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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动因和影响

臧秀玲　杨　帆

摘要：金融垄断资本的迅猛扩张既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试图不断革新、发掘其
制度潜力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过剩，资本需要找到新的积累途径是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根本动力；

一体化的世界市场拓展了金融垄断资本的活动空间；跨国公司是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载体和有力工
具；信息化和因特网的发展是金融垄断资本扩张的技术支撑；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垄断资本扩张的理论和政
策基础；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特别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是金融资本扩张的制度环境。金融垄断资本
的全球扩张改变了资本的形态和运作方式，使金融资本相对独立膨胀，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积累方式、

收入分配和消费模式、劳资关系以及世界经济体系等发生了重大且影响深远的变化，使当代资本主义的发
展进入一个新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给世界经济政治带来巨大的影响和灾难。

关键词：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 动因；影响；性质

“金融资本造成了垄断组织的时代。”①这是列宁在论述帝国主义时对资本主义的描述。回首２０
世纪以来的历史，我们仍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列宁对于资本主义认识的深刻性。２０世纪的资本主义

发展史，其本质就是金融垄断资本发展的历史。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世界日益感受到金融垄断资

本的实力显著增强，其控制的范围和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广泛。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现阶段呈

现出什么样的特点？是什么促使了在“大萧条”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双重打击之下，被迫蛰伏的金

融垄断资本再度走向高速扩张？金融垄断资本如此迅猛的复兴会对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些

问题的探究是科学认识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及其阶段性特征的关键。

一、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特点

２００７年，美国次贷危机重创美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遍及全球，引起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危及世

界经济。这是继１９２９年“大萧条”之后，资 本 主 义 世 界 经 历 的 最 为 严 重 的 一 次 经 济 危 机。从 根 本 上

说，这次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一次激烈爆发，但是它又表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经济危机的

特点。各国学者都希望能够发现其中的奥秘，在对此次经济危机的认识与反思中，金融化成为学者们

关注的重要话题，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金融监管等词语都成为学术讨论和期刊杂志中的关键词，
古老的“金融资本”又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金融资本”这一概念最早由拉法格提出，希法亭首

先对它进行了系统阐述。列宁在前者的基础上作出了更科学的解释，指出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

与工业垄断资本的融合，金融资本既可以以银行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以工业垄断资本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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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

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①观察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不难发现，这种性质的资本在资

本主义国家经济活动中处处存在，而且占据着统治地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金融垄断资本经历

了一次快速的发展，其支配世界经济的能力大幅增强，使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第一，经济的金融化和金融资本的统治。资本主义自二战之后经历了长期的繁荣，长达近三十年

的“黄金时代”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为资产阶级积累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但是受资本主

义结构性矛盾的影响，这些剩余价值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大量的资本开始涌向金融、证券和

房地产这样的泛金融部门。随着国家对金融控制放松管制，大量金融产品和衍生工具的出现，资本主

义的经济不断地金融化。关于金融化的定义，学者们莫衷一是，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它是指经

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至从诸多正在扩大中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②；格·Ｒ·克里普纳

则遵照阿瑞基的定义，把金融化理解为一种积累模式，该模式中利润的来源日益依赖于金融渠道而非

贸易和商品生产③；戈拉德·Ａ·爱泼斯坦则将金融化界定为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

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④尽管学者们对金融化的界定不尽相同，但金融化的

表现却是相似的：首先，不仅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不断扩张，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

断上升，而且在非金融企业拥有的资本中，金融业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的比重也在上升；其次，金融部

门在国内利润中所占比重、企业利润中来自金融业部分所占的比重均在不断上升。这些表现，充分说

明了社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推动金融资本相对于实体经济的产业资本

迅速膨胀。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全球金融资产占全球年度产出的比例，已从１９８０年

的１０９％飙升至２００５年的３１６％。２００５年，全球核心资产存量已达１４０万亿美元。这种金融资产爆

炸式的增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得非常明显，以欧元区为例，该地区金融资产占该地区国内

