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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古巴经济学家》杂志2009年5月19日号刊登了该刊对古巴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古巴全国人大经济
委员会主席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Osvaldo Martínez）的专访，在访谈中马丁内斯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
现、根源、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对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美国奥巴马政府政策和拉美一体化发表了评
论。访谈主要内容如下。
 

【关 键 词】古巴 马丁内斯 经济危机
 

 

问：经济危机导致全球许多国家失业人口激增、贫困指数上升、公司倒闭、银行破产，您认为我们目前

处在危机的什么阶段？ 

答：这场危机刚刚开始，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言危机究竟会持续多长时间、究竟会有多严重。目前，我

们面临的不仅仅是一场金融危机，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不仅仅涉及国际金融领域，还影响到实体经济。根

据前些年金融投机和金融资本快速发展的程度、这场危机在金融投机领域爆发的规模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高

水平，可以断言这场危机将会是自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2008年8月至今所发

生的一切都可归结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下金融投机泡沫的破灭。目前，危机正开始向实体经济蔓延，也就是向

生产产品和服务、涉及技术发展、生产使用价值的经济蔓延。究竟会对实体经济影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

有人认为危机会持续两到五年。根据历史经验，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从1929年10月一直延续到1933年，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当年的经济仍未恢复到1929年之前的经济水平。那场危机的最终“解决”，

竟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机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直到1945年资本主义才开始了新一轮基于战争重

建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所有的危机，无论与战争有无关联，都是破坏生产力的过程。回到现实中，我不敢预

测这场危机具体会持续多长时间，但我敢断言的是离危机触底依然还很遥远。 

问：哪些部门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最为严重？ 

答：金融泡沫的破裂引发了股票的暴跌、重要投行的破产（所谓的投资银行事实上并不是生产性投资，

而是投机性投资）。一些大银行的破产直接导致全球信贷枯竭和涨价。原材料和石油价格开始下降。对实体

经济的影响开始显现，如美国汽车行业的三大巨头通用、福特、克莱斯勒都在接受政府援助以避免破产。一

些航线航班被取消。失业增加，旅游业也正受到牵连。这将是一个瀑布般的爆发过程，2009年危机将进一步

深化和扩大。 

问：很多专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又一次周期性危机，正如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所预言的那样。但

也有人认为，目前的危机不仅仅是“又一次”那么简单，鉴于这次危机的严重性，应该将其视作资本主义高

级阶段的自我毁灭。您怎么认为？ 

答：我认为目前的危机毫无疑问是一场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又一次”是从1825年马克思记录

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又发生了无数次这类危机的意义上说的。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的非正常现象，



而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所在，甚至是必要因素。资本主义的特殊逻辑在于必须通过破坏生产力才能进入下一个

经济增长阶段。目前的危机显然表明资本主义体系已病入膏肓。我认为危机将进一步恶化，但我不认为据此

就能说明资本主义体系将终结和最后灭亡。正如马克思明确指出的，资本主义不会被经济危机推翻，资本主

义应该被推翻，但必须由政治行动来推翻。 

问：您也同意马克思及列宁、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即使出现了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萌芽，也应该通过

革命推翻它？ 

答：当然。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将被类似于经济危机这样的自发因素自动推翻的想法无异于乌托邦。经济

危机为反资本主义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创造了条件。如果运用政治手段并存在有能力发动群众的领导力量，危

机造成的贫困、失业、大规模破产和民众的绝望将会成为有利条件。历史上，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都伴随革命

运动。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深陷危机，于是产生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上世纪30年

代的危机却催生了法西斯主义，危机所引发的大众绝望被右翼分子利用，从而转向了极右翼、法西斯主义、

沙文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我想强调的是，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写入历史的，所有都取决于

参与斗争的政治力量的技能和艺术。在目前的形势下，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空间来思考变革，我认为我们正处

在一个有利时期，危机的爆发将带来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深化。 

问：这是一次周期性危机，但又有所不同，不同在哪儿呢？ 

答：主要是背景不同。这次危机之所以复杂主要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世界经济比1929年要复杂得多。首

先，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更高（也就是国家经济间的相关度），而1929年，科技进步（尤其是在交通和通信领

域）才刚刚开始。那时，没有网络、电子邮件，也没有喷气式飞机，连电话、电报都不算完善，飞机几乎还

没开始飞行。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就大不一样了。全球化的特点就是重要经济体的任何变化都会在短时间

内触及全球。各国市场紧密关联，尤其是全球金融市场，所有人都被世界经济这张大蜘蛛网所俘获，蜘蛛网

任何部分的变动都会立刻被其他地区感知。因此，今天经济危机的传播威力要比1929年大得多。这是第一个

不同。其次是世界经济金融化的水平大大提高了。和1929年相比，投机资本的总额和股份资本的性质都发生

了更加深刻的变化。那时虽然已出现了股票，但运行要简单得多。今天的金融投机活动已达到了十分精密尖

端的程度，但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脆弱性、风险性、虚幻性和欺骗性，从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问：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采取充分彻底的措施来阻止危机的进一步蔓延，但我们已逐渐看

到，“国家”（尤其是美国）是如何作为主角来干预公司和企业破产的，这不禁让人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罗

斯福政府通过推行凯恩斯主义走出危机的历史。今天，据说新凯恩斯主义将会是一种选择？ 

答：推行新凯恩斯主义正是他们目前所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公共工程建设计划，以重建路桥系

