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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核心观点及主张的错谬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核心观点及主张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1) 市场统治。将“自由”企业或私有

企业从政府或国家的任何束缚下解放出来，不论这将造成多少社会损失;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更加开放;

放弃对物价的控制。总之，要实现资本、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2)削减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的公

共开支，削弱穷人的“安全网”，甚至以弱化政府作用为名放弃对于道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3)

放松管制。减少任何可能影响利润的政府管理，包括放松对工作环境安全的规定。(4)私有化。将国有

企业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包括银行、主要产业、铁路、征税公路、电力、学校、医院、甚至于供水。

(5)抛弃“公共物品”或“共同体”的概念，代之以“个人责任”。这意味着向社会中最贫困的人群施加压

力，迫使他们自己找到医疗保健、教育机会和社会保障的解决办法。一旦这些人无计可施，新自由主

义者就将此归咎于他们的懒惰。这五个方面的内容也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精髓”，概括地说就

是“三化”和“五个更少”。“三化”指的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五个更少”指的是“更少的政府支

出，更少的税收，更少的财政赤字，更少的货币扩张，更少的政府干预”。在相当一部分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家的眼中，这些观点和主张是超越时空的、普遍和永恒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观点和

主张的错谬之处在于： 

  1.极端主义色彩。他们极力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把市场机制看作是完美无缺的，是唯一能够高

效率地调节经济活动的机制，完全否定市场机制本身在调节经济活动时具有的局限性和缺陷，这就使

原来思想中具有的合理成分被极端主义所淹没。他们把国家干预看作是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把任

何形式的计划都看作只会给经济活动带来低效率。 

  2.市场乌托邦。仅从理论推导看，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核心观点及主张并无明显的错谬，但一

旦结合现实的经济运行，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们不过是“看上去很美”的乌托邦。其一，私有化与资本主

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相违背，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趋势会不断增强而不是相反；其二，绝对

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它违背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其三，市场化是一厢情愿，市场本

身具有局限性，既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市场无能。 

  3.被高估了的“普适性”。任何一种理论皆是时代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兴起，是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和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内部来源于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外部是经济全球

化的作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当今世界 ，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处于不同的国际分

工地位，面临不同的经济社会问题，即使经济发展有某些共同规律可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也

不可能按照同一个处方，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问题。而“华盛顿共识”向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兜

 



售的正是这样一个处方。新自由主义政策也许对某些国家有一定效果，例如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

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处于任何阶段的任何国家都管用。把不具有完全普适性的观点和主张当

作“绝对真理”到处推广，充分暴露了一些国家和学者的“傲慢与偏见”。 

  4.被遮蔽了的“意识形态”性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核心观点及主张从表面看来，似乎很中

性、很客观，但深入分析便不难发现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意识形态。从资本的本

性看，促进繁荣只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追求的表面上的目标，获利才是根本。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解决资

本短缺问题，加速和扩大资本积累，尤其是金融资本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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