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例，从１９９５年的１８０％升至２００５年的３０３％。同一时期中，英国从２７８％上升至

３５９％，美国则从３０３％升至４０５％。⑤ 有研究指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金融部门所获得的利润仅仅

是非金融部门所获得利润的１／５，到了２０世纪末，这一比例上升到了７０％。“整 个 美 国 金 融 行 业 在

２００４年所创造的利润是３０００亿美元，而国内所有非金融行业创造的利润是５３４０亿美元，也就是说，

金融行业大约创造了所有国内企业利润的４０％。而在４０年前，它们所创造的利润不到国内所有企业

利润的２％。⑥ 这些数据都极其明显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发展，这种发展带来的后果是：
资本主义内部的结构关系趋势被改变了，首先，金融相对于制造业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取得了支配性

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非金融企业中金融业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的比重明显上升。
据统计，美国非金融企业拥有的金融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比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不足４０％，到了２００１
年则飙升到约９０％。⑦ 二是金融资本的收入逐渐成为生产性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使得金融业资本

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企业获取高额利润的主体。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随着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许多

从事实业的企业开始将经营活动的重心转移到金融领 域。同 产 生 于 生 产 活 动 的 收 入 相 比，“证 券 收

入”（由利息、股息和资本收益组成）越来越重要。到了２００７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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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占据了所有公司利润的４１％；①其次，金融化使得金融监管进退维谷。金融化本身就是资本主义

国家积极参与的产物。由于放弃了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每当经济出现问题，只能采取所

谓的“股市的或者资产价格的凯恩斯主义”，通过刺激资产价格，以公司和富裕家庭的私人赤字来取代

政府赤字刺激经济需要。但是这样必然会导致资产泡沫的膨胀。② 所以，这种金融体系的形成和维

持都离不开政府的救助，但是一次次的救助，只会使金融市场变得更大，更复杂、更不透明、杠杆率更

高。因此金融监管进入一个怪圈，它所有的试图矫正金融投机措施都作用于已经金融化的资本主义

积累过程，又反过来促进泡沫的生产和膨胀。这一点在次贷危机中表现的极为明显，“不是美联储故

意去救投资者，而是宏观经济已经对资产价格非常敏感，……结果，美联储不仅有理由去阻止资产价

格下降，而且有理由参与到吹起泡沫的过程中。”③

第二，虚拟资本的急剧膨胀，经济逐步空心化。虚拟资本是指以各种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

给其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虚拟资本是金融资本的特殊形式。马克思曾经区分了以长期生息

为目的的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虚拟资本的主要来源是股票、公共债务证券，纯粹意义上的信用货

币也包含在其中。④ 这些虚拟资本在不与生产性的资本做任何直接交换的情况下，他们的价值是完

全游离在预期收入的资本化过程之外的。通过信用制度，资本主义制造了大量的虚拟资本，在当今世

界，这种过程又被信息领域的革命和通讯领域的进步不断加速，虚拟资本成倍的增加。众多的金融衍

生产品就是虚拟资本不断膨胀的明证。１９９８年，全球衍生品名义价值（衍生品对应的基础资产的金

额）存量为８０．３万亿美元，总市值（衍生品交易的实际市场价值）为３．２３万亿美元。而到２００７年年

末，全球衍生品名义价值为６３０万亿美元，为同年全球ＧＤＰ总量的１１．８１倍。到２００８年上半年为

止，全球衍生品的名义价值进一步增加到７６６万亿美元，规模达到了历史新高。从理论上来说，虚拟

资本是可以为促进生产服务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整体放缓，大量剩余价值无法转变成能够盈利

的投资的情况下，金融资产的运作，越来越远离实体经济的发展。虽然虚拟资本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只

是一种能够取得某种未来收益的债权。但是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其追求利润的决心和普通资本是一

