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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

·

资本主义发生 了巨

大而深刻的变化
。

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资本

主义的自我扬弃实现的
。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一

、

新变化是一个多方面
、

多层次的复杂过程
, , ,

既包括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

也包括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和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
。

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社会生

产力迅猛发展
,

生产力迅猛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得

益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 目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的经济增长中
,

科学技术的贡献率已从 世纪初

的 左右提高到 以上
。

由于社会生产力迅猛

发展导致生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
,

促使资本主义

国家对生产关系不断进行调整
,

实现了国家与垄断

资本的进一步结合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为当代资

本主义最重要 的特征
。

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干

预和调节
,

使所有制形式
、

经济运行机制
、

劳资关

系
、

分配方式等各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

首先
,

在所有
·

制关系上
,

目前发达资本主义 国

家普遍实行
“

混合经济
” ,

形成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

主体
,

以国家所有制为辅助
,

以合作社所有制和其

他所有制为补充的所有制结构
。

企业普遍采取现代

股份制形式
,

股权高
·

度分散
,

持股人数大大
一

增加
,

各类机构和公司法人逐步取代个人和家族成为主要

持股者
,

跨国公司
、 ,

国家垄断资本乃至 国际垄断资

本等新的资本 占有形式和组织形式迅速发展
,

资本

社会化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和提高
。

其次
,

在经济运行机制上
。

资本主义 国家不再

单纯扮演
“

守夜人
’,

的角色
,

而是担负起广泛 的经

济和社会管理职能
,

利用各种财政和金融手段
,

对

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
,

使国民经济得

到了较快且较为平稳的发展
。

第三
,

在劳资关系上
。

推行劳资集体谈判制度
,

建立社会伙伴关系
,

并在企业内部广泛实行共同决

定制
。

政府通过积极的政策和法律手段调节劳资关

系
, ’

在企业主和工会之间起协调作用
,

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

、

第四
,

在分配领域
。

通过有利于限制贫富差距

的税收政策
、

社会保障制度和反贫困计划等对国民

收人实行二次分配
,

缩小了分配差距
,

逐步建立起

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
,

抑制了贫富两极

分化的发展
,

缓和了社会矛盾
。

第五
,

在社会关系方面
。

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

分离
,

形成了新的管理阶级 企业股权 日益分散化
,

持股人数大大增加 中间阶级队伍迅速扩大
,

导致

了阶级
、

阶层和利益集团多元化的趋势
。

从生产关系角度看
,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明

显具有 自我扬弃的性质
。

对于资本主义的这种 自我

扬弃
,

乌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就做过研究

和阐述
。

如果说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
,

资本主义的 自我
‘

扬弃还只是初露端倪
,

,

那么在一百多年后 的今天 ,

随着资本主义 的进一步发展
,

其 自我扬弃的范围
、

·

规模和形式都大大扩大和深化了
。

、

首先
, ‘ 二

股份制和股份公司迅猛发展
。 以美国为

例
,

世纪初
,

美国只有大约 万人拥有某种形

式的股票
,

证券市场的平均 日成交量才 万美元
。

到 世纪末
,

美国 以上的家庭持有股票
,

股民

人数达 多万
。

据世界银行统计
,

年美国

共有 家上市公司
,

其股市资本总额达到

万亿美元
, ‘

股票交易量达 万亿美元
。

可 以说
,

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

凡是资产规模达到
“

上

市
”

标准的企业
,

几乎都成了股份制企业
。

年

发达国家股票市场 的资本二总额 占国
厂

内生产总值 的
。

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

一方面
,

股份公

司的规模通过联合
、

并购等方式 急剧 扩大
,

形 成
“

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
”

的大型垄断组

织乃至跨国垄断集团
。

而另一方面
,

企业股权却 日

益分散化
。

如美 国 电报 电话公 司
,

它 的股东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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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时已达到 万人

。

随着资本所有权的高度

分散及其同管理权完全分离 厂 传统的
“

业主资本主

义
”

