，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第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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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不仅对发达国家有益 ， 对它们 自身 同样有益 。
？

气候是全球治理的大问题 。 西方经济学界对气候变化的原 因 、 进程和影响提出 了两种不

同的理论 ， 并给出 了各 自 的应对方案 。 其主流经济理论认为 ， 气候变化是温室气体排放外部

性的结果 ，
并提出 以市场化和地球工程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方案 。 其非正统经济学者则认为 ，

气候变化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的系统性结果 ，
主流方案无法根本解决气候 问题 。 西

方非正统经济学者 中的马克思主义者 ， 将气候变化归 因于资本积累的扩大 ， 认为新 自 由 主义

下市场化的气候治理 ， 将増加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矛盾 。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础

上 ， 谢富胜等重建气候变化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研究表明 ， 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决定了其治

理需要全球范围 的行动 。 生成于资本主义体系 中的
“

马克思式
”

大众运动 ， 通过联合主张可

持续发展的资本集 团参与现有 的全球气候治理运动 ， 是实现大众气候治理的可能途径 。
？

六 、 总结

如果评选 ２０ １４ 年哪部作品最具轰动效应 ， 答案无疑应该是 《
２ １ 世纪资本论 》 。 虽然皮凯

蒂本人不承认 自 己 的左翼或右翼倾向 ， 甚至说他从未读过 《资本论 》
，
但他的解读者无不注

意到这二者之间 内在的逻辑关系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 ？ 克鲁格曼
一

个月 内写了 四篇书

评 ，
盛赞其为

“

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 甚或将是这 １ 〇 年最重要的
一

本书 并认为该

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告诉世人 ： 我们不仅已经踏上了收入水平回归 １９ 世纪的道路 ， 而且还正

在向
“

世袭资本主义
”

回归 。
？ 美 国前财长萨默斯 、 经济学家曼昆 、 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泰勒

？ 考恩等则对该书提出批评 ， 归纳大致有三点 ：

一

是皮凯蒂的理论没有周全考虑到资本回报

率递减的情况 ， 即资本回报率随着投资者积累更多资本而下降 ，
因 为最有利可图 的投资机会

总是会被首先利用 （ 萨默斯 ，

２０ １ ４
） ；

二是皮凯蒂对不平等问题的归 因并非
“

铁律
”

，
几乎不

可能预测哪些生产要素将带来最大的 回报 ， 就像李嘉 图过于倚重土地
“

租金
”

力量一样 ， 皮

凯蒂对富人拥有的资本
“

下注过多
”

（考恩 ，

２０ １ ４
） ，
不平等现象更多地与特定政策选择有关

（ 萨默斯 ，

２０１ ４
） ；
三是皮凯蒂提出 的政策建议是

“

糟糕的行动指南
”

， 征收资本累进税可能

影响企业家积极性 ，
压制创新 ， 很难行得通 。

？ 美 国著名 《 资本论 》 研究者大卫 ？ 哈维也对

该书持保留态度 ， 认为皮凯蒂没有为 ２ １ 世纪 的资本提供 出有效模型 ，
虽然其数据富有价值 ，

但对不平等和寡头化趋势出现的解释则有着严重缺陷 ， 掩饰了 阶级政治 的存在 ， 其补救建议

即使不是空想的 ，
也是幼稚的 。 因此

， 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 ， 或者马克思著作的现代版
“

等

价物
”

。
？ 约翰 ？ 贝 拉米 ？ 福斯特、 迈克尔 ？ 耶茨发表长文 ， 提出皮凯蒂理论进

一

步证明新古

典经济学 出现危机
，
因为后者不能对长期停滞 的现实和 日 益加剧 的不平等进行有效解释 。 新

古典经济学倡导平等的资本主义 ，
但费尔德斯坦和卢卡斯关于收入和财富分配 的研究表明 ，

①雅库布 ？ 哈拉比 、 钟晓辉 （
２ ０ １４

） ：
“

全球治理扩展至第三世界 ： 利他主义 、 现实主义还是建构主

义
”

， 《 国外理论动态》 ， 第 ８ 期 。

② 谢富胜 、 程瀚 、 李安 （
２ ０ １４

） ：
“

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 中 国社会科学 》 ， 第 １ １ 期 。

③ 保罗 ？ 克鲁格曼 、 王浩 （
２ ０ １４

） ：
“

为什么说我们正身处
一个新的

‘

镀金时代
’