样的。虚拟资本虽然靠来自真实生产领域的资金收入才能存活，但是它本身却更加希望有一个更具

流动性的存在方式。所以金融交易和投资成为虚拟资本藏身其中的首选。据统计，和２００４年相比，

２００７年全球外汇市场的日均交易量提高了６９％，达到了史无前例的３．２万亿美元。其中，外汇互换

和远期外汇合约增长速度超过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的速度，分别达到了８０％和７３％。另外，参与外汇

市场交易的对冲基金、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保险公司所涉及的外汇日均交易量也由２００４年的５８５０
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２３５万亿美元，这些金融机构进行外汇交易的金额占到了整个外汇交易总

量的４０％。⑤ 这些交易只是以单纯的外汇投机获利主目的的，本身不涉及任何实物的贸易。随着金

融投机的不断盛行，泡沫被越吹越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全球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总值已经

达到了５９６万亿美元，而全球ＧＤＰ的总量只有５４．５万亿，美国是虚拟资本最大的创造者和持有者。
围绕虚拟资本的交易大量增加，使得金融交易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快速升高，而且这一趋势还

在不断加快。⑥ 经济的金融化、金融虚拟化、金融衍生品泡沫化共同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呈现畸形化

发展，实体经济逐步萎缩，国民经济空心化。美国第二产业在ＧＤＰ中的比重，１９９０年仅为２４％，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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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一步下降为１８％，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服务业（主要是金融行业）就已占ＧＤＰ的７０％左右。①

第三，金融主导的全球化。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其本质不过是资本在全世界试图寻找

实现利润空间的运动过程。经济全球化主要包 括 生 产 全 球 化、贸 易 全 球 化 和 金 融 全 球 化 三 个 方 面。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导致了一种新的景象的出现。如同金融与生产的关系被

逆转了一样，金融全球化也取得了其支配地位。由于金融监管的放松和信息技术的进步，金融资本跨

国流动的成本大大降低，流动效率显著提高，金融资本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虽然生产全球

化和贸易全球化是金融全球化的基础，但是金融全球化已经不再是简单地为生产全球化和贸易全球

化服务的工具，国际金融交易已经不是为了满足生产和贸易的需要，而是成为资本独自运行的场所，
成为其完成增值，实现利润的舞台。在这一背景之下，金融成为资本全球化中的主导力量和支柱。正

因为如此，弗朗索瓦·沙奈在给全球化下的定义中特别强调金融全球化的影响：“我把它（全球化）定

义为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化’积累方式，它 构 成 了 当 代 自 由 世 界 秩 序 的 实 质 内

容。”②全球金融资本的流动的数据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全球跨国金融资本流动规模从１９９０年的１
万多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０６年的８．２万亿美元，占全部跨国资本的比例从８０％ 上升到８５％。相反，以外

国直接投资（ＦＤＩ）为主的国际产业资本占全部跨国资本流动的比例则从１９９０年的２０％下降到２００６
年的１５％。③ 金融全球化的形成需要具有三个要素：一是对金融和货币放松管制，实行自由化；二是

消除各国国家内部金融市场的分割状态；三是非中介化。事实上，这三个要素本身就起着一个深层次

的相互交替、相互强化的作用。金融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金融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密切相关，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家和社会对资本逐利活动的各种限制被取消，金融资本流动和金融运作的自由

化，金融垄断资本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霸权为后盾，在国际范围内大肆扩张，金融

资本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控制更为明显。

二、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动因

金融垄断资本自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在全球扩张的势头愈演愈烈。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是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基本矛盾不断作用的结 果，也 是 其 他 社 会 因 素、科 技 条 件 相 互 促 进 的

结果。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 过 剩，资 本 需 要 找 到 新 的 积 累 途 径 是 金 融 垄 断 资 本 全 球 扩 张 的 根 本 动 力。

１９２９年“大萧条”经济危机的爆发，彻底打击了刚刚形成不久的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也让资本主义国

