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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自主与现代世界体系  

http://www.crifs.org.cn  2005年9月10日  舒 炜 

在英国任教并担任留英经济学会会长的华人学者张志超先生言：“这次的人民币汇改同过去的

汇改大不相同。其意义远超过纠正失衡的汇率，而是通过建立一个灵活的汇率制度安排，为中国的

金融崛起奠下基础。” 笔者非常同意，同沸沸扬扬的人民币升值声浪相比，对中国真正重要的东西

乃在于——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通货，以中国为支柱的亚洲货币合作逐渐发展，中国参与国际经济

金融规则的制定和协调。  

进而言之，中国金融改革的根本方向乃是：政治上寸土必守，经济上誓不任人鱼肉。 如果用世

界体系理论的语言来说，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抱有强烈的自我主宰的意志，并彻底拒绝沦为现代世界

体系依附者的命运。 

世界体系理论在近三四十年来已经成为分析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的锐利工具。１９７４年，历史

学家沃勒斯坦（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的精心之作《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标志着世界体系

理论的正式成型。 

世界体系理论大幅度吸取有关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特别吸取了第三世界，比如拉美一些国家

的学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认识，其重点在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里对发达国家有很强的依

附性，两者之间的不平等性质使其现代化进程畸形发展，经济结构失调，造成难以修复的混乱，甚

至使得发展中国家永远难以摆脱依附、被压制、被剥削的地位，陷入所谓“拉美资本主义”状态。 

新一代世界体系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乔万尼·阿瑞吉（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Ａｒｒｉｇｈｉ）集

中研究近两百年的历史演变，更进一步地指出，西方主宰的现代世界体系目前正陷入危机，走向终

结和没落，东亚能否为世界开拓出一条全新发展道路则尚在疑问当中。 

阿瑞吉的一个重大判断是：１９８９年实际上可视为２０世纪的终点，现代世界体系由此进入

了一个混乱、过渡和重组时期；１９８９年的巨变“标志着一种结束，不仅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

命发起的特殊政治－文化时代的结束，而且是自从‘漫长的’１６世纪以来就存在的现代世界体系

的结束”。由以前三百年两次霸权转移的方式中，我们可以大致预期世界体系变化的动力机制，并

判断现在的体系危机将如何转换。 

如果说，现在是美国的世界霸权衰落和危机时期，那么就可以用先前世界霸权转移的两个时期

对之进行类推。这两个时期是：１８世纪世界霸权从荷兰向英国转移，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世界

霸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 

对于这样的霸权转移，特别有四个相关层次值得注意，一是“地缘政治和巨额融资”，即国家



之间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是否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霸权国家？二是国家和大规模的跨国商业机构

之间的力量平衡，跨国商业是否彻底摧毁了国家的权力？第三，上述两种力量关系是否会彻底冲垮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冲垮社会生活和再生产的基础条件？最后，则是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待西

方霸权，“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特别是西方主宰现代世界体系的五个

多世纪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金融扩张使衰落的霸权国权力膨胀，缓和着体系崩溃的趋势，

另一方面，大量的流动资本和金融扩张也加剧着各种冲突；混乱不断的情况下，如果出现具有更强

整合能力的政治及商业治理机构，则资本就会重新分配给具有更大安全性的新兴力量，导致新霸权

的兴起。阿瑞吉就此分析指出，“金融扩张是霸权危机和危机最后转化为霸权崩溃不可或缺的一个

环节”。 

１８世纪荷兰和英国之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使得更富有总体综合能力的英国成为新的霸权中

心；而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叶在英国和美国之间集中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得以完成自身

的转化和总体能力的升级，取代英国。这一历史进程中，荷兰领导的时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正式确立了新兴欧洲国家体系；英国领导的时期，主权国家的欧洲中心体系扩展到全球；美国领导

的时期，世界体系的影响和渗透力进一步加强，已不再以欧洲为中心。 

而新一轮的危机，将是更大范围的全球组合和新力量中心的崛起，新的全球领导力量从东亚经

济的主要中心当中出现，将是解决世界体系大混乱的关键条件。依我们看来，美国的政治－军事优

势、欧洲的政治－文化优势、东亚的经济优势和政治－文化潜力，这三者之间有着复杂的冲突趋

势，也包含着某种结构均衡的可能，这种均衡和冲突兼具的情况可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持续下

去。现在虽然还没有强大可靠的新力量足以挑战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但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

相比，美国显然更有力量把衰落的霸权转变为剥削性的优势，并有可能加深现代世界体系的根本危

机。 

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强烈的金融自主意识尤其重要，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根本要

害，在于放弃人民币紧钉美元汇制。这一重大决定明白宣示了中国金融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下的自

主决心。换言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意识到现代世界体系的危机之深重和任务之艰巨，同时必

须通过种种行动表明自己具有应对当前危机的信心和能力。金融自主于此无疑是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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