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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新面孔的成因及实质

邓　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新面孔的成因: 国家在经济生活中, 起用宏观调控手段, 并越来越突出其前瞻

性、全面性、长期性和稳健性; 空前的新科技革命, 使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大幅度提高, 社会财富不断增加; 经济全球

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不断科技化和信息化; 科学的创新管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诀窍; 外资流入

带来高收益。实质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未变; 经济周期依然存在, 经济发展仍有风险隐患; 劳动对资本

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强化和隐蔽; 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体上还没有出现新现象; 它的出现正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应验

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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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后 50 年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 宏观调

控、知识科技、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科

学的创新管理行为的出现和外资流入, 使以美国为

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出现了许多新现

象和新变化。如美国 1991 年 3 月以来, 其经济就已

出现了“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膨胀率”的理想状

态。自 1994 年来享受着近 4% 的增长; 失业率也从

6% 下降到 4% , 通货膨胀率越来越低, 除去食品与

能源, 1999 年的消费品通货膨胀率只有 1. 9% , 是

34 年增幅最小的一年。[1 ] (P5)到 2001 年 2 月底, 美

国经济持续增长 118 个月, 打破了 60 年代肯尼迪2
约翰逊统治下的 106 个月的繁荣记录, 成为美国历

史上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长时期, 直至“9·11”事件的

发生。无疑, 美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名

副其实的经济巨无霸。可以说, 在经历了一战、1929

～ 1933 年的特大经济危机、二战三次大的冲击之

后,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正处于稳定发展的时期。

资本主义并没有垂死,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新

生。那么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新面孔是如何形成的,

其实质又是什么? 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人在自身

建设中躲不过也绕不开的一个现实问题, 我们必须

去客观面对, 正确认识和实事求是的回答, 否则就会

陷入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泥沼。只有知己知彼, 唯

我所用, 社会主义在国际竞争中才能站稳脚跟, 取得

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面孔

的形成原因

　　1. 国家在经济生活中起用宏观调控手段, 并越

来越突出其前瞻性、全面性、长期性和稳健性。众所

周知, 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在经济生活中,

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只是企业的守夜人, 充当“守境

安民”的角色, 经济仅由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单一调

节。但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 它自身的自发性、盲

目性、滞后性容易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控制。

1929～ 1933 年席卷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大经济危机,

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和平时期的空前灾难,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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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国家不得不思索如何克服单一市场调节的弊

端。加之二战后, 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及高歌猛进,

又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很大的压力, 使它更感到改

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以, 二战后, 一些主要的资

本主义国家, 如美、英、法、日、德等纷纷吸收了一些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共产主义精髓”, 并借鉴和参

照社会主义的做法, 对其经济关系进行“积极的扬

弃”, 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更大的空间, 以缓和国内

的阶级矛盾和经济矛盾。于是以此为代表的凯恩斯

宏观经济理论和罗斯福新政等开始出台, 资本主义

国家一改常态直接通过各种法规, 经济杠杆, 增加了

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用计划调节的整体

性、自觉性来克服市场调节的弊端, 以减缓经济危机

发生的频率和程度。如美国联邦储备制度 (FR S) 成

立于 1914 年, 当时它的权力非常有限, 主要起监督

作用, 不直接干预经济。但 50 年代以来, 它通过适当

的财政金融货币政策, 已成为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

的强有力的工具。这种稳健的宏观调控对经济平衡

增长起了重要作用。90 年代以来, 美国突出了它的

前瞻性、长期性和全面性, 且运用自如。如 1998 年美

国经济增长出现减速时, 美联储及时下调了利率;

1999 年经济露出过热苗头时, 美联储又在短短 7 个

月时间里连续四次加息, 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1 ]

(P30) 另则通过股份制、证券交易等, 促进个人资本

向社会资本转化, 大量的中产阶级参与投资, 以缓和

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

再次为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 国家通过税收经

济杠杆来适当调节了国内社会分配。通过征收个人

所得税、个人调节税、遗产税, 转私有财产为国有 (目

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遗产税最低的是 50% , 最高

的已达 80%～ 90% ) , 借此缩小贫富差距。因此在西

方发达国家, 大老板们“子女如无创业能力, 将三代

无富翁”[2 ] , 这使得食利者阶层由寄生而腐朽、垂死

的现象有所缓解。

2. 空前的新科技革命, 使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大

幅度提高, 社会财富不断增加。 20 世纪 70 年代以

来, 以信息和通信新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蓬勃发展, 知识经济出现, 科技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的