家看到了干预和管制经济的重要性。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布雷顿

森林体系，资本主义各国也开始了长达近３０年的快速增长时期，进入了所谓的“黄金时代”。各国的

金融活动相对分隔，而且管制严格，金融资本的权力受到限制，金融资本更多的是处于产业资本的控

制之下。但是，资本主义在取得辉煌的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为未来投下了阴影。
美国经济学家巴兰和斯威齐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时指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为极少数垄

断者或寡头生产巨额剩余的庞大生产体系，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产生的大量剩余价值的所有者和

受益人就是这些垄断者或寡头。为获取更大的积累，资本家必须千方百计地为先期积累的剩余价值

寻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途径。但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限制了这种无限投资的可能性。因为，商品

的价格水平能确保垄断公司获得既定的寡头垄断利润率，这是垄断公司生产商品的首要原则。由于

消费者收入的增长不可能赶上资本的增长水平。在消费增长疲软的条件下，为避免生产过剩、价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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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导致利润率下降，各大公司纷纷削减生产能力的利用率。结果，过剩生产能力逐渐积累，终于导致

生产的停滞。但是大量的资本仍然需要寻找积 累 的 出 路，金 融 资 产 成 为 货 币 资 本 保 值、增 值 的 重 要

方式。①

罗伯特·布伦纳指出生产过剩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汇率矛盾成为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重要问题，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同时繁荣起来，相互争夺市场的“无硝烟的

战争”不断上演，一个国家的繁荣必须通过货币贬值的方式从而以别国的萧条为代价。② 在这种积累

的困境之中，金融成为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一方面由于重新配置资源的需要，金融部门开始活跃起来；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积极的推进金融自由化，里根政府同时刺激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这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之后还是首次。从此以后金融的作用不断加强，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事实上，资本主义

的积累中一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积累路径，即生产贸易路径和金融路径。杰奥瓦尼·阿瑞基教授发

现，当投资于商品贸易的资本虽然仍然能赢利，但这种赢利能力已经降到某个关键性的比率（ＲＸ）（即

通过金融贸易也能获得的那种利率）以下的时候，就有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组织不再会把利润重新投

资与商品贸易 的 进 一 步 扩 张，“不 管 它 们 有 多 少 剩 余 资 金，它 们 会 把 资 金 从 商 品 贸 易 转 向 金 融 贸

易。”③阿瑞基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就是，贸易扩张势必以一次金融扩张宣告结束。经历

了“滞涨”阶段的停滞之后，金融业成为吸收“过剩资本”的主要产业，特别在日益弱化的金融监管下，
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活动为金融资本提供了新的盈利空间。金融垄断资本重新取得了对整个经济和

社会的控制地位，这就为随后的全球扩张打下了基础。
第二，一体化的世界市场拓展了金融垄断资本的活动空间。空间生产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

要，资本无限积累的逻辑驱使着资本主义活动的地理学景观充满矛盾和紧张，资本主义总是不断的寻

找新的生产空间。④ 这种扩张进程的表现就是世界市场的兴起。世界市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
早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初期，世界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的雏形就已经出现了。回想一下马克思在《共产

党宣言》中描绘的景象就一目了然了。为了掠夺原材料，开辟新市场，资本主义一步步蚕食前资本主

义地区，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卷入世界市场。同赤裸裸的殖民主义不同，资本主义现在

很少直接采取武力的方式占据他国的领土，而是用更加 精 巧 微 妙 的 方 式 输 出 资 本 主 义 的 生 产 方 式。
上世纪８０年代末，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原来选择计划经济的国家纷纷开始经济转轨，实行市场经

济体制，希望融入世界市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边鼓励这些国家的经济私有化转型，一方面又要求

它们尽量消除资本流动的障碍。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迅速的发展，资本

主义的生产空间不断的扩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统一大市场。生产和贸易快速增长，后者尤其

显著。自１９８２年以来，世界贸易总量比世界总产出的增长要快得多，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占世