统。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以创造收入和就业、刺激需求。但与之相矛盾的是，政府还在花大价钱来

拯救那些失败的金融投机家、重整崩塌的投机结构。这表明，新自由主义者仍占据着重要的权位，并未被取

代。我们面临着新自由主义不甘逝去、而新凯恩斯主义试图建立的矛盾中。鉴于这次危机包含了许多新因

素，因此我非常怀疑新凯恩斯主义（即便是严格执行）能否解决危机。一方面，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并存，

另一方面环境危机中的人类不得不同其赖以活动的地球展开生存博弈。 

问：您的意思是说，由于危机已经发生了，凯恩斯主义将会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但无法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 

答：当然。不能认为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万能药方。在新自由主义和

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下，资本主义也曾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1973年至1975年，正是在凯恩斯主义时期爆

发了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而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我们不应该抱有这样错误的两分法——

新自由主义导致危机，凯恩斯主义解决危机。简单地说，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其周期性经济危机

的爆发。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都只能助推、延迟、刺激、但无法根除资本主义危机。 

问：因此，只有一种解决方法——社会主义。 

答：毫无疑问是。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社会主义，罗莎·卢森堡提出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

态”的困境今天被明确地提了出来。我认为即使保守是人类最强的本能，人类也不会回到野蛮状态了。理性

将主导人类，尤其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性。战胜资本主义将成为主流，而社会主义将作为人类的不懈追

求，在坚持其一般性、普遍性和共同性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创造更加广阔的社会主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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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会是21世纪社会主义吗？ 

答：我认为是的。 

问：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今年一月在哈瓦那大学演讲时指出，社会主义曾经的问题之一是保留

了和资本主义一样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我们将要走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但更加公平地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工业化和积累的路，您怎么认为？ 

答：科雷亚的表述很好。从量化生产力增长的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其实是在重复资本主义

的发展模式，也就是纯粹从数量上衡量自身发展并同资本主义展开竞争，却忽视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的消

费型社会结构是不可能顾及所有人利益的。地球不会反抗。重复家家都有私家车的模式、田园诗式的美国社

会模式、好莱坞社会的模式是根本不可能的，维持美国2 5亿人口中小部分人的生活方式而保留世界其他地

方的贫穷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人类有必要探索一个能与环境和谐相处、包含更多集体主义原则的发展模

式。尽管我听过科雷亚总统许多正确的观点，但有一点我不敢苟同。他在电视访谈中曾谈到21世纪社会主

义，这是我完全同意的，他说要抛弃一些过时的东西，其中就包括阶级斗争。我认为他在哈瓦那大学演讲时

提到的政治斗争是厄瓜多尔国内面临的问题，他所描述的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片段，他倡导的纲领被这些

政治斗争所淹没。谁在反对这个纲领？毫无疑问，寡头和资产阶级。依靠谁来反对这些敌人？工人、农民和

印第安人。我不会狭义地、一般性地界定阶级的概念，而是从广义上界定扩大的社会阶级存在，阶级斗争是

不可否认的，是显然存在的。如果我们否认阶级斗争，那我们还剩下什么？阶级合作？我不认为厄瓜多尔的

21世纪社会主义能在古斯塔沃·诺沃亚的配合下、或在天主教会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势力的配合下走向成功。 

问：国际社会都对美国奥巴马政府寄予了高度期望，奥巴马政府将在危机的解决中扮演什么角色？ 

答：我并不对奥巴马政府的变革寄予太多期望，我认为新政府的上台将会对美国政治带来更多戏剧性而

不是深刻的变化。奥巴马代表着美国政治集团利益，他们认为像布什政府那样不受欢迎、挥霍浪费、令人不

快的政府将难以为继。另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至少是怀疑，那就是——奥巴马的想法是一回事，经济危机

的严重程度会把他推向哪儿是另一回事。我还是回到上世纪30年代的例子。1932年，在危机最为严重的时

期，罗斯福政府上台，他的竞选团队的思想平淡无奇，没有任何主张能让人猜测到上任后的他会采取国家干

预经济、依赖工会力量、从国有经济的意义上管制美国私营经济等做法。罗斯福所采取的所有政策更多是迫

于经济危机的压力，而不是来自先验的政治哲学。奥巴马现在的情况很类似，所以我们应该拭目以待，看看

危机究竟会把他推向哪里。 

问：最近几周，人们都在谈论拉美一体化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的作用，尽管拉美一体化还处在形成期，但

结构层面的调整已在进行中，一体化将如何帮助我们应对地区和国家危机？ 

答：我认为关系到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未来的决定性战略因素就是一体化，不是依附于美国的一体化，而

是拉美及加勒比地区自己的一体化。拉美几十年来的一体化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贯彻到实践中。现在我

们正在参与以去年12月萨尔瓦多峰会为标志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次会议中古巴加入了里约组织。同

时，我们还有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一个建立在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市场基础上的新一体化模式。与此同

时，经济危机迫使拉美开始反思自己对世界经济的融入，而新自由主义危机深深地影响着近30年的拉美。这

时的拉美向真正的地区一体化迈进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一些学者认为，这场经济危机过后，世界经

济将出现新的地区集团，一个是亚洲，另一个是继续存在的北美，还有一个就是新登台的拉美。这会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可能性。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9期）（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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