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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如下方面。  1.生产的全球化。国际生产分工不再拘束于自然资
源的限制，而逐渐发展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生产的世界性使各国的生产活动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
分。  2.贸易的全球化。随着生产和技术的进步、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世界贸易空间也得以不断拓宽，在贸易
总量、内容、结构、体制等方面都有了极大发展。 3.金融的全球化。当前，金融的全球化和自由化发展迅速，国际
金融资本跨国流动剧增。① 4.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经济活动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作为全球化生产经营的代表，跨国公
司是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的具体实施者。  5.经济的全球化促使知识和人才在全球范围
内的流动迅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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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与现状 

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如下方面。 

  1.生产的全球化。国际生产分工不再拘束于自然资源的限制，而逐渐发展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

分工，生产的世界性使各国的生产活动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 

  2.贸易的全球化。随着生产和技术的进步、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世界贸易空间也得以不断拓宽，在贸

易总量、内容、结构、体制等方面都有了极大发展。 

3.金融的全球化。当前，金融的全球化和自由化发展迅速，国际金融资本跨国流动剧增。① 

4.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经济活动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作为全球化生产经营的代表，跨国公司是实现生产要

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的具体实施者。 

  5.经济的全球化促使知识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迅速扩大。 

二、经济全球化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经 

济全球化虽然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矛盾的缓和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但是，资本主义的

各种痼疾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不断积累和加深。所以，经济全

球化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势必导致资本主义固有的关于个别企业中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

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更加尖锐。其结果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将以新的形式爆发。这表明，用社会主义的生

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根据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

基本思路，资本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并且运用社会化大生产的手段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

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本性要求生产资料必须由社会占有，这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基

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

必然要求。在马克思逝世100多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经过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尤其是资本主

义的社会化生产已经超出了国家的范围向全球扩展，从而使得其基本矛盾也向外转移，这的确缓和了资本主



义国家的基本矛盾，并推动资本主义向更高阶段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

盾的缓和是有限度的。众所周知，当今资本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由于拥有强大

的经济实力、现代化技术和高度的内部组织性，所以其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在全球的扩张十分迅猛。但另一

方面，跨国公司活动的舞台基本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各跨国公司为追求

高额的利润而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其结果，必然在全球的范围内导致生产发展的盲目性。一旦

这种盲目性的生产导致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过剩，势必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引发经济危机。此外，经济全球化

的另一特点是资本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由于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最大的利润，所以大量的资本流向国际金融

市场，导致金融投机活动猖獗。一旦金融市场的投机过度，虚拟金融资本急剧膨胀并与实体经济脱节或失

衡，严重的经济动荡和金融危机就将发生。1987年美国股市的狂跌、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东南亚金

融危机以及当今刚刚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等等，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金融领域的反映。总之，经济

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有助于资本主义缓解矛盾、延长寿命，但

不能消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仍将爆发，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不可能被消除。所以，从长远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资本

主义经济的扩张将达到地域上的极限，今后它转移矛盾、缓解矛盾、延长寿命的手段将越来越少，从而枯竭

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尽管在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没有达到其极限，但终有一天，资本主

义将因其固有的矛盾走到尽头。取代它的必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② 

第二，经济全球化并不能消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相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阶级对立上的这

一表现将日趋严重，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平等不仅不能缩小，反而呈扩大化趋势。这表明，资本主义仍充

满着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统治与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是资本主义最基础性

的关系。所以，社会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贫富两极分化既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又是关系到资本

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

立，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从而使资本主义这一与生俱来的矛盾发展到更加

难以应对的地步。原因如下。其一，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利益的驱动下，纷纷将生产基地转向劳动力

廉价的国家和地区，使国内的就业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激烈的就业竞争迫使劳动力更加廉价，特别是那些技

术水平较低的人，往往被迫从事收入接近社会救济水平的工作。虽然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了比

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设立了最低贫困线，但是这不仅不能消除两极分化，消除资本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

立，相反，随着资本的对外扩张，被马克思称为赤贫者的无产阶级仍有日益膨胀的趋势。这无疑将加剧国内

劳资双方的对立和贫富的两极分化。其二，由于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所以广大的

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经济掠夺的对象、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产地以及倾销商品的大市场。其结果必然造

成国际社会的严重两极分化和劳资双方在国际范围内的对立。此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进经济全球化

的过程中，为了本国的利益，还把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活动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

破坏和环境污染，由此从另一个层面加剧了世界范围的不平等。可以预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存的

南北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必将扩大。这些使得资本主义的群众基础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变得越来越薄弱，

表明资本主义将越来越失去人心而带来重重危机。 

  第三，面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和生存危机，资本主义国家被迫调整生产关系，试图缓