界ＧＤＰ的比重由１９８０年 得３６．８７％提 高 到２０００年 的４１．１５％，同 期 的 全 球 出 口 贸 易 总 额 占 世 界

ＧＤＰ的比重有１８．１３％提高到２０．２７％。⑤ 到了２００６年，商品出口作为总产出的一部分，大约是１９５０
年的３倍，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在这统一的世界市场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金融的扩张，外

汇市场上的日交易量达到２．４万亿美元，比一年的世界贸易总值还要多。外币的买卖量是２０年前的

１０倍。⑥ 国际金融的爆炸性增长，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和支柱。日益被

整合在一起的世界市场，无论是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这为金融垄断

资本从事各种积累活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第三，跨国公司是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载体和有力工具。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大型的跨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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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是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１９８０年，全球的跨国公司数目共有１．５万家，子公司３．５万

家，到了２００１年，前者已经上升到了６．５万家，而他们控制的子公司更是多达８５万家。这些跨国公

司绝大部分都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基地开始向外扩张的。为了控制商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开

辟新的销售市场是跨国公司开始扩张之时的动力，在不断向外投资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取得了对世界

经济的支配地位。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生产的４０％，国际贸易的５０％ ６０％，国际技术贸易的７０％，
对外直接投资的９０％。① 跨国公司在世界产品的生产、流通和销售方面已经逐渐占据了垄断和统治

地位。事实上，巨型的跨国公司不仅仅是贸易和投资这样的生产性领域的中心，也越来越成为了金融

垄断资本的中心。这些大型的跨国公司的“母公司首先是一个金融决策中心，在多数情况下，他控制

下的子公司只是开发公司。”，跨国公司“以金融为中心，通过联系网（主要是金融关系，但是某种情况

下也是人际关系）组成一个整体。”②跨国公司通过金融市场能够保证它们可以抽回海外投资，规避各

种经济风险和不确定环境带来的风险，能够保证资本所有者的绩效最大化。金融领域开始成为跨国

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事实上，跨国公司就是作为金融资本或者集中的货币资本的中心全面发展起来

的。它们掌握着“生产性”和“金融性”这两种利润的发生器，成为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中最有力的

载体和工具。
第四，信息化和因特网的发展是金融垄断资本扩张的技术支撑。因特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信息技术缩短了空间和时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和习惯，将整个世界

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技术进步为资本主义的扩张和跨国经营创造了便利的条件。首先，信息技术改

变了跨国公司的运营方式，母国的公司可以在万里之遥有效地监控生产地企业的运营情况，能够及时

地了解各个子公司甚至是全球的经济状况和形势，各个跨国公司更加轻松的实现了内部分工的国际

化和国际贸易的内部调拨化，大大提高了企业从采购到销售的效率，节约了大量的成本，缩短了资本

循环所需要的环节和时间。其次，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可以使跨国集团对外围国家的支配地位更加确

立，通过将企业的一些战略性功能，如财务和金融、开发和设计、分配和市场等集中在跨国公司的总部

完成，而将大量的直接生产活动外包给第三世界的生产商，不仅可以避免诸如工业污染、工人罢工等

情况的出现，也更容易建立技术优势、控制第三世界的生产。第三，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信息技术的

发展给金融领域的发展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上世纪７０年代初迈伦·斯科尔斯和费希尔·布莱克设

计出了期权定价模型，这一模型已经成为了如今庞大期权市场的技术基础。如果没有此类技术和互

联网的发展，金融系统的增长不可能如此的迅速，没有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交易，那些让人眼花

缭乱的金融衍生产品就不可能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巨额的金融资产可

以在２４小时不间断的运作，以降低风险的名义在全世界寻找能够实现资本快速增值的机会。可见，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既大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同时又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

张，以及金融与资本市场的虚拟化和病态膨胀提供了技术支撑。
第五，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垄断资本扩张的理论和政策基础。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变动必然

要求上层建筑需要适应其发展要求。在金融垄断资本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理论很好地适

应了这种经济变化的要求。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思想其实并不是新鲜之物，但是它的出现还是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之后。面对痛苦的经济“滞涨”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失灵，资本主义国家应对乏力。从美国

