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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垄断资本主义:
争论、实质及其历史地位*

吴 茜

［摘 要］ 围绕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历史发展阶段、发展形态、本质特征及其未来走势，产生了各种当代

资本主义理论观点。本文剖析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最为显著的四个本质特征: 生产和资本高度集

中，巨型跨国公司进行全球扩张，形成了全球寡头垄断市场;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及虚拟经济主导世

界经济，实现了攫取全球垄断利润的剥削方式创新; 出现欧共体、八国首脑会议、IMF 等超级资本家

国际垄断同盟; 形成了美国“一超独霸”的“新帝国主义”，表明当代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

义阶段。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反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的全球左翼激进政治运动以及生态危机

的加剧，预示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已由盛而衰，开始向全球社会主义阶段过渡。

［关 键 词］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 争论 本质特征 历史地位

［作者简介］ 吴茜，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一部波澜起伏、不断发展

变化的社会运动史，在列宁提出帝国主义论 95
年后，帝国主义在经历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后，已进入更加高级的国际垄断

资本主义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美元霸权、新

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新帝

国主义、国际金融危机这些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

段的新现象、新问题，人们必须重新探索近三十

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运动规律，以超越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构建当代资本主义最新理论

形态。

一、西方学者关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争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本积累方式变迁与当代帝

国主义”［项目编号: 11CKS024］的阶段性成果。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马歇尔为

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不承认垄断的存在，仅仅

把垄断当作自由市场竞争的一种“例外现象”。
20 世纪 30 年代，以康芒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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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家，宣扬垄断资本主义是“合 理 的 资 本 主

义”，是“制度进化的结果”，美化垄断资本的统

治。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甚至鼓吹，只

要帝国主义联合起来成立国际垄断同盟，共同剥

削全世界，就能消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

改变殖民地的暴力掠夺政策，出现一个“持久和

平”的“超帝国主义”阶段。1937 年，罗纳德·科

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认为，公司一体化( 特

别是纵向一体化) 被视为公司降低外部交易成本

的途径，而不是试图产生垄断势力，是一种在成

本和“效率”上优化的方式。科斯的观点被后来

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用来攻击所有反对垄断

权力的观点，挑战一切传统的企业组织理论和反

托拉斯运动。约瑟夫·熊彼特提出关于垄断企

业的“技术创新论”，鼓吹大企业能提高社会生产

力和增加新利润，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辩

护。加尔布雷斯在《经济学和公共政策》中认为:

“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由‘计划体系’
和‘市场体系’构成的二元体系，其中‘计划体

系’由许多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公司构成，它们决

定生产的品种、数量和销售价格; 而‘市场体系’
则由大量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构成，它们只能被

动地接受‘计划体系’所操纵的价格，任凭‘计划

体系’的掠夺。”①二战后，以乔治·斯蒂格勒、德
姆赛茨、布罗曾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

家，反对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反对严格控制

大企业兼并的做法，鼓吹垄断企业具有比竞争对

手更高的生产效率，主张维护大企业、大垄断资

本的利益。20 世纪 70 年代“滞涨”危机后，米瑟

斯、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等宣扬新自由主

义理论，为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进行理论辩护。
西方资产阶级右翼学者由于其自身的阶级

局限性，不能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特别是生产关

系层面去分析垄断的成因、目的和实质，而是用

市场研究代替对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基本经济特

征的分析，把垄断简单地看做是市场要素而不是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变化; 用“垄断定价”、“市

场分割”、“进入壁垒”等垄断的形式掩盖了垄断

的实质，否定了垄断是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

础。他们用“市侩式的批评”掩盖垄断资本主义

的深刻矛盾，不能揭示帝国主义暴露出来的寄生

性、腐朽性。
西方左翼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分析框架，围绕战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新问

题、新现象，提出了有价值的理论观点。比利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提出

“晚期资本主义论”，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仍是

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持续的通胀、
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增强、跨国公司资本积