含量逐步发生了变化, 由量的变化达到了质的飞跃,

为知识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前景。正如美国一

些经济专家所强调的:“凡是知识起作用的地方,‘生

产增长下降的规律’就失去了作用, 而起作用的则是

‘生产不断增长的规律’”。因此高度发达的国家每年

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 4%～ 5% (而不是 1%～

2% ) , 好得超出想象。高科技极大地促进了各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 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社

会财富大量增加。

可见, 创造知识的速度以及利用创新知识的能

力, 将决定各国在 21 世纪的国际市场中的地位, 如

果说是高科技打造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新面孔,

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尽快启动和开发高科

技和知识经济的车轮, 插上信息技术金翅膀, 追赶经

济大潮流, 以此成为知识经济的主宰, 而不是牺

牲品。

3. 经济全球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不断科技

化和信息化。所谓经济全球化, 是一种全球性的产

业结构大调整和大重组, 并且以发达国家为主导, 以

跨国公司为核心, 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逐步调整

过渡与提升。它导致了国际竞争的自由化和国内竞

争的国际化, 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唱经济主角的

依然是发达国家, 可以说跨国公司在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经济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 1996 全球

跨国公司有 44 508 家, 掌握了全球 70% 的投资、

70% 的专利技术。[1 ] (P92) 它们不仅扎根于国内, 而

且利用国外的资源、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和巨大

的消费市场, 使本国经济极度获益。

随着高科技主导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发

达资本主义特别注重其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美国

政府投入巨资搞信息高速公路, 并力争把产业结构

的调整和此结合在一起,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因为信

息产业作为知识经济的主导产业和命脉, 其魅力就

在于它自身不仅能创造极高的价值, 而且对改造传

统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还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可以

说,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主要通过信息产

业发展来实现并体现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 使传统

产业知识化、生机化, 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化, 把知识

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结合起来, 极大促进了社

会经济的发展。欧盟 1993 年 10 月举行的欧共体科

技首脑会议, 也明朗地提出要推行欧洲产业化战略,

让科技产生财富。如英国 1995 年, 政府额外投资

4 000万英镑, 加快产业调整。德国为了通过科技的

发展, 来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 各个工业部门还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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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联合研究会将研究成果在整个行业推广使用。[3 ]

4. 科学的创新管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

展的诀窍。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重大物质文明证

明了现代科学管理的强大作用和威力, 不仅日本经

济的优势得益于此, 美国经济稳定增长也是靠“三分

技术、七分管理”。在现代科学管理中, 企业突破了仅

仅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以文化为纽带追求更高层的

企业和员工乃至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当代科学

管理不仅塑造企业文化和从业道德, 发展协作、团队

精神和心理认同, 并制造具有浓厚管理创新意识的

企业环境 (制定严格的奖惩制度, 允许创新, 允许失

败) , 实行民主管理, 甚至把公司的领导权分布于公

司上下, 让每个员工都对企业生死负有一定的责任

和有机会从事管理。不仅满足了员工的金钱愿望, 而

且也满足了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要求, 使员工的创

造力极大地释放出来, 并围绕企业形成强大的凝集

力和核心竞争力, 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可见科学

管理也是生产力。

5. 外资的流入带来高收益。二战后, 布雷顿森林

会议的召开, 确立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国财政

部长鲁宾再三强调“美元坚挺符合美国利益”。因为

美元价值比较稳定, 容易吸引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市

场。尤其是 1997 年, 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亚洲国家被

迫撤消了许多巨资大型基建项目, 资本在没有出路

的情况下大部分流入美国, 并集中投资在高新科技

企业股市。结果股价上扬, 在不到 4 年的时间里, 道

琼斯 30 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从 5 000 点一气

升至 11 090 点。1999 年以高科技关联股为主的纳斯

达克平均股指上升 386%。[1 ] (P9～ 10)这对于企业来

讲, 筹资变得容易了, 更新设备的投资增加了, 产品

质量的技术含量提高了, 企业更加具有竞争力。对于

个人来说, 炒股获益了, 个人消费畅旺, 拉动了市场,

刺激了生产, 从而使经济效益提高。

二、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

新面孔的实质

　　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张新面孔, 但其新面孔背

后的实质却并未改变, 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到这一点。

不能因为老妇驻颜有方就视之为妙龄少女, 资本主

义并非长青树, 人类也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

1.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矛盾未变。

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积极的借鉴和学习, 只是改变

了其统治形式, 但其统治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

私有制并未改变,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不可能

被表面的形式所克服, 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和,

而且是它自身永远也无法解决得了的。

2. 经济周期依然存在, 经济发展仍有风险隐患。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虽然延长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