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相继实施了所谓的“保守的革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以私有化、
市场化、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这“四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逐步取代

凯恩斯主义而成为美英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新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华盛

顿共识”出笼为标志，新自由主义最终蜕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理论来源。新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市场决定论”和“全球化决定论”，它鼓吹“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减少对高收

入者征收所得税，主张放松金融管制，推动金融自由化。这样，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垄断资本要求本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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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国内福利国家体制束缚、国外民族国家疆界和国家主权等障碍的要求相契合。在这种新自由主义

理论的指导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主要目的就是给长期受到压制的金融

资本松绑。里根和撒切尔上台之后，开始放松金融领域的控制，首先是在货币主义指导下，将降低通

胀作为主要目的，而完全不管不断上升的工人失业率。并开始着手实施资本运动自由化的一系列措

施，将利率自由化，国债证券化，债权市场迅速扩张。１９８０ １９８２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
解除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１９９９年正式废除实施了６６年之久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标志着

对金融活动监管的彻底放松。美国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开始大量从事投机性业务，各种花样翻新

的金融衍生产品被不断地创造出来。２０００年以来，摆脱了监管的金融机构创造出次级贷款，吸引越来

越庞大的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从而助长了资产泡沫的形成，最终导致了２００７年次 贷 危 机 的 爆 发。
新自由主义不但在发达国家内部给金融垄断资本松绑，而且在国际上积极向外输出。一些希望融入

世界市场、获得国家发展急需的资本的发展中国家被迫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要求改革它们的经济和金

融政策，这些国家虽然可以短暂的获得一些国际融资，但 是 实 际 上 将 国 家 的 经 济 置 于 十 分 危 险 的 地

步。正如格雷伯尔指出的，国际资本的流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会导致货币风险、金融脆弱性风险、传
染风险甚至是主权风险。① １９９７年，被视为经济增长典型的亚洲国家风险无法控制，先后爆发金融危

机，许多金融中介、工商企业倒闭，国家的实体经济产出大幅下滑，人民群众几十年的辛苦所得瞬间化

为乌有。一旦这些国家稍微开始违背新自由主义的圣经，出台一些抑制资本的投机行为的措施时，就
会引来铺天盖地的指责，并且很难得到任何克服经济危机的援助。法国著名学者布迪厄评价新自由

主义时指出，新自由主义指向的是一个“资本无限剥削的乌托邦”，致力于返回到一种“激进的，除了最

高利润率别无他律的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野蛮资本主义的复辟。“这样一种全球化规则是

新自由主义所代表其利益的集团人为设计的，目的是使其所掌握的资本利润最大化。”②
第六，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特别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是金融资本扩张的制度环境。当今的

世界经济秩序是建立在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之上的。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现有的唯

一超级大国，掌握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和军事霸权，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美国一手主导创立

的，美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主要受益者。美国能够利用其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特殊地位，大肆掠

夺它国财富，为自己谋取巨大的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遭受重创，唯独美国借机增强自己的实力。在否决

了凯恩斯关于建立一个超国家货币的金融体系的建议之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

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按照３５美元一盎司的官方价格向美

国兑换黄金。这一体系赋予了美元作为黄金等 价 物 的 地 位，美 元 成 为 了 国 际 货 币 体 系 的 中 心 货 币。

１９７１年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资本流动及资本

运作“自由化”，加上美元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当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不但没

有损害美元的霸权地位，还使美元摆脱了黄金的束缚。美元不再以黄金代表者的身份活动在世界经

济之中而是直接成为了世界财富的代表。利用美元的这种无与伦比的霸权地位，美国能够轻松的向

世界其他国家举债，维持其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和政府财政赤字。美元的霸权地位，使美国可以发行

大量美元，从世界各地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各种产品，并大规模地对外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投资，金融垄

断资本的势力范围延伸到全世界。美国不仅拥有美元这种锐利的武器，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也是一家

