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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问题两议 

  李慎明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2期 

 

一 关于时代与时代主题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已经进

国主义阶段,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由此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时代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历史发展过

中,可能出现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决定时代性质及其基本特征的那些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这些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相互之

的关系、起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会发生变化,因而时代的内涵会发展,时代的主题会改变。列宁有段著名论述:“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

代……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

的主要特点等等。”这就是说,时代是世界范围内按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处在时代中心的阶级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

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亦即时代的性质。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是一定“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也是一定时代的不同时期所需要解

的主要矛盾,是世界社会力量斗争的焦点。从时间上看,时代是比较漫长的历史阶段,常以数百年时间为单位;而时代主题,则可能因世界格局

的重大变化而进行 转换,常以数十年时间为单位。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加速推进,使得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发生了新的

重大变化。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及时提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就从对国际环境的认识角度为把我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对和平

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我们要有清醒认识,决不能轻易发生动摇。应该说,这次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是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进一步推进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好时机,是进一步昂扬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大好时机。但是,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

又增添了诸多极其不利的条件。早在1960年6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拉丁美洲12国兄弟党代表团的讲话中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对时

代的分析,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不同的解释,发生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个论断合不合用的问题。我们

点概括说,列宁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特征没有改变。”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又明确指出,列宁所讲的大时代,

去动它。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又特别谈到:“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我们党的第一、第二代

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陈云同志也早在1989年就明确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

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江泽民同志在

2000年也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邓小平、陈云、江泽民的有关论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本

并没有改变,如果轻易认为时代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误认为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就是不顾客观事

犯了急于跨越社会大的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左派”幼稚病或别的什么错误。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处于资本主义的最高阶

我们就不可能认清导致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根源,也就无法找到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正确措施。 

二 目前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何时见底 

  关于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何时见底,国内外高度关注,有各种预测。目前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并可以用四个英文字母来表达:一是最乐观

性看法,认为2009年下半年见底,可用英文字母V来表示。二是次乐观性看法,认为两三年后见底,可用英文字母U来表示。三是悲乐性看法。

为全球各主要大国都在大幅降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共同应对危机,全球经济可能会较快走出低谷;但因问题太大,有可能不但旧的矛盾

解决,反而积累了新的问题,全球经济在新的一轮扩张之后还会下滑,届时各国再共同采取新的应对举措,经济还是会出现新的增长,可用英文

字母W表示。四是悲观性看法,认为这次是全球百年不遇的大危机,其真正的严重性才刚刚显现,真正走出低谷要10多年时间,可用英文字母

示。笔者提出第五种观点,即乐悲性看法。由于各国政府都采取重大举措共同应对目前这场金融乃至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有可能在最近的

年内看似走出低谷,但由于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急剧拉大、绝大部分弱势群体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根本性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还

剧之势,全球经济在近三两年内稍有反弹之后即可能步入更大的低谷。因此,仅用一个英文字母无法表达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应该用两个



文字母来做表达,即VL。当然,L的下划线上可能是充满锯齿状的小幅度的“衰退”与“复苏”动荡波纹。以上对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悲

和“乐”,仅仅是从全球GDP总量的角度和全球生产力的角度看,还没有从全球生产关系的角度看。 

  此次危机的性质从本质上看,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给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带来不同程度

的危机,世界各国几乎无一幸免。这次危机究竟何时走出低谷,主要是看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国的应对。各国应对之中,既有合作,又有竞争

有较量。世界处在互动和博弈之中,所以尚难以对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走势做出具体预测。 

  有人会问,目前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是不是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对此不能匆忙做出认定的理由:一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军事等方面都还占有相当优势,它们在其生产关系的范畴之内还有相当的调节余地。二是广大发

中国家在各方面都还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由于这些年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理论上的准备还远

远不足,人们认识和发展真理还会有一个过程。但是,由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

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都是最终要到来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坚信不移。正因为这样,我们是最终的革命乐观主义者。同时,我们也是革命的主

能动主义者。我们深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不会自动到来,我们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及时抓住各种大好

机遇,正确应对各种严峻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排除各种悲观失望等“右”的错误思潮,不断推动历史顺利向前。同时,我们也必

到,在通往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封建主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数千年,资本主义才有三百多年,我们没有理由

让资本主义很快寿终正寝。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完全崭新的事业,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其艰难,才能始终沉着冷静、坚忍不拔,及时排除

各种急躁冒进等“左”的错误,顽强不懈地为社会主义宏伟事业而奋斗。 

  关于这次经济危机是不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总危机,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经过调整和“改革创新

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3期刊发笔者《美国经济极有可能已步入40年到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收缩期中

的衰退》一文,其中说:“经济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革命,可能使美国摆脱正常的商业周期危机的影响,但却无法使其摆脱长波周期危机的

律。”“‘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所表明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论’正在美国经济中起作用。美国经济从1967年起,已经进入长波收缩期中

的衰退。从1993年3月至2001年3月美国经济长达10年的繁荣,仅仅是美国经济进入长波收缩期衰退中出现的特例。经济周期的运动规律,

受经济基础决定,同时也受在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冷战结束后,美国经济之所以能有长达10年的繁荣,根本前提并不是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