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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经济危机引发的理论思考 

  1.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分析当前经济危机最有效的理论武器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新兴手段在经济领域

得到广泛运用，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传统生产部门的地位下降，新兴服务行业崛起，并巩固

了国际金融资本的地位。由此，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后资本主义社会”、“后工业社会”、“信

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并宣称劳资矛盾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的经济

危机和周期理论已经不起作用了。哈贝马斯就认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使得科学技术成为剩余

价值的独立要素，“同这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相比较，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

源，即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愈来愈不重要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

社，第62页)这种把科学技术看作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从而否定劳动力重要性的观点，是不符合实

际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虽然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仍是

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痼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各种条件依然没有改变，经济危机产生的土壤

也不可能根除。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为全面解读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依

据。 

 

2.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仍然没有改变 

  恩格斯曾这样界定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

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

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

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4页）二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资本主义发达国

家生产越来越自动化，阶级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劳资关系出现了很多新变化，新社会运动的

兴起也对传统无产阶级的地位造成了冲击。很多西方学者借此认为无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更谈

不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了。这些言论在当前经济危机的现实中再次不攻自破。在现有条件下，工人

阶级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了前者，后者也将不能生存下

去。如果没有工人阶级从事生产的实体经济的支撑，必然造成资本主义危机。 

  虽然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构成复杂化，知识层次有所提高，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

得到了很大改善，并且全球产业转移也使国际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

是，从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看，众多的劳动者都属于无产阶级。正如列宁所说：“从收入来源中去寻



 

找社会不同阶级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把分配关系放在首位，而分配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结

果。… …区别各阶级的基本标志，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

占有某一部分社会生产资料，将其用于私人经济，用于目的在出售产品的经济，— —这就是现代社会

中的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同失去生产资料、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阶级的基本区别。”（《列宁全集》

第7卷第30页）此次经济危机造成了大量失业，并使很多中间阶层的人掉入了社会底层，甚至成为无

家可归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09年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受美国经济衰退影响，2008年美国家庭

净资产总额降幅达到17.4％，即蒸发掉10.9万亿美元。美国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大幅上升，据《华尔街

日报》2009年6月26日报道，截至6月20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1.5万人，至62.7万人。危

机中移民工人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妇女的就业环境也更为恶劣，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

当前全球约有8000万妇女失业，并有更多女性正在从事报酬微薄的工作。这场危机将使工人阶级的构

成更为多层次化和复杂化，工人的就业条件恶化，临时工和非全日工将会增多，造成了工人新的贫困

化现象，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罢工示威等活动，这也说明了工人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未变，他们依然

是没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依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可依靠的力量。 

 

3.国家仍然是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推动力的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进行全球生产、分配和销售。

随着跨部门、跨行业的巨型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兼并、组合，使跨国公司的国籍仿佛变得“模糊”。很

多西方学者和政界人士借此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国家主权消亡论”。从这次经济危机中发达国家的

表现可知，国家依然是无可替代的主要国际行为主体，这些跨国公司的国籍也并不模糊。危机伊始，

美国政府就拿出7000亿美元救市，前后向花旗银行提供了450亿美元注资，并为其3000亿美元的风险

投资提供担保，在花旗集团的持股比例将上升至36%。通用汽车公司宣布破产，“新通用”将获得美国

政府301亿美元破产融资，美政府将持有60%的“新通用”股权。英国政府为其第三大银行莱斯银行高达

2600亿英镑“有毒”资产提供担保，英国政府持股比例将从现阶段43.5％至少升至65%，莱斯也成为第4

家收归国有的银行。这些行为充分说明，无论跨国公司的生产能力有多强，也必然依附于母国的公

司，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必然需要依靠国家的力量。“主权消亡论”只不过是发达国家推行霸权的

一种手段而已，发展中国家对此更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4．当前经济危机更加印证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论断的科学性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论调甚嚣尘上，福山

的“历史终结论”就非常有代表性。福山认为，“如果现在的政治社会组织形态已完全合乎人类最本质性

的存在，历史即已走向终结”。（《历史的终结》第162页）当前的经济危机再次戳穿了“历史终结

论”的神话。生产的社会化迫使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所允许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

力看待，生产关系也进一步社会化。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阶段国际垄断资本的力量更为强

大。仅以汽车行业为例，世界最大的22家汽车制造公司已经垄断了世界汽车生产的97%，其中10家最

大的公司垄断了75%的产量。另一方面，国际垄断的一个很重要的新特点是，以更少量的份额就可以

控制一个大跨国公司。战后，美、日等国一般持有一家公司5%以上的股票，就能对该公司施加重大

影响或进行控制。 

  现在，这个比例显著减少了。比如，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长期以来曾由大通曼哈顿银行单独控

股，但战后随着众多法人股东纷纷打入该公司，至80年代中期大通曼哈顿银行仅占有该公司1.3%的股

份。这也表明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消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

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发作。当前的经济危机不仅说明历史

 



没有终结，反而更证明了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使得“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

样不可避免的”（简称“两个必然”）这一原理的科学性。 

  当前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有可能动摇美元霸权地位，并催生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但并不能说

美国已经彻底陨落、资本主义行将灭亡了。美国和英国等国家一些银行和企业的国有化也并非标志着

这些国家即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次经济危机下，很多国家纷纷推出经济振兴计划，并作出了相

应的政策调整，比如美国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强化集中监管、扩大监管范围和内容等等，意在

防范新的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些举措再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释放出空间，同时也证明了马克思“两个

决不会”的科学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

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

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综上所述，当前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绝不是靠各个资

本主义国家注入大量资金就可以彻底挽救的。所有这一切再次表明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危

机后的复苏只不过是酝酿着资本主义更深层次的矛盾，只会换来危机更猛烈的爆发，同时也表明了资

本主义的暂时性以及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必然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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