独大，控制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

它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无论这些组织最初框架的设计还是运行中采取的各种政策都在不断地为维

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服务。这种经济霸权地位是金融垄断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不断扩张的制度环境，
保证了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世界人民的经济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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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影响

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的迅猛扩张既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试图不断革

新，发掘其制度潜力的结果。这一扩张过程改变 了 资 本 的 形 态 和 运 作 方 式，使 金 融 资 本 相 对 独 立 膨

胀，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积累方式、收入分配和消费模式、劳资关系以及世界经济体系等发生了重

大且影响深远的变化，使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给世界

经济政治带来巨大的影响和灾难。
第一，金融资本的积累方式取代产业资本的积累方式，成为社会资本积累的主导方式，金融垄断

资本的统治，标志着资本主义已发展到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追求利润是资本的天性，但是资本积

累的基因中一直存在着双重积累的体制。传统理论认为，资本积累在本质上被看做是产业资本的积

累，金融的作用乃是给产业资本提高融资的渠道，所以金融扩张是生产扩张的前提。美国学者斯威齐

否认这种观点，他认为：“事实上，这仅仅是资本积累过程的一方面。积累同时也是金融形式或货币形

式资本的积累，或更确切地说，由于后者具有较于产业资本更强的流动性而成为资本更愿意采取的积

累方式。但传统的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却是，用前者去理解后者，譬如购买股票和证券 （两种较简单

的金融资产形式）仅仅被当作是一种间接的购买产业资本的方式。但这从来都不是事实，并且或许是

完全的误导。”①应该说这两种积累机制并是不天然对立的，其本质是生产领域中产生的剩余价值的

再分配过程，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金融资本应当处于对产业资本的从属地位。但是一旦金融领域产生

的利润率开始超过产业资本的时候，产业资本开始被迫服从金融资本对利润的要求，所谓的短期主义

行为的盛行将产业资本完全变成金融资本的附庸。各种生产企业只是被看做随时可以在金融市场中

出售的金融资产，企业在金融资本的压力之下很难再兼顾什么长期生产计划和科技研发投入，对于股

票价格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生产性投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的关注。这一发展模式被学者

称为“资产交易员相对于长期生产商的胜利”。金融领域、资本市场虽然风险大，但存在着通过高杠杆

操作、通过投机获取高额回报的机遇，于是吸引具有冒险天性的资本纷纷向金融领域、资本市场集中，
使金融垄断资本迅速扩张、膨胀，资本积累中的投机逻辑逐渐压倒了生产逻辑，整个经济从微观到宏

观都呈现出以金融资本运动为核心的典型特征。这样，资本的金融化趋势改变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

本的关系，金融资本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金融资本积累代替了一般产业资本积累，成为资本积累的主

导方式，“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获得”②在该积累模式下，资本的使用价值沦

为次等地位，资本的增值不再仅仅通过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转换来实现，资本的金钱“价值”形式在资本

的增值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和统治的地位。③ 而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使金融资本跨越国界在世

界范围内流动成为可能，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延伸至全球，形成一个有利于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积累

体系。
第二，金融资本的统治表明食利资本重新掌握经济的控制权，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再次上

演。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古老的高利贷资本（生息资本）会成为产业资本的附属，会

作为一种支撑物的角色出现。“商业形式和利息形式比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即产业资本更古老。产

业资本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形式，其他一切形式都不过是从这个基

本形式派生的，或者与它相比是次要的，———派生的，如生息资本；次要的，也就是执行某种特殊职能

（属于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资本，如商业资本。所以产业资本在它产生过程中还必须是这些形式从属

于自己，并把它们转化为它自己派生的或转化的职能。产业资本在它形成和产生的时期碰到了这些

更为古老的形式。产业资本碰到他们时把他们作为前提，但不是作为它本身确立的前提，不是作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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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生活过程的前提。……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在它的所有形式上发展起来，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

式，生息资本就会从属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就会仅仅成为产业资本本身的一种从流通过程派生的形