评托马斯 ？ 皮

凯蒂 的 《
２ １ 世纪的资本》

”

， 彳 国外理论动态》 ， 第 ９ 期 。

④ 金辉 （ ２ 〇 １４ ） ：
“

《
２ １ 世纪资本论 》 观点 引发论争

”

， ＜ 

经济参考报》 ，

２〇Ｍ 年 ６ 月 １ １ 日 。

⑤ 大卫 ？ 哈维 、 李媛媛 、 丁为民 （
２ ０ １４

） ：
“

对 《
２ １ 世纪 的资本》 的再思考 评托马斯 ？ 皮凯蒂 的

《
２ １ 世纪的资本 》

”

， 《 国外理论动态》 ， 第 ９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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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经济学认为不平等是 良性的 ， 它可以归结为不同水平的边际生产率和不同的教育与技能 。

那些高收人者被推定为在人力资本上有更大投资 ，
并具有较低的休闲偏好 ， 而穷人则相反 。

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适当 的公共政策可以帮助减少不平等 ， 但实际上这也可能使经济増

长的能力受到损害 ，
因此弄巧成拙 。 皮凯蒂不仅指出库兹捏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 日 益平等

的假设是错误的 ， 同时证明标准的新古典主义人力资本平等的说法在真实的世界经济中 同样

是错误的 。 虽然皮凯蒂给了新古典经济学致命
一

击 ， 但是他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会

生产出财富和收入 （资本和劳动之间 ） 间 的分歧 ，
也看不到全球南北差距 ， 更不承认帝国主

义的现实仍是全球垄断 （跨国公司 ） 统治 。
？ 何帆认为 ， 皮凯蒂的预言只是

一

个狂野的猜想 。

皮凯蒂认为储蓄率和经济増长率在长期 内是没有关系的 ，
资本的收益率在长期 内是稳定的 ，

而且
一

定会比经济増长率高 ，
这都值得商榷 。 此外 ， 皮凯蒂试图从全球范 围 内研究不平等 ，

但是他研究的主要是英国 、 法国 、 美 国和德国 ， 对发展 中 国家很少涉及 ， 甚至对其他发达国

家 ，
比如南欧 国家 、 日 本都很少提及 ，

这样的世界图景肯定是不全面的 。 如果把发展中 国家

考虑进来 ，

一

方面会影响到对全球増长和收入分配的判断 ； 另
一

方面 ， 发展中 国家的收入不

平等有其独特之处 ， 和发达 国家的贫富分化并不完全
一

样 。
＠ 何帆指出 ，

这本专业性很强 的

书之所以引起如此大争议 ， 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 社会思潮 出现 巨大转折 。 ２ 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兴起的经济 自 由主义思潮正处于守势 ， 对资本主义的反思越来越深入 。 不平等将是 ２ １ 世

纪经济学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之
一

。
？ 皮凯蒂 的 《

２１ 世纪资本论 》 用大量翔实的数据证明 了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 日益加深 ， 为众多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和其他持类似观点的学者提供了理论上的佐证 。

最近这次经济危机余波不断 ，
金融化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改变着经济体系的运

行方式
，
使经济面临债务型通货紧缩及长期萧条的风险 ，

这也使一些学者重新审视资本主义

国家的金融制度以及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 。 我们认为 ，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 因在于资

本主义制度本身 ， 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 占有形式之间

的矛盾 。 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
早在简单商品生产 中就 已经存在 ，

这 同货币 作为流通手段和支

付手段相联系 ， 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占统治地位 以后 ， 危机的可能性才变成了现实

性 。 随着简单商品经济的矛盾
一一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 的矛盾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

矛盾 ，
经济危机的发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 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证明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正确性 。 自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 逐

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导致
“

间歇性停滞
”

，
使得资本主义面临

“

停滞 金融化陷 阱
”

，

进而引发经济危机 ， 有些学者能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同时并存的
“

双

重危机理论
”

，
只有马克思的危机理论

“

有助于抓住危机的根源
”

，
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分析和

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具有参考价值 。 但是 ， 某些西方学者 由 于 自 身 的局限性 ， 并没有认清危机

的实质 ，
不从制度上反而从抽象人性论的角度进行分析 ，

导致
“

危机背后的价值根源在于个

人主义
”

