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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发达国家共产党论当前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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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迅速蔓延，拓展至全球诸多国家和地

区。在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下，整个世界经济步入了“严冬”，欧美发达地区遭受的影响尤为严重。

身处危机漩涡中心的欧美各国共产党感受强烈，纷纷行动起来，利用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立场主张，

阐释危机产生的动因、根源和实质，深刻剖析这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后果与发展趋势并提出各自应

对危机的策略主张，呼吁左翼力量以此为契机团结一致，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与复兴。 

一、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发达国家共产党的反应 

法国共产党通过舆论讨伐、举行集会、抗议示威等举措，彰显自己在这场危机中的政治立场。

2008 年9 月18 日，法共就萨科齐对当前经济局势的解释表示抗议。同时，共产党派议员要求议会对当

前全球经济形势以及法国应采取的措施展开讨论。10 月1 日，法国左派四大政党首脑集体磋商，敦促

法国参议院和法国国民议会就经济形势展开讨论。10 月13 日，法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就当前严峻的

经济形势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和深化资本主义体制改革的建议。11 月19 日，党的总书记玛丽—乔治

·比费呼吁党内人士认真分析讨论当前形势，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制定法共应对危机的方案。12 月11 

—14 日，法共在危机形势下召开了党的第三十四届代表大会，会议深入讨论了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

阐述了法共应对危机的策略主张，号召全党在这场金融甚至是社会、环境、民主的危机面前，“应该

意识到自己的重要责任，并汇集所有力量，全力应对危机，重建一个新世界”。此外，为应对危机，

法共还发起组织了多场集会和游行示威。例如，2008 年9月27日，法共分别在巴黎和马赛组织了15000 

名共产党员参加的示威活动，游行者提出了要求政府停止向投机者提供金融支持，要求政府将资金转

向支持实体经济，要求政府设法恢复国民的购买力等口号；11 月19 日和20 日发起了80000 人参加的

“保卫公立学校”游行活动；11 月22 日发起了“反对政府操纵和支持邮局私有化”的游行活动；11 

月25日发起了“争取住房权”的全国性游行示威。 

希腊共产党利用发表声明、号召罢工等方式，阐明自己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欧美发达国家共产党论

当前金融危机看法。2008 年10 月2 日，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经济危机发表声明，指出“危机现象

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经济命运”，“任何管理性政策都不可能解决其固有的腐朽性”。10 月21 

日，希共在雅典等希腊主要城市参与发起罢工游行，抗议希腊政府私有化计划及其针对养老金体系进

行的改革，示威者高举“不要给资本家钱”等标语口号，谴责政府的金融救市计划。11 月6 日，希共

公布了中央委员会为党的十八大(2009 年2 月18—22 日召开)起草的纲领，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进行了

归纳分析。11 月21—23 日，希共参加了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第十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并

提交论文，强调美国和欧盟当前的经济发展“再次表明资本主义不可能避免周期性的危机爆发”，也

再次证明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1990—1991 年的反革命事件没有改变我们时代的

性质，现在仍是社会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熟，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 

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也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或在党的网站发表宣言和文章等形式，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和主张。如2008 年10 月7 日，荷兰新共产党、比利时工人党和卢森堡共产党联合召开记者招待



 

会，解析当前经济形势。英国共产党在9月28 日、10 月9 日接连发表了题为《为什么国有化不是社会

主义?》、《不计后果的银行贷款》等文章，敦促政府采取“为了人民而非大公司”的政策。10月30

日，德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将银行国有化和社会化》的宣言，阐明德共关于经济危机的

立场、主张。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葡萄牙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和声明，分析这场资本主义危机的根

源、影响及现象，并提出应对策略。11月29日—12 月1 日召开的葡共十八大特别作了题为《资本主义

危机——社会主义是必要和可能的替代选择》的大会报告，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斗争任务进行了全面

总结分析。处于危机中心的美国共产党于10 月1 日发表了由党主席塞缪尔·韦伯撰写的题为《金融系

统与当前危机》的长文，系统阐释了危机的经济动因及其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呼吁建立一种支持工人

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新的经济治理模式。 

二、欧美各国共产党对金融危机的成因、根源与实质的分析 

对于这场“前所未有”、“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资本主义政府大多将其归咎为“金融

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失控”、“不良竞争”或“借贷过度”，并希望通过“规范”资本主义以达到解决

