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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数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白暴力教授访谈   董宇坤  喻敏 

编者按：    有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排斥数学方法的，是不

能用数学方法表达的；还有些西方经济学家使用数学方法来责难马克思主义经济

理论。为了回答西方经济学的挑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白暴力教授领

导的课题组，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体系进行了探索，应本刊之邀，白暴

力教授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思路和计划。   

 

理论前沿 

俄国“文化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圆桌会议综述（上）      李兴耕 

2004年10月5日，俄国《自由思想——21世纪》杂志编辑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主题为

“文化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的圆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

《抉择》杂志主编A B 布兹加林、莫斯科语言大学教授Г Г 沃多拉佐夫、莫

斯科大学副教授А А 列万多夫斯基、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任研究员В

М 梅茹耶夫、俄共中央主席团成员А К 弗罗洛夫等。《自由思想——21世

纪》杂志主编В Л 伊诺泽姆采夫主持了讨论会。 

 

 

热点观察 

拉丁美洲关于反新自由主义战略的争论（上）  ［委］斯特维·埃尔内著 徐洋译 

 

拉丁美洲是新自由主义最早的试验场，当前新自由主义的恶果也表现得最为明



显，同时反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较为深入和多样。美刊《科学与社会》

2004年春季号刊登了委内瑞拉学者斯特维·埃尔内题为《拉丁美洲左派反新自由

主义战略的目标和争论》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当前拉美左派反新自由主义理论的

三大流派的代表人物豪尔赫·卡斯塔涅达（认为全球化使单个国家受到强大的来

自世界市场的限制，激进反抗无效，反新自由主义应中左结盟，而中派应居主导

地位）、玛尔塔·哈内克尔（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受挫使左派不能过于激

进，所以应与中派结盟，但左派力量仍足够强大，左派在联盟中应居主导地

位）、詹姆斯·彼得拉斯（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仍未过时，拉美反新自由主

义斗争发展成为彻底的反帝斗争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观点，并结合墨西

哥、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等国家的政治实践对三种观点作了评价，指出第一

种妥协式的观点已被实践证明基本失败，后两种观点则互有利弊。作者同时指出

第三世界左派具有一个共同缺陷，就是在反新自由主义过程中，在不再能使用国

有化等传统旗帜的情况下，普遍未能提出清晰的可行的替代性的战略、口号和目

标。该文主要内容如下。 

 

第三届非洲社会论坛概况    崔存明编写 

2004年12月10日非洲社会论坛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在本次论坛上非洲的活

动家们指出，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和非洲上层阶级永远没有动力真正地发展非

洲，他们号召向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说不，并将社会论坛从辩论“场

所”转变成“行动”的发起地，并相信“另一个非洲是可能的”。2005年1月21日

http://www.zmag.org网站刊载的南非夸祖卢－纳塔尔大学的两位学者阿曼达·亚历

山大和曼迪萨·姆巴利的《非洲社会论坛》一文，对这次社会论坛的情况、主题

和缺陷作了介绍。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三届欧洲社会论坛——会议侧记和倡议书       张凤凤编写 

2004年10月15—17日，第三届欧洲社会论坛在伦敦举行，来自近70个国家的数万

左翼人士参加了论坛。论坛结束时发表了一份倡议书，提出了欧洲社会论坛运动

2005年的计划和纲领。以下是德共主席施特尔参加论坛的侧记和论坛倡议书的节

译，原文见2004年10月29日的德共报纸《我们的时代》。亦可参见欧洲社会论坛

网站http://www.fse.esf.org。 

 

中国研究 



中国改革的成就、经验与问题       郑天喆编写 

法国《外交世界》月刊2004年10月号刊登了法国学者、《共产主义的世纪》一书

的作者罗兰·列夫的文章《中国活力的秘密武器》，对中国改革的成就、经验与

问题作了解读。其主要内容如下。 

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张利军郭敏编写 

目前，日本国内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提出了种种见

解。日本共产党主办的杂志《经济》在2004年第11期刊载了日本福祉大学经济学

系教授、左翼学者大木一训题为《如何评价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的文章，作者

在文中归纳出这一方面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并作出了评述。该文主要内容如

下。 

 

经济·社会 

世界经济的“沃尔玛化”现象评析［美］瓦迪·哈拉比著郭莲译 

美刊《政治事务》杂志2004年第5期刊登美共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迪·哈拉比题为

《全世界沃尔玛员工团结起来》的文章，分析了当今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沃尔

玛化”现象产生的背景原因，以及这种趋势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所造成的危

害。作者特别指出，沃尔玛从中国输入大量廉价商品，付给中国工人极低的工

资，却将长期社会成本（养老、医疗、公共设施等费用）转嫁给中国，本质上是

对中国的掠夺，应加以调控。（中国政府已经在努力使沃尔玛建立工会，改善这

一状况。——编者注）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      张敏曾思玉编写 

美刊《政治事务》2004年6月号刊登了该刊记者对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著有

《华尔街》、《新经济之后》等畅销书）、《左翼商业观察家》杂志的创办人道

格·亨伍德的访谈，题目为《非主流经济学：专访道格·亨伍德》。亨伍德在采

访中谈到了全球化与老式帝国主义的异同、美国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民主

党在2004年大选中在经济议题上可能陷入被动局面等等内容。访谈主要内容如

下。 

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及其特点  金元浦 

从2002年开始，美国重要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艺术文化中心”开展了“艺术、

文化与国家对策”的研究课题。该项目着重研究美国政府在艺术及文化决策方面

面临的重大难题。《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是其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项阶段性的



研究成果。该项目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弥尔顿·C 卡明斯博士执笔，对美国

70余年来的文化外交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总结了美国政府文化外交的特征和

发展趋势。本文对此做一简要介绍。 

 

文化理论   

评雅克·德里达去世所引发的争论                 王晓群 

编者按：    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逝世后，世界各大媒体都发表文章进行

报道和评论，一些媒体的批评性文章激起了很大的争议，尤其是《纽约时报》发

表的乔纳森·坎德尔的诋毁性讣文。王晓群教授的文章对这些论争进行了述评，

认为这些争论不仅仅是针对德里达个人的，也是不同学术派别之间的争论的继

续。 

 

论雅克·德里达   ［美］朱迪思·巴特勒著何吉贤译 

“坎德尔事件”之后，美国著名学者朱迪思·巴特勒在2004年11月4日的《伦敦书

评》上发表文章，为德里达辩护，认为德里达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这一

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文章也结合德里达去世这一事件分析了德里达晚期著作中的

“哀悼”问题。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非物质劳动（下）*    ［意］毛里齐奥·拉扎拉托著   高燕译 

论点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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