聚、生产方式结构性危机等等，反映了二战后“资

本的基本运动规律和内在矛盾”的特征。
以保罗·斯威齐、哈里·马格多夫、约翰·

贝拉米·福斯特等为代表的美国激进政治经济

学派侧重探索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后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方式的变化。斯威齐认

为，马克思所描绘的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已

经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经

济现实呈现出来的是“剩余上升趋势规律”。这

是由于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对市场、原

料、技术等资本循环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垄断，都

赋予了垄断资本制定价格的权力，资本家能够联

合起来，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利润率水平和利润

率等级，却积累了大量无法进入资本再循环的资

本剩余，从而造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停

滞”②。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进而探讨了资本主义

的生产停滞趋势和金融资本扩张趋势的双重特

征以及内在关联。20 世纪 90 年代后，福斯特对

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做了深入挖掘，提出“垄断金

融资本”理论。他认为，20 世纪 70 年代垄断资本

主义再次陷入“滞涨”，由于不能为其实体经济的

过度资本积累寻找到出路，资本所有者就把过剩

的资本转入金融领域进行投机赌博。各种金融

机构通过增加借款的杠杆作用，把经济的金融上

层建筑不断推向新的高度———证券、债券、期权、
金融衍生品不断膨胀，成为推动世界规模的金融

增长失控的催化剂。各国政府宣扬的“新自由主

义本质上是利用金融化( 即一波接一波的经济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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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化) 来虚假地克服垄断资本的积累问题”①，它

造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相脱离，一旦金

融泡沫破灭，就会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总之，西方左翼学者坚持以生产方式为核心

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

的新变化、新问题，建构起独特有力的当代资本

主义理论分析框架和解释范式，推进了马克思主

义帝国主义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

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

原因、实质和本质特征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早就谈到资本与

生俱有内在扩张的冲动。为了实现资本自身价

值无限增值的目的，资本家必须不断地对生产技

术进行革新，不断扩大国内外市场，并把越来越

多的边缘国家和地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

系，从而形成了劳动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这

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世界统

一市场的形成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更为

直接的原因。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危机”爆发

以来，里根、撒切尔夫人政府推行以私有化、非调

控化、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推

动了包括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资源跨越各国壁

垒，在全球自由流动，掀起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

潮。“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是指生产力的高度发

展出现了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的全球化和以跨国

公司为主导的世界生产一体化; 另一方面，它也

是金融资本向全球扩张、垄断世界市场和在世界

范围内追逐利益的历史进程———资本不断增值

的要求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进行新的、
急剧的扩张，使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

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扩展到全球范围，

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讲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

集中表现。”②其次，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世

界两个平行市场不复存在，加上社会主义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和不同类型的

市场经济体制，资本实现了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最

终征服。由此可见，“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

是资本国际化或资本国际社会化，是资本在国际

化运动中实现不断增值”③。
迈克尔·赫德森、特里·伊格尔顿、戴维·

哈维、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著名西方左翼学

者从各自学科领域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

都触摸到其共性特征: 即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新自由主义已变成了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攫取

超额垄断利润和席卷发展中国家民族财富的经

济—政治意识形态工具; 金融资本国际化和市场

经济全球化，庞大的巨型跨国公司和金融寡头主

宰着世界经济;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

借助美元霸权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控制和摧毁了

许多弱小的国家经济体，实现了金融帝国对发展

中国家的金融扼杀和垄断剥削。笔者认为，今天

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列宁在《帝国主义论》关

于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在规模上、深度上

都做了新的发展。
1. 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形成了以巨型跨

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寡头垄断市场

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

型跨国公司渗透和扩张到包括科技、投资、生产、销
售、金融、贸易、服务在内的世界经济领域，它们在

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经济命脉，已成为国际垄

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支柱。
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产生

