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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起、危害与替代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视角及其评价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兴起的原因，它造成的诸多灾难性后

果，以及它的可行性替代方案等，是近十多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争相探讨的问题。他们在这些问

题上的观点，尽管有的印着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的历史痕迹，有的在方法论上存在一定的

问题，但无疑丰富了世界人民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深刻认识，对我们科学认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

实质及危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美国人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对新自由主义的内涵作了这样的概

括：“ ‘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

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

容。”（《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用诺姆·乔姆斯基的话说，“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

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 —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

常用做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1990

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

员，以及拉美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的经济调

整和改革。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

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该共识包括压缩财政赤字、降低边际税率、实施

利率市场化、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的管制等十个方面。约翰·威廉姆逊还认为，上述“共

识”或者说政策工具不仅适用于拉美，而且适用于其他有意开展经济改革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如果说

在“华盛顿共识”出笼前，新自由主义还只是关于西方全球化的一种学术或理论探讨层面的东西，那

么，此后由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对“华盛顿共识”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当今

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范式”。 

  在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佩特拉斯看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根本不是什么新鲜

事”，“不过是一切旧的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延伸与继续。如果它有什么新奇之处，那就

 



只是这种旧关系的‘再继续’与‘再扩大’。”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也认为，新自由主义

的许多经济理念尤其是它关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观点，是一种陈腐的传统经济理念。

在他看来，中国“构建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的成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原因，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着重从资本主义竞争结构变迁的角度作了分

析。他认为，全球化进程所致的世界资本主义竞争结构的改变是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

初兴起的最重要原因。他指出，在全球化进程加剧了大公司大银行竞争压力的情况下，虽然管制主义

从长远看更能有效促进资本积累，更符合大企业的长远利益，但它们却更急功近利，更倾向于支持任

何减轻税负、放松管制等使其能够与全球对手进行有效竞争的措施。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大企业大公

司不再支持国家干预并转向新自由主义，才使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治经济政策大行其道。此外，他

还把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削弱、国家社会主义的消亡和资本主义长期以来未爆发大

规模经济危机视作是新自由主义兴起的三个重要促进因素。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则从理论宣传的角度阐明了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原因。他认为，关于新

自由主义的观点如今之所以变得如此耳熟能详，是因为这里面有一场广泛的思想灌输工作。一些记者

或普通国民是消极地参与其中，而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这种旷日持久、潜移默

化的强加，通过浸渗，制造了一种真正的信仰。他指出，有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著作表明，在英国和

法国，知识分子、记者和商人联手进行了一项持久的工作，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强行确立为天经地

义。因此，在他看来，这种人为炮制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无非是“把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最经

典的保守主义思想假设，罩上经济理性的外衣。”詹姆斯·佩特拉斯也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自

由主义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经济战略的根源，是国家权力支持的意识形态项目的结果，

不是市场的自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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