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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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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美国爆发大规模次贷危机，由此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波及实体经

济、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演变为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范围之广、破坏力之

强都说明，这是战后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对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国际秩序都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解读此次危机，很有必要。 

  一、当前经济危机的实质及其原因 

  当前经济危机从表面上看是由于美国借贷性消费、金融创新过度、监管缺失等人为因素造成的，

但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它的发生具有必然性。 

  1.从制度层面来看，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 

  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它具体表现在两个

方面，即“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的对立”。这两个矛盾，又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和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的两极分化，从而

产生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逐渐缩小之间的矛盾。这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的

经济危机，即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

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

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新的‘恶性循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6页）当前经济危

机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脚。一方面，当前的经济危机是多年来积累的产能过剩导致的。有专家认为，当

前生产能力过剩和需求不足造成的销售与生产能力之间的差额，可能处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大

值。另一方面，由于多年来工资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造成了劳动者实际购买力的下降。国

际劳工组织2008年11月发表的《2008／2009年全球工资报告》指出，1995年至2007年间，普遍来看，

每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人均工资仅增长0.75%，全世界3/4的国家都出现了工资收入在国

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下降的情况。这一点在美国也不例外。美国经济在2000年至2005年间增长了

12%，生产力提高了17%，而同一时期，美国中等收入者的工资只增加了3%。正是由于生产能力过

剩，工资增长放缓，有效需求不足，很多实体行业利润下降，导致了大量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展开对高

利润的角逐，最终导致虚拟经济的崩盘。 

  2.从理论政策层面来看，是新自由主义与美国金融霸权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的恶果 

  1989年由约翰·威廉姆森提出并得到世界银行总裁斯坦利·费舍尔支持的“华盛顿共识”，集中体现了



 

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其中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政府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

争的限制是其重点内容。此后，西方国家在全世界不遗余力地推进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大大促

进了资本在全世界的自由流动。新自由主义体现了资本的强势，大幅度削减福利、工资，削弱了劳动

者的自我保护能力，刺激了投机行为，甚至使金融资本脱离了实体经济自行运转。 

  从美国国内来看，这场经济危机的爆发从美国投资银行的演变过程中可见一斑。美国银行业经历

了混业—分业—混业经营的演化过程，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1999年出台的《金

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分别为银行提供了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法律依据。《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打破了此前法案中要求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限制，促进了金融自由化，放松了有效监管，

为资本的金融创新以寻求更丰厚的利润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了

隐患。 

  从国际上看，新自由主义通过信贷和金融投机活动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全球金融霸权。美国之所

以能够在国际债务数倍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情况下继续在全球融资，做到美国消费、全球买单，是因

为美国通过一系列手段维持了强大的金融霸权：“美国的经济利益在于维护一个允许它更大量地举债

而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约束的世界货币秩序；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第三世界、俄

罗斯和东亚的债务作为一种杠杆，迫使债务国执行华盛顿共识推动的路线；美国外交的一个强大武器

是世界贸易转向双边有序的市场分享协议，据此，外国经济体都力保在美国进口市场中占有固定份额

或不断增多份额，而不管其自己国内的生产能力提高。”（赫德森：《超级帝国主义》序言）美国经

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这样概括新自由主义与美国金融霸权的关系：“美国利用自己的金融霸权在全球

以金融手段摧毁第三世界国家自主发展的能力，并以金融手段接管这些国家，从而在全球重建以美国

为中心的食利者经济”。（《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7期）由此可知，美国这一行为的实质就是美国

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军事扩张为依托，通过控制其他国

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来剥削这些国家。正是由于美国利用全球金融霸权长期维持虚假的繁荣、过度

的消费，从而造成了巨大的金融泡沫，而同时又由于美国是全球金融中心，所以美国能够牵一发而动

全身，把全世界都拖入这场金融、经济危机之中。 

 

3.从实践层面来看，是虚拟经济长期脱离实体经济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揭示资本的投机性和贪婪性：“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

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资本论》第2卷第67、68页）“随

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

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

拟的。”（《资本论》第3卷第533页）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衍生品的无限膨胀，2007年末，全球衍

生品名义本金存量为630万亿美元，为同年全球GDP总量的11.81倍，而这一比值在1998年还仅为2.94

倍。有学者把这种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积累制度称为“金融占统治地位的全球化积累制度”。当前的

金融危机非常清楚地再现了这一积累制度的特点：从处于等级中核心地位的美国开始，然后向其他国

家和地区扩散，金融资本家仿佛成了不需要实体经济作支撑而能点石成金的世外高人。 

 

  具体到美国而言，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比已从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特

别是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制造业，其GDP占比从1950年的27%下降到2007年的11.7%；而同期虚拟经

济创造的GDP占比则从11.37%上升到20.67%。美国虚拟经济部门利润大大超过了制造业部门利润的这

一巨大变化，不仅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变化，更意味着美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积累方式的改变。虚拟资本

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但是，虚拟资本是以实体经济为依托并为其服务的，如果脱

 



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必然会产生巨大的金融泡沫，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

泡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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