了全球寡头垄断市场，目前全球范围内多个行业

的寡头垄断格局已经形成。例如: “全球 10 大化

学公司，10 大半导体公司分别垄断了各自行业

90%以上的国际市场; 10 大轮胎企业则一直占据

着世界轮胎市场 80% 以上的份额; 在航空制造

业，自麦道公司被波音兼并后，全世界只剩下波

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工业公司; 在汽车领域，

美国两大汽车公司外加大众、戴勒姆 － 克莱斯

勒、丰田等少数厂商控制着全球 90% 以上的汽车

生产和销售; 在钢铁领域，10—12 家大企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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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世界钢产量的 2 /3; 在移动通讯领域，诺基亚、
爱立信、摩托罗拉、松下、西门子和飞利浦手机占

据了国际市场绝大部分份额。”①这些巨型跨国公

司垄断世界市场，进行掠夺性经营，从而大大增

强了美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及其在全球

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构成其在全球大搞霸权主

义的基础。
2.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及虚拟经济主导世界

经济，实现了攫取全球垄断利润的剥削方式创新

资本主义生产无计划导致恶性竞争，使产能

严重过剩和资本积累利润率下降，从而导致资本

主义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进入长期衰退阶段。
美国在制造业领域中如何吸收越来越庞大的过

剩资本已变得愈来愈困难了，其国内过度积累的

资本纷纷向金融资本市场集中，开始了由“圈地”
( 办实体企业) 向直接“圈钱”( 通过虚拟经济来

“以钱生钱”) 的蜕变。威廉·K. 塔布指出，当代

“金融体系似乎已产生了一种新的、魔术般的‘货

币—货币’循环，在此循环中，仅用货币本身就能

制造出货币来，而无需实际生产的介入”②。大

卫·哈维指出，自 1973 年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信贷体系和金融资本已经成为

掠夺、诈骗和盗窃的重要手段”③。
美欧金融垄断集团“以钱圈钱”的新的资本

积累剥削手段主要表现为: 一种方式是对发展中

国家设置“债务陷阱”。国际金融垄断寡头的代

理人到发展中国家游说它们向世界银行大量举

债，并以数亿美元的金钱贿赂该国当政者。随着

发展中国家债务的增加，借款利率突然提高，从

而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本金债务且加剧了

利息成本的负担。当发展中国家被巨额债务压

垮整个国民经济时，其国家资产权注定成为国际

金融垄断资本劫掠的对象。
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剪羊毛”游戏，为国际金

融垄断资本构建自由进出各国并确保其套利套

汇收益的平台，在发展中国家策划大规模的资产

贬值和财富转移。首先是向发展中国家扩大信

贷，将房地产或股市泡沫吹起来，等人民的财富

大量投入投机狂潮后，突然猛抽银根，制造经济

衰退与资产暴跌，从中捞取利益。20 世纪 90 年

代初，大量国际“热钱”涌入东南亚国家的市场，

各种机构拿着钱炒股票、炒地皮，导致房地产市

场和股市价格飞涨。随着美元汇率迅速上升，与

美元挂钩的东南亚国家出现贸易逆差，出口陷入

困境，国际债务负担日趋沉重。在危机来临之

际，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撤资外逃，受灾国的外汇

储备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被吸干。亚洲金

融危机仅在 1997 年给投资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

失就高达 7000 亿美元，导致了东南亚地区资产

剧烈贬值，社会经济发展倒退数年。而西方金融

寡头趁火打劫，趁资产价格暴跌控制他国经济金

融命脉，大大提升美元的地位，大幅度地增加了

华尔街富人的资产价值。④

金融投机、故意操纵和控制危机，已成为国际

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疯狂攫取发展中国家民族财

富、维持当代帝国主义生存发展的新型剥削方式。
3. 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的形式更加高级化