危机、恢复繁荣的目的。与之不同，欧美国家共产党既看到了监管缺位、金融政策不当、金融发展失

衡等酿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又反对将当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简单归结为金融生态出现了问题。认

为危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发展的必然

结果。 

法共宣称，世界经济危机源于金融机构过度的贪欲，是政府错误的救市措施和金融机构转嫁危机

举动相结合的结果。它使得每个人的现实和未来都被牵连进来。在利益驱动下，资本主义削减工资、

购买力、公共服务和社会消费，造成需求和投资下降，经济增长疲软。在利益驱动下，资金过度集中

到投资者手里，形成金融泡沫，导致实体经济瘫痪。正是金融泡沫和实体经济瘫痪，瓦解了整个银行

和金融系统，引发了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经济步入萧条。在法共看来，这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

度的危机，它不是从天而降的，不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控，而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和唯利是图的本

质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主编、法共党员皮埃尔·洛朗(Pierre Laurent)在法共

三十四大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部分资本家在股市上玩火、投机活动失控等都只

是表象，透过其面纱所映射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漏洞更应引起人们的关注。冲击全球的危机并非仅仅

局限于金融或经济领域，它同时也揭示了政治上的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危机。从深层看，金

融危机本质上是一场制度危机。在历史上，金融危机曾多次上演。危机的重复性出现成了资本主义社

会的特有现象，而每一次危机的爆发，都给资本主义制度敲响了警钟，证明了不合理、不道德、有悖

历史发展潮流的资本主义的危害性。危机并非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曲折，而是其必由之路。正是资本主

义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 

美国共产党将这场金融危机形容为一场“完美的经济风暴”。因为它涉及所有资本市场，影响到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韦伯认为，虽然当前的经济混乱由借贷引发，但在根本上是20 世纪70 年代中

期以来“金融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的美国资本主义面临高通胀、高失业、低增长等诸多棘手问

题，政府采取了强力提升美元利率等政策。高息的强势美元政策，重新调整了内外资流向，大量资金

流入金融渠道，金融化得以迅速推进。金融化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它刺激了国内和全球经济的发

展，推动了经济增长，延长了资本主义的上升周期，但也造成了美国和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使我们面

临堆积如山的债务，酝酿着一场艰难的经济着陆，并最终导致出现了我们正在经历的深刻经济危机。

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和治理模式的产物，它旨在恢复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及其在国内和

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它也是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弱点和矛盾发展的结果，使美国和世界经

济陷入新的断层。 

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也围绕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根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德国共产党指出，

这场金融危机具有全球性影响，它使得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并且越来越影响到实体经济部门。危机产

生的原因不是银行家的失误，也不是国家对银行监管失利。前者只是利用了这一体系本身的漏洞，造

成投机行为的泛滥。投机一直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成要素，但在新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它已经

 



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渗入经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金融投机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主要工具。全球

资本都在追求最高利润率，投机行为具有了新的内涵，不仅股票和企业、而且国家货币也成为投机的

目标。国际金融市场操纵着国家经济政策，这些金融市场现在陷入深刻危机之中。美英等国纷纷把银

行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这表明所谓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崩溃。 

金融危机发生后，英国共产党多次阐明自己的主张，反对把当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主要归结为

“次贷”危机的结果，强调工党政府和伦敦金融垄断机构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指出为了服务于大

企业及其市场体系的利益，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英国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都被置于金融资本的控制之

下。由于工资、福利和养老金的实际价值下降，人们被迫诉诸建立在虚高房价基础上的贷款，以维持

和改善其生活水平。银行等金融机构利用贷款和其它交易手段建立起与实体经济产生的实际价值毫无

联系的虚拟资本。它们利用这种方式不受限制地聚敛暴利。随着货币市场和金融机构逐渐丧失信誉，

经济周期重新出现。如果贷款持续不断地注入金融市场，将会引发通货膨胀，导致社会工资下降，而

国家将不得不承受巨额不良债务，并将其转换成人们的纳税义务。 

与之类似，葡萄牙共产党也认为，不应该把这场危机仅仅解释为“次贷”泡沫的破灭。当前的危

机也是世界经济的愈益金融化、大资本投机行为的结果。这场危机表明“非干预主义国家”、“市场

之看不见的手”、“可调节的市场”等新自由主义教条是错误的。那些将一切都诉诸市场以及支持

“小政府”的人，今天也是积极主张国家干预的人。资本主义再次展示了它的本性及其固有的深刻矛

盾。资本主义体系非但没有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反而使不平等、非正义和贫困进一步恶化。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