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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浅析经济全球化
■李银腾 厦门大学经济系

摘 要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社会一种客观的经济现象，并呈现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马克思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散

见在他的《资本论》和其他经济著作中，本文试着梳理马克思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诠释。并接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导

线分析几个在经济全球化讨论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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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诠释

经济全球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引

起了众多学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等的广泛重视和研究。作为一个

伟大而深邃的思想家，马克思深入地考察了 17——19 世纪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化

乃至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并科学地揭示了其内在属性和内在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全球化的问题有非常深

刻、非常精辟、非常准确的论述，这些论述与今天所出现的全球化现

象非常吻合，只是用词不同而已，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的是“世界性”

这个词。“世界历史观——全球化唯物史观——世界市场联系论——

落后国家特殊过渡说”共同组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

（一）世界历史观和全球化唯物史观：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基石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著作中首次提到“世界历史”

这一重要概念，他明确提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

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所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

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马克思

把人类的交往活动划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民族的、地方性的历史，

另一个是世界性的普遍交往的历史。“如果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

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千千万万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

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的事实；同

样，砂糖咖啡在 19 世纪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是由于拿破仑的大

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缺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对拿破仑，

从而就成为光荣的 1813 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认为这

就是历史由民族向世界的转化。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他把世界历史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方

面。经济层面包括以机器为标志的发达的生产力，以及世界市场、

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经济层面的四个要素说明整个世界形成了

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全球性商品经济形态。政治层面主要包

括政治交往全球性、国际政治秩序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

世界性三方面内容。这些就是经济全球化的理论雏形。

（二）世界市场联系论：初步建立起经济全球化的分析框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比较系统的阐述了以世界

市场为特征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他们说道：“大工业建立了

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马克思还认为，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发展使东西方的联系不断加强，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东方逐渐

的从属于西方。他说道：“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

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

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阐述还散见在

他的伟大巨著《资本论》中。“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

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以

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这表明，经济全球化趋

势从根本上讲是生产社会化和分工专业化的产物。马克思还谈到资

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

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讲，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

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马克思还谈到了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国际

资本的转化，谈到“世界市场一方面表现为‘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

素’的‘总体’另一方面‘又构成总体的前提和承担者’。”

（三）落后国家特殊过渡说：经济全球化理论框架的补充

在 19 世纪 70——80 年代，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思想同东方落

后国家的特殊过渡结合起来，探讨了这些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

“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给维·伊·查苏利奇

的复信草稿》中，他谈到“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

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指明了进行社会革命的落后国家应当通过与世界市场联系吸收资

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从而补充了他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对东方

落后国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探讨经济全球化中几个热点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它能够不断吸收时代的

新内容，坚持具体和历史的统一的哲学观，对于当今研究经济全球

化现象的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里就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

论为导线分析几个在经济全球化讨论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

马克思在他的经济著作鲜明的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

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并阐明这一基本矛

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自我解决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资

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上进一步发展为资本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

和有限的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的全球化扩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使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跨出国界，把生产变为全球性的社

会化生产。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社会化生产的组织者，成为国际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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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技术和资本流动的主要参与者。就跨国公司本身来说，它凭

借着发达的信息技术和管理技术，在其内部实现了高度的组织性和

计划性。但跨国公司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处于无政府状态的

世界市场为基本活动场所，以追求全球范围内最高利润为最终目的。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跨国公司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内

部组织性，极力扩大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其结果必然在全球范围

导致生产发展的盲目性，一旦产品在市场上过剩，就会波及一系列

国家和地区从而引发严重的世界经济动荡。如 1997 年爆发的亚洲

金融危机波及到了诸多亚洲国家及欧洲、北美的一些国家，并且危

机呈波澜状，此起彼伏，亚洲还没完全从金融危机的低谷中走出来，

俄罗斯就陷入了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没消除，巴西、乌拉

圭、阿根廷又相继陷入金融危机之中。

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还突出表现

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的全球化扩展。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使得劳

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总是赶不上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这一