的结论 。 对这类观点 ， 我们应当辩证地分析与批判 。

①Ｆｏ ｓｔ ｅｒ
，
Ｊ ．Ｂ ．＆Ｙａｔｅ ｓ

，
Ｍ ． Ｄ ．（

２ ０ １４
）．Ｐ

ｉ ｋｅ ｔ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Ｃｒｉｓ ｉ ｓｏｆＮｅｏｃ ｌ ａｓｓ ｉ 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ｓ ． Ｍｏｎ认ｆｙ

６６（ ６ ） ．

② 何帆 （ ２ ０ １４ ） ：
“

２ １ 世纪会更不平等么 ？ 评皮凯蒂新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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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东方早报 ？ 上海

书评》 ，
５ 月 １ ８ 日 。

③ 金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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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世纪资本论 》 观点 引发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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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参考报》 ，

６ 月 １ １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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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得知 ， 新兴经济体在崛起 ， 社会主义中 国蒸蒸 日上 ， 帝 国主

义的三大矛盾 ， 即它们 国内的阶级矛盾 、 同世界人民 的矛盾、 同社会主义 国家的矛盾并没有

解决 ， 世界的动荡正是各种矛盾深化的表现 。 当然 ， 从实际状况来看 ， 美 国的经济 、 军事 、

技术等方面力量还相当 强大 ，
主导着经济全球化 ，

还不可能
一

时走向灭亡 。 对它们的实力 ，

我们还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 但是 ， 正如列 宁所说 ：

“

过程的复杂性和事物 的本质被掩盖 ，

可以推迟死亡 ， 但不能逃避死亡 。

”

美 国 已经从金融帝 国的金字塔顶尖上开始下滑 ， 世界货

币逐渐出现多样化趋势 ， 就是美国 的霸权地位开始松动 的明证 。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

史趋势不会改变 。 国内 阶级分析与跨国 阶级分析相互补充 ， 从
一

国到多 国 ， 从局部到世界 ，

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提供 了理论支撑 。

一些学者认为 ，

“

北京

共识
”

和中国模式给全球治理带来了希望 ， 给发展 中国家提供 了
一

种新的发展模式 ，
但也有

一些学者认为
“

北京共识
”

和中国模式对其他 国家构成 了威胁 。

“

北京共识
”

和中国模式对

世界产生 了什么性质的影响 ，
这不仅仅是

一

个客观观察与描述的 问题 ，
还涉及评价者的主观

价值判断和价值标准问题 。 因此
，
西方学者评价

“

中国模式
”

对世界产生 的影响 ． 既有从全

球治理、 发展模式 、 国家软实力建设视角等客观层面对其进行肯定的
一面

，
也有从西方国家

的政治价值观和维护现存西方国 际政治体系的主观层面进行不实批评乃至妄加 指责的成分 。

例如
，

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发展道路与 中 国模式是
“

资本主义的非 自然增长的发展道路
”

和
“

中 国式的 自然增长的发展模式
”

竞争 ， 具有
一

定的局限性 ， 实质上 中 国与西方的竞争本是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和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 。 对我们而言 ，
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以及初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宏伟 目标 ，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如何综合平衡国 际国 内两个大

局
， 处理好中 国道路中存在的 问题 ， 寻求发展模式的转型 ， 建设

一

个真正可持续的 、 环保的 、

公平正义的发展模式 ， 是我们今后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方向 。

综上所述 ，
马克思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致力 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现实世界 ，

包括国际不平等和国际金融危机等热点问题 。 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 ， 探讨未来社会发展前景 ，

研究范围 比较宽广 ，
方法更加多样

，
结论更为多元

，
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 了宝贵 的视

角
，
但是还没有形成统

一

的方法论 、 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 。 他们无一例外推崇马克思主义
，

但有些学者强调反思和重塑马克思主义 ， 有些学者又停 留在复述经典理论阶段 ， 有修正主义

或教条主义之嫌 。

一些学者批判 占主流地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
但又没能完全摆脱其影响 ，

而另
一些学者又过于注重性质判断 ， 对定量分析研究不够 ， 某些结论稍显牵强 ；

左翼学者大

多赞成社会主义 ， 但有一些理论构想具有空想成分 ， 部分人主张改造和完善资本主义制度 ，

而不想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 。 因此
，
我们应 当全面地 、 理性地看待现阶段马克思主义国 际政

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
尤其对西方左翼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要加 以辩证分析 ， 认识到其创新性

和局 限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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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丽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