和社会矛盾，挽救其灭亡的历史命运，但从客观结果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调整不是肯

定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不断地以消极的形式否定和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创造社会

经济条件。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资本主义为了避免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矛盾过分

尖锐，缓和社会矛盾，改变或避免自己灭亡的历史命运，资本主义占有形式经常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进行自

我调整，结果出现某些新的实现形式和新的资本组织形式，如股份公司、垄断资本主义组织、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跨国公司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进行“消极扬弃”的经济因素，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有利阶梯。③此外，

我们还应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从马克思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发现了资本主

义制度所固有的弊病，也发现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在制度上的优越性。因此，为了摆脱自已内外交困的窘

境，在生产关系方面所实行的一系列调整吸取了社会主义的不少东西，如加强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和宏观

调控，编制国家的经济计划，建立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等等，这些同样是资本主义占有制的一种消极的



扬弃。对此，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公开肯定自己是对社会主义的“借鉴”，甚至还宣称自己具有某些社会主义的

特征。可以预料，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生产高度社会化的需

要，为了自身的生存，在生产关系方面仍会作进一步的调整，“消极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因素还会不断地扩

大和发展。当这种消极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势必发生质变，从而使突破资本主义制

度框架的积极扬弃—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三、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当代社会主义在全球化中既面临着挑战，又有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为了应对挑战，社会主义国家应该

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全球化所提供的历史机遇中把握自己、发展自己。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积极地参与和推动全球化进程，在融入中谋求自身的发展。战后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长期没有融人世界市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方面所占比重较小，也没有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活动，对世界经济事务影响力不大，因而失去了利用国际分工和相

互依存发展自身的良机，从而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

因之一。如果说在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闭尚有理由的话，那么，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国家

没有丝毫理由再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了。经济全球化引起资本、技术、管理等向全球空前地扩散，这为

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使得它们有可能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加快本国的产

业演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以赶超发达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不断提高对

外开放的质量与水平，将自己融人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和市场竞争，通过与世界经济“接

轨”，带动自身经济的繁荣。④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在谋求发展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体制的创新。我们反对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发达国

家为发展中国家布下的陷阱的观点，也反对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一路飘香的坦途的认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

“双刃剑”，从长远利益看它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但从近期看它在发达国家主导下给社会主义和发

展中国家又带来很大的风险，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要求，无序、任意地开放国内市场，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

济就有被解体的危险。因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自身

素质的提高。这就是在整个经济活动中，要有自己的相对完善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要有属于自己

的研发系统，要构建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要在体制创新上下功夫。尤其在信息化时代的对外交往中必须特

别注重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以及市场作用与

政府作用的关系，增强对外开放中的预警抗震能力。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在竞争中发展壮大，才能为最终

战胜资本主义国家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要坚持合作与斗争并重的原则。因为先进的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西化”和“分化”的图谋。大家都知道，美国是资本输出大国，但同

时，它也是文化输出大国。美国之音不停地播放，美国的文化产品大量地向发展中国家倾销，美国高喊人

权、自由、平等，其实质就是通过这种输出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信念体系，推毁其已有的价值信仰，

转而相信美国的政治文化。我们对此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第四、加强南南合作，倡导南北对话，反对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在全球化过程中，

南北方国家之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拥有不平等、不对称的关系。除了资本主

义国家拥有的获取经济全球化最大利益的物质技术手段，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国

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是第三世界，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参与经济全球化、获取利益、获得发展的障碍。少数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它们在金融贸易生产领域的垄断地位盘剥着世界上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社会主

义国家，在政治上干预第三世界，亦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所以，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社会主义与第

三世界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本属于第三世界，理应加强和第三世界的团结，加强南南合作，

倡导南北对话，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斗争。⑤ 

第五，维护本国安全利益。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

全、文化安全等受到了挑战。西方国家凭借高科技手段很容易获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军事和科技情报；而

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利益的争夺已成为各国国家利益竞争的核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竞争优势。而

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弱势地位，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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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容易受到侵蚀。另外，一些国家将污染严重的产业，甚至将工业垃圾、废品向社会主义国家转移，这对

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安全等也构成了威胁。对此，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从多方面维护本国安

全利益，抵制侵犯。 

总之，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能够趋利避害，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吸收人类一切

文明成果，并能够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优越性，就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一个新纪元。 

  

注释： 

① 彼特·加海姆：《电子交易推升全球外汇交易》，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2月5日。 

  ② 刘小兰：《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江西省团校学报》2002年第2期第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20页。 

  ④ 崔桂田：《越、朝、古、老四国经济改革比较》，《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2期第

77—79页。 

⑤ 徐华柱：《浅议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理论学刊》2003年第9期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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