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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后西方各国都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凯恩斯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展。但是，
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周期性和危机。布伦纳发表了《全球
动荡的经济学：1950—1998年世界经济的特别报告》（1998年）、《繁荣与泡沫：全球视角中的美国
经济》（2002年）等等，对资本主义周期和危机产生的根源、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同时，随着1998年东亚经济危机的爆发，布伦纳又发表《正在显现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新自
由主义到经济萧条？》，把研究视角转向发展中国家，探讨了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和危
机的根源。布伦纳对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周期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现实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被
视作左派学者对资本主义制度在苏东剧变后的历史命运的回答，因此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布伦纳认为，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繁荣时期。1973年世
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束了“二战”后的长期高速稳定增长，从扩张性长波发展期转入萧条性长波发展
期。在《全球动荡的经济学》导言里，布伦纳形成了被P·安德森称之为“过度竞争”的理论，并用
这种理论解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经济衰退的原因。在他看来，过度竞争导致了萧条，他说：“导
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国际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的条件下，生产商不能将成本加到价格
上去。” 

    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西方各派学者根据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立场，对这场主要发生在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外的经济危机的根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布伦纳认为，尽管主流经济学家对短期游
资造成的东亚经济危机进行了批评，但他们的分析是片面和肤浅的，而左派把危机的根源归结于执行
新自由主义政策却是倒果为因。 

    在布伦纳看来，金融资本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即使加剧了经济危机，也只是国际经济危机的结果
而不是原因。布伦纳根据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分析了资本主义面临的矛盾。在20世纪60年
代，P·安德森与T·奈恩（Tom Nairn）认为英国国家如果现代化，它的经济危机可以克服。布伦纳
认为，资本主义的特性在于它从体制上激励生产力的增长。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无计划
的、竞争的，现实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布伦纳认为，如果资本家对他们竞争者的行为完全了解，可
能会适应发展形势，然后“无疑会通过技术变革来控制成本”。可惜的是，在资本主义现实世界，
“单个资本主义生产者是既不可能控制也不可预测市场对他们商品的需求的”。资本主义的特征不是
计划性，而是冒险和熊彼特称为的“创新性破坏”。布伦纳还认为：“熊彼特……可能低估了创新性
破坏的破坏一面。” 

    布伦纳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周期的分析，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左翼学者对他的
思想进行了批判。福斯特认为，布伦纳以竞争解释资本主义，这和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并无二致。英
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B·法因等人认为：“布伦纳的论点存在着以下决定性的缺陷：第一，
布伦纳对资本主义竞争与积累的理论基础是斯密和主流经济学，而不是马克思理论。第二，布伦纳忽
视了信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重要地位。第三，他完全没有考虑生产、金融的国际化，没有考虑
构成当代全球经济中的最重要的现象。第四，简言之，布伦纳的方法根本不是价值理论的，这个缺陷
在他早期的历史著作里也有表现。” 

确实，布伦纳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分析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布伦纳本
人也明确地说：“我分析了另一种方法，它的出发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无协调和竞争的本
质。”但是，这不意味着布伦纳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布伦纳对他后来对用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考察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做法，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我不是不‘讨论资本与阶级的关系问题’，

 



而且讨论了战后各个时期阶级斗争及其对利润的影响。但是，尽管剥削成为剩余价值的惟一来源，尽
管阶级斗争在收入分配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没有理由教条地从劳动与资本关系中寻找经济危机和停
滞的根源。”我们认为，布伦纳是从经济史而不是纯粹的经济理论的角度来考察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
周期的，理解布伦纳对二战后资本主义周期的分析，不能仅仅从经济或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更重要的
是从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布伦纳分析中所蕴含的政治结论。（作者单位:鲁克俭,中央编译局
当代所； 郑吉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2期《布伦纳的政治马克思主义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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