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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背景下需要关注的几种国际思潮

钱文荣    2009-9-21 11:13:16    来源： 《红旗文稿》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在国际上尤其在西方政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新思

潮。了解和研究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发展趋势和制定对外战略、政策。 

  一、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2009年初，英国《金融时报》刊登《资本主义的未来》系列稿，共十余万字，就现代资本主义的

本质和未来资本主义的修正模式展开了深入讨论，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 

  第一，金融危机是否预示经济自由化终结？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加里·贝克尔和凯文·墨菲两人联合撰写的《勿让金融危机葬送资本

主义》一文坚持认为，“一个以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世界仍是人类的唯一选择。”但文章流露出对资

本主义前途的担忧。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印度人）则认为，现代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没有认为纯市场机制可以独立实现出色的运作”。他认为，只有多种体制发展经

济才能促进社会公平，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市场失败是必然的。 

  第二，资本主义模式之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

争。以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为代表的欧盟国家批判美国式的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在

2009年2月达沃斯经济论坛会议上，他们宣扬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如今，虽然仍有一部分美国和

英国学者和政治家在为自由资本主义辩护，但他们已不是当前这股思潮的主流。二是欧美模式与亚洲

模式之争。亚洲资本主义模式是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为英国《金融时

报》撰写的文章中首先提出的。他认为，亚洲的历史和文化是当地人重视社会稳定、强调政府监管并

懂得未雨绸缪。他说：“这场经济危机恰恰论证了亚洲资本主义的可行性”，这场风暴过后，“在全球占

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模式将是混合模式的亚洲资本主义，而不是西方模式”。此前，英国《金融时

报》发表了该报记者拉尔夫·阿特金斯的一篇文章，作者虽然认为亚洲资本主义模式的某些做法“值得

肯定”，但存在很多缺陷，因此他的结论是，从长远看，不管西方资本主义现在看起来多么不可靠，

世界资本主义极可能朝着与亚洲资本主义模式相反的方向发展。马凯硕的文章很可能是为回答阿特金

斯的观点而撰写的。 

  第三，未来资本主义是怎样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虽很热烈，《金融时报》的系列文章没有给

出明确的答案。纵览各方观点，基本上有三点共识：（1）当前这场危机虽然使资本主义体系受到破

坏，但该体系不会消失，然而必须改革，甚至将来可能会改变它存在的形式。（2）必须加强对经济

运营尤其是金融体制的监管。（3）必须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法国、西班



 

牙、澳大利亚等国的政治领导人和精英分子提出了创立“新资本主义”的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辩论 

  如今这场金融危机再次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两种经济学思想之间的辩

论。辩论集中体现在美国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保罗·克鲁格曼之间的辩论。前

者是新自由主义的先锋，后者是凯恩斯主义的维护者。克鲁格曼1999年发表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

归》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因凯恩斯主义不能应对上世纪70年代

出现的滞胀问题而崛起，对当年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当年新自由主义兴起时，认为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滞胀”本身是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破坏市场

自发作用的结果。有趣的是，作为凯恩斯主义捍卫者的克鲁格曼说，如今这场金融危机，就是盲目相

信市场，富人的贪婪失去约束，从而进行无约束的“金融创新”引起的。目前主流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的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正走向终结。 

 

    三、对全球化的反思 

  以往15年，西方各国领导人和企业家们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年会上总是兴高采烈地大谈全球

化带来的经济繁荣。但是，2009年2月的达沃斯经济论坛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情景，弥漫着一股对全

球化恐惧和愤怒的气氛和“去全球化”的现象，也激起了关于全球化的新一轮辩论。但它不同于前几年

出现的那股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的组织者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工会组织者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

一些左翼政党与非政府组织。而这次关于全球化的辩论主要是在一些国家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智库

中进行，集中在对全球化负面作用的反思。 

  这次辩论的核心是如何评估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化是否已经终结。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一词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时髦起来，当时在国际上出现的一股思潮是全球化标志着“历史的终结”（美国

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名言）和贫困的结束，认为从此西方“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但是，今天人们却

见证了另外一种终结，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和全球化理论的终结。另一种

观点则认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全球化使自然资源、资金和劳动力的配置和利用更加合理，

从而促进了全球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许多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导致全球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此，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消除或减少这种不合理、不平衡的状况，而不是否定全球化

本身。 

  但在辩论中取得了两点基本共识：一是在当前严重的金融危机下，全球化的进程趋缓，主要表现

在外国直接投资减少、有一批跨国公司回迁或收缩以及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二是必须改革现行的全球

化游戏规则，消除不公正和不平衡。 

  四、欧洲中心主义开始动摇 

  随着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渐渐崛起，亚洲成为经济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地

缘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也就开始向太平洋地区转移，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潮开始动摇和消

退。去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把这个变化称作“太平洋世纪”的到来。 

  较早提出地缘政治中心转移的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2004年11月，他在美国《国际先驱论

 



坛报》上撰文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的崛起具有更加重大的历史意

义，实际上这标志着世界事务的中心由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的转移。”2007年7月，美国《国家利益》

杂志发表一篇题为《没有西方的世界》的文章，认为这个世界依靠发展中国家内部相互关系的迅速加

深，将不受西方控制自主发展，形成一个平行的新国际体系，绕过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2008年6

月，北约前秘书长乔治·罗伯逊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题为《如何在一个西方国家失去控制的世界

生存》一文中说：“200年来，我们将首次进入一个不是完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 

  如今这股思潮不仅出现于思想界和学术界，而且已开始影响到某些欧美国家的决策。2007年10月

德国执政党团出台的新亚洲战略文件说：尽管跨大西洋关系和欧洲一体化是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两

根传统支柱，但是面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磁场将持久地从欧美地区转移到亚洲和亚太地区，“德国迫切

需要一个多层次的亚洲战略”。尤其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年初上任后首次出访，一反历

来先访欧洲的传统，而改到亚洲，引起了全球关注。她在回答为何做此决定时说，这是因为“美国的

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同亚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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