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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学术综述） 

 
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于近日在京召开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国防大学等单位的十多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参加的小型金融问题研讨会。会议就当前国
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危害及其应对之策等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
了认真研讨，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形成了共识。 

一、关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看法问题。目前，对于这场金融危机的成因，一般认为
是由于美国的“透支消费”、“监管缺位”、 “政策失误”、“低估风险”和国际金融体系
存在弊端等因素所造成的。但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对此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层次的描述上，
而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和实质。目前，国内外对此
流行的种种说法，只是从操作层面来描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技术性的失误和政策性弊
端。但更重要的，是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从其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来认
识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和实质。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成的国际金融危
机，其直接表现，是美国具有高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体系的过度投机性，及其管理
失控与崩盘所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政策误导的结果。但其更深层次的根源，则是资本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
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表现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供给过剩与劳动群众有支付手段的需求不
足的矛盾的对抗性爆发。这才是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和经济实质。它同上个世
纪20年代末发生的经济危机没有本质区别。因此，这场金融危机，不应叫做“世界金融危机”
（尽管这场危机正在波及世界，但它在成因上与现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无
涉），而应当称为“西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或者称为“国际金融危机”比较妥当。 

二、关于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国内政策的着眼点问题。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应对这场金融
危机的着眼点，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决策者和理论工作者对于这场国际
金融危机的正确认识问题。只有正确的认识，才能设计和采取正确的对策。对于这场国际金
融危机的演变和实际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我们还需要观察。但是，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不
仅金融危机本身正在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扩散和蔓延，而且对其
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发生和扩大。其实，在美国和其他一些相关国家，是金融危机与石油危
机和粮食危机，或明或暗地交织在一起的。面对这场金融危机和可能演变成的全面经济危
机，我们必须以维护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根本目的和根本任务。我们首先要自我
防范和自我保护，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尽可能少地受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拖累。即是



说，我们的着力点要致力于自防和自救，而不是用中国极为有限的财力，用中国人民来之不
易的一点血汗钱，慷慨大方地去挽救西方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财
力和实力，比我国要雄厚得多。他们自己在拥金自惜，却要算计别人、拖人下水。其司马昭
之心，路人皆知。与会者认为，我们必须始终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第一
位，一切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我们应当高瞻远瞩，审慎而果
断地采取一切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之作出
正确应对。就是要根据国情，抓住关键，因势利导，突出重点，依法进一步出台若干实际而
有效的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以主要满足国内需求特别是启动农村的需求，来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以便不断提升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真正立足于自主创
新、自主发展和自力更生的基点上。这是我们的治本之策。同时，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
国策，实行适度的金融开放和互利的国际金融合作。 

三、关于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政策的着眼点问题。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我们应对
这场金融危机，当然应当进行一些必要的国际性的救市合作。但是，实行国际金融合作政策
的着眼点，是应当积极主张改革目前由美国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推动
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现在，全球性的经济政治挑战日益增多，在客观上迫
切要求变革以美国为霸主的现行国际金融、货币、贸易和资源掌控体系，以推进有利于各国
共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缺陷和弊端日趋明显，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
系、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势在必行。必须打破美元霸权、美元本位，以及与
美元挂钩的浮动汇率制，就是最好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神话。不能用20世纪过时的旧章程来管理
21世纪的世界经济，更不能用昨天旧的思维定势来指导明天的世界发展。必须更新观念，因势
利导，实行变革。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和新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需要吸纳更多国家尤其是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增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话语权，使其在国际关系上发挥更多、更
大的积极影响和作用，以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学者们指出，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表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万万不可重走“资本帐户完
全自由开放，投资热钱不受监管，中国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完全对外资开放，甚至让外
资（所谓“战略投资者”）控股中资银行”的老思路。美国提出的“金融自由化”，原本就
是一个陷阱。如果我国丧失了金融安全和金融主权，必然会最终丧失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
美国绑架世界各国经济而使其陷入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已经使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深受其
害。难道我们不要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吗？ 

四、关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战略思考。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从战略上思考这场国际金融
危机，我们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1、调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是上，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这支“看不见的手”、以及政府调控
这支“看得见的手”的“两手作用”。单靠任何一手都是不行的。不重视市场调节的基础性
作用，是错误和有害的；认为“市场万能”，同样是错误和有害的。因此，我们不能搞市场
崇拜、不能搞市场原教旨主义。 

2、这次金融危机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破产。这次由于美国当局在次贷问题上的
自由放任政策，所引发的美国和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并且正在危害实体经济，是首先在资本
主义体系的核心地区发生的。它表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无论是在拉美这样外围地带，
还是北美西欧这样的核心地区，都会给予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灾难。这就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新
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破产 

3、我们应当从理论上追问：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又如何采取正确的应对
之策，以减少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能保证政治上的坚定。显然，求
助于新自由主义、采用西方所谓“主流经济学”或回归凯恩斯主义，来反思和应对这场国际
金融危机，从根本上看，都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是
我们正确观察、分析和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破解由此引起的各种经济社会难题的理论法
宝。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在对我们进行一次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它使



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是观察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
法。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同时也是一副清醒剂。它使人们看到：“美国不是什么都
好”，资本主义世界不是人间天堂；资本主义以周期性（无论是七八年一次的短周期，还是
五六十年一次的长周期）发生的经济危机，表明了其生命力的枯竭和衰落；它宣告了一些人
将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民主”神化为“人类普世价值”的破产。其实，只有社会主义代
替资本主义制度，才是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抗性矛盾的历史出路；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
类未来的理想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
新形态，才是我们防范和克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消极影响根本保证。（李

崇富、昝瑞礼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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