正在被所谓
“

管理者资本主义
” 一

所取代
。

、

其次
,

国有企业得到了较大发展
。

二战后
,

西

欧国家在 世纪 年代 中期 曾大力推行 国有化
,

经过两次国有化浪潮
,

国有企业达到了相当规模
。

西欧国家非金融国有企业所 占的投资和产出的比重

分别是 英国 和
,

法 国 和
,

联邦德国 和
,

奥地利 和
,

意大

利 和
。

其中法国的国有化浪潮持续时间最

长
,

规模最大
。

到 年底
,

法国国有企业投资总

额已占全国投资总额的
,

净资产占全国净资产

总额的 虽然在进人 年代以后
,

一些国家兴

起了私有化浪潮
,

但国有企业在其国民经济中仍 占

一定比重
。

例如
,

推行私有化最坚决的美国
,

年国有企业 的投资仍 占国内投资总额的
,

其收

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

拥有职工 万人
,

占就

业人 口 的
。

由于 国有企
一

业具有与私人企业相

对立的
“

公共性
”

和
“

社会性
” ,

所以它的发展包含

着对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的进一步扬弃
。

第三
,

合作制经济有了新的发展
。

二战后
,

合

作制经济遍布工业
、

农业
、

建筑业
、

运输业
、

商业

和服务业等许多领域
,

既有供销和服务合作社
,

也

有生产合作社
。

到 年
,

国际合作社联盟 已有社

员 亿人
,

各种合作企业为 亿人提供了就业机

会
。

目前在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
,

合作社在国内生产

总值中所占比重一般为 一
,

其中意大利超过

了
。

合作社还在逐步发展
。

年英国只有约

家长期稳 固的生 产合作社
,

工人不足 人
,

年发展到 多家生产合作社
,

拥有约 万名

工人
。

合作社所有制是对私人资本和私人生产积极

扬弃的成果
。

它虽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中

占的比例不大
,

,

但代表着新生产关系的萌芽
,

客观

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起到了一种
一

“

侵蚀
”

作用
。

第四
,

出现了企业职工持股
、

法人持股 机构

投资者 等扬弃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新现象
。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

许多发达 国家积极推行职工

持股计划
,

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职工购买和

持有本企业股票
。

例如
,

美国实行职工持股计划的

企业从 年的 多家
,

发展到 年的

多家
,

、

参加此项计划的职工达 多万人
,

约 占全

美职工总数的
。

瑞典的
“

雇员投资基金
” ,

更

是通过立法迫使雇主将其 的超额利润作为
“

利

润分享税
”

划人雇员投资基金
,

从而使雇员能以股

权持有者的身份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和重大问题决

策
。

这无疑是对私人资本所有权的直接侵犯
,

因此

被称作
“

基金社会主义
” 。

此外
,

二战后
,

随着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

发展
,

各种社保基金的规模不断扩大
,

其管理机构

日益成为资本市场上最重要 的投资者
。

与此同时
,

以
“

共同基金
”

为代表的投资性金融机构也发展得

极为迅速
。

这些机构投资者掌握的资金主要是来 自

广大参保者或个人投资者
,

其经营投资所获得的收

人也是由广大参保者或个人投资者共享
,

因此实际

上具有合作资金 的性质
,

‘

带有某种程度的
“

公有
”

因素
。

机构投资者的兴起和发展
,

使西方国家进一

步实现了投资社会化
,

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个经济的

社会化程度
。

从对资本主义新变化 的分析中我们可 以看 出
,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是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制

约和推动的
。

正如马克思 当年在分析刚刚出现的股

份制时所说
, “

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
,

还是局

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 因此
,

『

这种转化并没有克

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

之间的对立
,

而 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 了这种对

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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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这一发展进程同时也表明
,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只有朝着社会化方向变革
,

才能继续容纳和 占有 日

益社会化的生产力
。

尽管这种变革是通过
“

在资本

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

弃
”

的方式实现的
,

但它毕竟提供了一系列
“

由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 的过渡形

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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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从历史发展趋势看
,

当代资本主义是在逐步

接近社会主义而不是远离社会主义
。

马克思主义关

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代

替资本主义的论断没有失效
。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

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运动的必然结果
,

也是资本主义 自我扬弃的历史趋

势
。

这一趋势是通过在资本主义发展
、

演变过程中

逐渐生成的新社会因素表现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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