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危机。即使在经济全球

化条件下世界市场也是有限的，并不是无限的：首先，目前日益庞大

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总有一天会饱和，而传统制成品在世界市场

上已经产生生产过剩的问题。其次，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

人民群众的收入和消费的增长难以与全球生产力的大发展相适应，

有效需求不足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主要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与失业

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一方面，在积累进行

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和它的量相比而言，会吸引越来越少的劳动者。

另一方面，那种周期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的资本，也会日益

把它以前使用的劳动者排挤出去。”结果就是失业率的增加。因此，

“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是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结果，从而

也使失业问题日益严重。欧盟在 1973 年时就出现了 2．6%的失业

率，由于不能适应严酷的竞争气氛，失业成为狂热持久的事情，而且

失业率还不断攀升。据欧洲经济委员会 1997 年发表的经济调查，

截至 1996年，整个西欧的失业率已达到 10．3%，其中法国为 12．3%，

德国为 9%，意大利为 12%，英国为 8．2%，比利时为 9．8%，瑞典为

10%，希腊为 10．1%，爱尔兰为 12．3% ，芬兰为 15．7% ，西班牙为

22．3%。欧盟各国 1997 年 8 月份的失业总人数是 1790 万。 事情

正如法国《世界报》在一篇题为《资本主义也不行》的文章中所指出

的：“资本主义远不是什么和平和进步的源泉，它是依靠冲突来维持

的，资本主义非但不能减轻和消除社会的、种族的等等紧张局势，反

而会激化它们。”（法国《世界报》1993 年 3 月 18 日）从上面的论述

是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失业问题的判断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

仍然是有效的。

（三）经济全球化情况下带来的发展不平衡以及两级分化的世界性

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积累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是资

本积累，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但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积

累。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以美

国为例，从 1980—1990 年的 10 年间，占全美家庭总数 5%的高收入

家庭，在全美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由 15．3%上升为 17．4%；占全美

家庭总数 20%的低收入家庭，在全美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由 5．2%

下降为 4．6%；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相比，其收入差距由 70 年

代初的 10 倍，扩大为 1996 年的 15 倍。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1996 年

6 月 20 日发表的报告称，从 1968—1994 年，美国 20%的富有家庭，

在全美总收入中所占份额由 40．5%提高到 46．9%，其中 5%的家庭

其收入增长 60%，而 20%的低收入家庭其年均收入只增长 7%。从

1980—1994 年，占全美人口 25%的上层阶层，在全美总收入中所占

比重由 41．6%上升为 44．6%，而占人口的另一个 25%的最低阶层，

在全美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由 5．1%下降为 4．4%。据《美国新闻与世

界报导》1996 年 6 月 17 日载文称:在 70 年代，美国 500 家最大公司

的总裁，其年收入同工人的差距为 41∶1，到了 1995 年，这个差距扩

大为 197∶1。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达国家凭借在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

垄断优势，通过国际间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的不平等交换及剩

余价值的转移，获取巨额利润。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急剧从世界其他国家聚敛财富，使富者越富，贫者越贫，造成南北严

重的贫富分化。据联合国统计，富国与穷国人均收入的比例在 1980

年是 30∶1，1990 年增加到 60∶1，1997 年扩大到 74∶1。世界银行

发表的 2000 年度发展报告显示，世界上最富有的 20 个国家的人均

收入比最贫穷的 20 个国家高出 37 倍，两者之间的差距比 40 年前

增加了一倍。拥有世界 1/5 的人口的高收入国家掌握着世界 86%的

国内生产总值和 82%的出口市场，而占世界人口 1/5 的最贫困国家

仅占以上各项的 1%左右。

三、结语

本文通过仔细分析大量的资料和作者本人的思考，在一定程度

上理清了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思想，提出了马克思经济全球化

学说对于当今研究经济全球化现象的指导意义。但是，时代在进步，

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难以预

料到的，经济全球化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然而，马克

思主义的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开放性，它能随时吸收时代的新

内容，实现其理论的与时俱进。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过时，

它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众多学者与时俱进，加强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对现实社会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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