二战后，随着生产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国际

化，私人垄断资本的跨国公司取代国际卡特尔，

结成以技术开发和成果共享为核心的跨国公司

的国际战略联盟。其次，出现了以国家调节资本

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垄断同盟组织。为了与美国

超级大国进行经济抗衡，1993 年，欧洲统一大市

场的建立和扩大，实现对欧洲国家之间高度发达

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资本的协调，推动其内部经济

贸易、技术合作的空前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最高级别的垄断资本国

际同盟是形成了西方八国集团的定期协调体制。
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围绕着经济形势、经济政策、
世界贸易、南北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加

上二战后出现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
界贸易组织等世界经济管理机构，它们在很大程

度上都是为维护美英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

务的，控制和支配着世界经济运行规则的制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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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国际垄断资本为了实现资本收益最大

化，逐步走向国际结盟，牢牢控制了国际生产、国
际投资、国际市场的主导权，形成了一种超越国

家的全球垄断网络。
4. 形成了美国“一超独霸”的新帝国主义

早期的帝国主义是多个帝国主义列强根据

实力的增减，来争夺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把

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

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形成了美国“一超独霸”
的国际力量格局，谋求单极全球霸主地位成为其

21 世纪的战略目标。“尤其是‘9·11’恐怖袭击

事件后，布什政府为满足美国统治精英对垄断石

油战略资源、统治世界市场的强烈要求，高举反

国际恐怖主义的旗帜，对不驯服的国家越来越强

调军事威胁和武力打击，欲构筑一个‘现代罗马

帝国’。”①

与传统帝国主义武力征伐弱国不同，美国新

帝国主义征服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重要手段是控

制技术、金融霸权、获得地球的自然资源、信息和

通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建构起美元霸权

为核心的国际本位货币体制，以输出无价值的纸

钞换取世界各国创造的真实物质财富，掠夺他国

的重要国有资产权，形成一种新型的国际纳贡体

制。近十年来，美国采用军事凯恩斯主义政策，积

极抢占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科索沃的石油资

源和地缘战略要地，企图扼住欧盟、日本、中国的

工业发展命脉，达到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的目的。

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欧债危机和全球金融

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益加尖锐化。在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社会化、国际

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深化发展，

企业内部尤其是金融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计划

性同全球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

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同全球劳工日益贫困而导致

的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这充分凸显出国际

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已达到极点，预

示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是帝国主义的最高

阶段，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夜。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

策重新巩固和加强了特权精英阶级的权力，资本

向劳动反扑。过去 30 年间工人阶级的权力日益

被剥夺，公司的控制权和利润集中在顶层，底层

的全球劳工面临着极度的低工资和长期的生产

性工作缺乏。资本剥削愈加残酷，工人阶级的总

体生存条件愈发恶化。② 整个西方社会从经济上

不断分裂，失去安全感的人们把排外仇恨、分裂

主义和与世界市场隔绝作为政治药方。民粹主

义、民族主义以及原教旨主义的领袖们抛出种种

脱离社会发展进程的危险解决方案。③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金融寡头们通过金融

诈骗、资本输出、巧取豪夺种种手段，从世界各地劫

掠数额惊人的财富，导致世界上贫富差距、穷国与

富国的差距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必然引发替

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博弈和制度变革。今天，反对

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及反对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

的全球左翼激进政治运动已成为燎原之势。
20 世纪末以来连绵不绝的国际金融危机，让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成为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无政府状态恶性竞争所导致的产能过剩

和获得新一轮发展的常态机制，阻碍了人类生产

力的发展; 超级富豪势力已深深渗透和操纵了美

英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西方民主自由

样板早已沦为“神话”; 各种西方“新社会运动”，

特别是“绿色运动”、“红绿色运动”、“生态社会

主义运动”等，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

的消费主义无限制掠夺自然的不满和抗争。总

之，这种将人们置于不顾任何社会、生态和政治

后果的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制度，终将

被一种全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社会主义

新秩序所替代。

( 责任编辑: 郑 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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