繁荣持续的时间和减少了危机的损害程度, 但并未

改变其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德国经济研究所的

美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谢雷梅特说: 美国经济虽然

出现“两低一高”的理想状态, 但美国经济已呈下降

趋势, 1997、1998、1999 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4. 5%、

4. 3%、4% ; 居民储蓄率已从 1997 年的 4. 5% 下降

到了 l999 年底的 1. 9% , 隐患不断。[1 ] (P9)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

瑟罗在他 1996 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未来》一书中指

出: 商业周期之于资本主义犹如地震之于地球的地

质, 是内在的, 资本主义向来就有商业周期现象, 将

来也有。只不过新的商业周期在高涨和萧条的新型

交替不再受传统的房地产和汽车市场的影响, 而是

取决于信息市场的风云变幻。他预言, 资本主义全球

金融市场迟早会经历一场类似 90 年代日本股市的

崩溃。[4 ]

3. 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强化, 资本对

劳动的剥削程度进一步提高。新技术革命是一把双

刃剑。一方面新技术的采用, 出现了“机器排挤工

人”的现象; 另一方面新技术却带动了许多新产业的

发展, 又给工人提供很多就业机会, 新岗位激增, 工

人总数迅速增加。与新的科技革命联结在一起的是

科学创新管理, 资本家绞尽脑汁采用种种手段来增

加企业内部的凝聚力, 增加工人爱厂如家的意识和

团队精神, 让工人顺应同化, 感恩报德, 结果许多工

人甘心情愿奉献于资本家的企业, 甚至“过劳死”。因

此新的管理科学与传统的管理方法相比较变得更加

文明和巧妙, 但更具压榨工人的艺术性和有效性。资

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并未发生质的变化, 仍然是

雇佣剥削关系,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依然围绕剩余价

值这根轴心, 劳动被更加牢固和可悲的钉在了资本

的剥削柱上!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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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体上还没有出现新现象。

美国、西欧、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 生产力发

达, 经济生活富裕, 但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整体发展

却不平衡, 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严重。我们应该看到在

世界 108 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发达的只是少数, 但绝

大多数处在落后状态, 如刚果、扎伊尔等一些非洲国

家。承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先进是客观现

实, 但也不能因此将其扩大为资本主义就比社会主

义强, 看问题既要辩证还要全面。[6 ]

5.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所出现的新现象正是马克

思《资本论》的应验和胜利。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所出

现的新现象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初提出的资本

主义社会的弊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曾坦言: 我们

正是按照《资本论》的描绘, 修补了资本主义这条千

疮百孔的船, 才使它没有沉没, 照样航行。从发达资

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看, 它是接近社会主义而不

是疏远社会主义。如个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跨国

公司、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都是通向社会主义

的阶梯和入口。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正是

《资本论》的应验和胜利。

结　语

综合上述, 我们可以看出,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经济之所以出现了新面孔, 只所以还有生命力, 原因

就在于它能够不断地批判自身并进行改良, 但其内

在的基本矛盾早已注定这些改良只会让它一点一点

地不可避免地被更新的社会形态所替代。我们必须

正读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 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长

处, 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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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 to the Causes and Essence of the New Appearnce

of D eveloped Cap ita l ist ic Econom y

D EN G J in
(Colleg e of H um an ities, 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 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T he cau ses of new appearsnce at con tempo raneity of developed cap ta list ic econom y lie in five

aspects. F irst, in the econom ic area, the sta te adju sts econom y mo re and mo re an t icipan t ly, persisten t ly and

stab ler. Second, new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revo lu t ion increases the p roduct ivity and socia l w ealth h igh ly.

T h ird, econ im ic globaliza t ion and indu stria l st ructu re adju stm en t acco rds to new science and info rm at ion.

Fou rth, scien t if ic and innovat ive m anagem en ts are u sed to increase the econom y. F inally, a lien fund

impo rta t ion b rings ou t h igh ben if it. T he essence is that the elem en tary con trad ict ion of the developed

cap ita list is never changed, econom ic period ex ists w h ich risk s the ecomom y developm en t. T he labou r

subm it t ing to cap ita l is mo re reinfo rced and conceivab le, the new phenom enon of cap ita list econom y does

no t ex ist a t a ll. T he new appearance of cap ita list ic econom y w as an t icipated by Carl M ax at h is w o rk of

T heory of Cap ita l.

Key words: developed cap ita list econom y; the new appearance; cau ses; es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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