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
新情况、新特征和新趋势



• 第一节 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

• 第二节 现代资本主义与经济全球化

• 第三节 现代科技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的

发展



• 第一节 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

• 一、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变化

•
•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由亚当·斯密所倡导

的经济自由主义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经
济完全依靠市场调节。

• 当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特别是在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才逐
步占据上风



•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经济大危机，动摇了经济

自由主义的中心地位，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在
理论上得到了系统的阐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
式也转向市场调节和政府的宏观调控相结合。

•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基本上都是

以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作为指导。



•

• 到了20世 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
陷入严重的“滞胀”状态，宣告了西方国家战后大

力推行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已经失灵。为了
摆脱“滞胀”重振经济，主要西方国家纷纷放弃凯

恩斯主义，寻求新的经济管理理论和政策主张。

•



•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对经济宏观

调节指导思想的转变，各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管理

进行了一些调整，主要表现在：

• 第一，从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供给管理与需求管

理并重

• 第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规模适度缩小，干预

方式更加灵活

• 第三，加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支持和干预



•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

•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其

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是市场机制。但政府对市

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不可

缺少的机制。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与市场机制互

相结合，互相补充，共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

展。



• 导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体

制改革的直接动因主要有：

• 第一，适应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

• 第二，摆脱经济衰退的困境

• 第三，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 三、企业管理体制的新变化

•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随

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不仅

引起经济体制的改革，也直接引起企业管理体制的新变

化。

• 新管理体制力图突破传统管理思想和管 理方法的局限

性，实现企业制度创新，将企业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方

法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它的主要特点在于：



• 第一，企业的生产经营从主要追求规模效应转

向主要依靠更灵活的管理方式。

• 第二，以人为本，注重提高员工的素质，重视

发挥企业员工的创造性。

• 第三，企业管理从企业内部扩大到企业群体。

• 第四，企业管理出现“无国界化”。



• 四、垄断组织的新发展

• (一) 垄断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资本越来越雄

厚，生产与资本的集中达到更高的程度

• (二) 大垄断公司加快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 (三) 大垄断公司加速技术垄断的进程



• 第二节 现代资本主义与经济全球化

• 一、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

• 什么是全球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
者首先开始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90年代中期对

全球化的研究达到高潮，也有许多研究成果问
世。但迄今为止，人们对全球化概念的理解仍是

众说纷纭。



• 其中较为权威的定义，来自由葡萄牙、比利
时、意大利、美国、日本、加拿 大、法国、瑞士

等国的专家所组成的里斯本小组的研究成果。该
小组从80年代后期开始，集中研究全球化问题。
并于1995年出版了《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

与人类的未来》一书。



• 全球化是一个波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普遍现

象，它涉及的领域众多，产生的影响广泛，但其
主导方面是经济全球化。

• 经济全球化，指的是资本、商品、服务、劳

动、信息以及人才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扩散
的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经济全球化是
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
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
国、各地区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源配置和市场的全球
化。



• ★经济市场化与自由化是全球化的基础

• ★科技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



• 二、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

市场的全球化

资本的全球化

生产的全球化



• 三、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

• （一）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

• 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
配置

•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 经济全球化促使各国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
生产效率

•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机遇

• 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 (二) 经济全球化的消极作用

•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化

•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及核心是资本和财政金融市

场的全球化

• 经济全球化过程充满了矛盾、摩擦和斗争



• 第三节 现代科技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的

影响

• 一、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

•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在现代生

产力的发展中，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资
本主义经济发展史表明，每次科技革命的出现，
都把资本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人类社会出现了又一次新的科技革命，
它导致社会生产力发生新飞跃，也使资本主义经
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二、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新变革

• 在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推动下，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正在实现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
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经济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出现新变革，也就是出现了
新的产业革命。

•



• 产业结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其变化的总趋势是日益高级化。所谓产业结构高
级化，是指应用新技术所形成的新兴产业在产业
结构整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起着主导
作用。

• 与产业结构的两次重大变革相联系，就业结构

也出现了两次意义重大的变革。



• 三、向信息经济的转变

•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

科技的快速发展，有力推动了由工业经济向信息
经济的转变进程。



• 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引起产业

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大变革，也使西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 第一，信息技术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

• 第二，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高度集约化

• 第三，劳动生产率获得进一步提高

• 第四，企业组织和管理体制发生变化

• 第五，信息技术引起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



• 四、新经济的出现及其影响

• 所谓“新经济”，实质就是知识经济，它以高技

术产业为支柱，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

• 江泽民同志对新经济的内涵所作出的界定，是
科学的、准确的界定。他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八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所谓新经济，
是“主要以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为基础和支撑的经
济”。



•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

与传统经济相比，具有以下经济特征：

• 第一，经济增长期延长

• 第二，低失业、低通胀

• 第三，高科技与技术创新加速推动了经济发展

• 第五，竞争日趋全球化

• 第四，信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 五、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
• (一) 高科技的迅速发展，推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 (二) 继续完成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

• (三) 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将继续进行

• (四) 企业制度和经营管理体制在不断创新

• (五) 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

• (六)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 (七) 资本主义的发展，仍不能摆脱经济失衡、波动和危

机



• 思考题　

• 1．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

控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有哪些新的变化?　
• 2．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 3．何谓经济全球化?它的动因和特征是什么?　
• 4．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 5．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就业

结构产生了什么影响?　
• 6．信息经济的发展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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