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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经济全球化：《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当代意义 

[作者]:顾海良 

 

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为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
索和思路、结构。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现在不会讨论有没有经济全球化的问题，而是
解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起始于什么时间？有人把这一时间推演到很早，认为马克思恩格斯
作《共产党宣言》时已经有了经济全球化的现象，认为《共产党宣言》对经济全球化已作了基本的
讨。 

我认为，这一观点不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事实。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成
为经济全球化显然是建立在两个基本的事实基础之上的：跨国公司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
义经济的发展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至今已有360年的时间。把这360年分为3个
到1760年，从1760年到1880年，撇开这两个阶段不说，从1880年开始的这120年，资本以垄
其中60年的私人垄断、40年的国家垄断和20年的国际垄断。由于垄断资本的120年从私人垄
再发展到国际垄断，才使经济全球化成为现实，所以了解经济全球化不能脱离跨国公司的发
断资本主义国际化这个基本事实。这些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成为现实的。因此，经济全球化成
应该是20世纪最后20年的事实。 

怎么理解经济全球化？现在国内的很多文献主要是从五个方面来概括的，即生产全球化、
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把这五个方面的全球化概括为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当
第一，这是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理解的，即以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信息这些市场经济中的
角度来理解经济全球化。第二，这是从资源配置的范围扩大来理解的，即由一国内的资源配置
围。从这两个方面认定经济全球化，是现在很多学者研究著述的理解。这一理解是有其合理性的。
的现实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结果，是生产技术发展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人
现。 

但是，这些分析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们是建立在生产力分析的层面上的。既
个国际现象，我们就不能停留在体制层面的资源配置上，要研究国际经济关系或国际生产关
蕴涵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实质。由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不仅要着力于生
究，还要着力于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原理应该结合生产力、生产关
题。 

我们看到，经济全球化现实中存在着三个并行不悖的事实。第一，我们着重于研究市场经济
但我们不注重研究经济全球化获得的红利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着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的分配。也
就是说，经济全球化的事实是市场经济效率的不断增长，但这种效率产生的红利进行着不公正、不合理、不公
平分配的事实，这两个事实是并行的。第二，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但我们没有进一
导致的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的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整个经济格局中并不是越来越走向
同，而是越来越走向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所以，经济全球化与经济的全球两极分化是并行的。第三，我
经济全球化强调经济一体化、经济利益的共同性，但如果我们看到经济格局中的这种不合理，我
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安全问题。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面
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提了出来。经济全球化与维护国家主权、
全这两种现象也是并行不悖的。所有这些都表明，经济全球化需要进入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



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为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
索和思路、结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我们应该通过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马克思留下的六册计划结构的研究，加深
中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马克思认为，他的完整的经济学结构应该是六册，即他的经济学著作的六
划。第一册是资本，第二册是土地所有制，第三册是雇佣劳动，第四册是国家，第五册是对
世界市场。马克思认为，他当时主要是对前三册进行论述，因为这是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三
关系，或三大阶级及其相互关系。 

马克思把自己全部的精力用于前三册的研究，但是，六册结构计划对我们现在有重要的
因为前三册的研究最后要综合到国家或国家层面的经济关系上。在国家层面的经济关系上，就把
有制、雇佣劳动看作是一个经济实体内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整体。紧接着第五册以国家为
济单位的对外贸易。马克思又把它称为国家对外，即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中形成的经济关
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分子。国家与国家对外的综合就是第六册世界市场。世界市场是对各国之
交往的总和，也是马克思设想的经济学巨著的最具体、最完整、达到总体要求的论述，也是
本主义经济关系最具体层面的论述。所以，这里的六册结构是以国家为中介的，但这个国家不是上
上的国家，而是在生产关系概括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在国家交往中，在对外贸易中，就是以
经济活动。在国家层面上如何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紧接着要研究国家对外或对外
间的经济交往和经济关系的实质，最后要达到最高的具体层次即研究世界市场。当今的经济
所设想的世界市场发展的结果。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结构的探讨中，会给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系问题提供很多有益的想法。 

第二，应该加强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研究。现在强调这一点是为了对马克思的概念、范
为全面的论述。从马克思真正写作经济学著作开始，马克思至少留下了1857----1858年经济
映马克思40岁时理论成就的相当好的手稿，而后又留下了一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又留下了我
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如果从广泛意义上说，马克思临终前三年留下的人类学笔记、
是广义的经济学手稿。 

这些经济学手稿马克思生前并未公开发表，马克思也没有把经济学手稿中的所有思想都
或者写入其他公开发表的著作，而马克思留下的经济学手稿如同自然科学中他记录下的实验
步每前进一步取得了什么成果，这个成果达到了什么水平，如同自然科学中实验室的一页一
录能寻找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轨迹，能给我们现在的研究提供很多的重要思想材料。例如，
讨，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本论》中关于价值问题的探讨，都是停留在马克思六册计划中资本
可以设想，按照六册计划的范围，马克思关于价值的论述一定会发展到国际价值这个层次上。在
手稿中，确实留下了很多关于国际市场上价值和价值规律的思想，仅仅从价值这一点看，在
在马克思的很多经济学著作中，都可以拓展我们对现在的市场经济问题研究的视野。 

第三，重新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方法。只要科学地公正地对待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可以看到《
本论》中蕴涵的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这四个方面对我们现
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认识，应该理解经济全球化的社
该研究经济全球化中不同制度规定性问题，研究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规定性等等。所有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