式。”①马克思从生产领域考察资本主义，从生产本身的逻辑上得出这一结论当然是正确的，揭示了资

本主义金融发展的限度。但是在资本主义货币拜物教形成以后，从“Ｇ—Ｇ’”的公式被广泛接受，货币

直接能够产生货币这样的天方夜谭，这种在理性的人看来是最古怪、最不能理解的形式成为了资本主

义从事一切活动的圣经。
凯恩斯曾经在他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尾部分，提出了让食利资本“无痛苦死亡”的

理想。凯恩斯主张实行“一种远远低于迄今为止实际存在的利润率”。“这种事态同某种程度的个人

主义很协调，但这意味着食利者阶级的消亡，同时也意味着资本家利用其资本的稀缺价值来扩大其压

迫力量的消亡”。② 但是，同凯恩斯的美好愿望相反的是，人们并没有看到食利资本的“无痛苦死亡”，
而是目睹了其权力一步步的再生和重建。在生产停滞、产业投资的收益率逐步下降的背景下，出现大

量寻求以金融方式增殖的资本。金融部门虽然不创造价值，但可以依靠吸收更多资本投入形成金融

泡沫而获利。于是金融寡头以各种手段，包括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推出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

的金融衍生品，并通过高杠杆，或者相互借贷、甚或对广大中小投资者进行诈骗，将全球股市、基金债

券市场变成同实体经济完全不相关的大赌场，不仅使经济关系越来越表现为债权股权等金融关系，甚
至使社会资产也因金融化而异化为金融资产。③ 金融投机逐渐变成了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不仅在

国内市场是如此，在国际市场上这一趋势更为猛烈。弗朗索瓦·沙奈指出，在每天的外汇交易中，“与

贸易流动和长期资本流动有联系的最多不过１５％，其余部分均为投机资本（‘游资’）”，这类活动的数

量之大，“已使人们在世界范围内取消了对资本流动和外汇的管制”。④ 当前阶段的金融垄断资本已

经成功地发动了政变，食利资本重新掌握着世界的控制权，开始了债权人的专政统治。这不禁让人们

想起了列宁当年的论断，即金融资本统治之下的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但是不同于上世纪初

期“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⑤的帝国主义，现代金融资本中的食利者不是靠闲散的货

币资本获益，而是靠其在金融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他们使用名目繁多的形式（包括薪水、奖金和期权）
获得所谓的服务报酬，但是这样的服务中几乎不含劳动的影子，金融化所形成的经济结构本身造就了

新的食利者阶层。⑥ 这表明了资本主 义 的“腐 朽 性”和“寄 生 性”的 进 一 步 加 深。正 如 赫 德 森 所 指 出

的，美国经济已经虚拟化，即泛金融部门（金融、保险、房地产等）从全世界工人和产业资本那里吸走收

入并以日益加重的债务将它们压垮。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关键主张即不再区分生产性收益和非生

产性收益，是为了掩盖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劳而获，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倒退。⑦
第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金融霸权统治，金融资本绑架世界经济，世界人民

所受到的盘剥加重。一方面，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直接

相悖的。自英美实行所谓的“保守的革命”开始，就意味着凯恩斯主义———这一试图限制资本自由，为

雇佣劳动者提供反抗雇主、维护自身利益，实现充分就业的社会改革方案被抛弃。戴维·哈维在《新

自由主义简史》中，详细分析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发起的私有化运动，是怎样摧毁社会福利国家这种

阶级妥协的契约，对劳动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使特权阶级的力量得以重建的。如打压工会、下调工

资、延长工时，并随时以解雇威胁不满的员工、解 除 劳 资 协 议、限 制 国 家 福 利 开 支 和 削 减 社 会 保 障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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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① 里根为了在航空运输方面推行放松管制的政策，首先摧毁了工会，镇压了航空工人的罢工。撒

切尔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也是建立在镇压了煤矿工人、码头工人和印刷工人的反抗、摧毁工会之

上的。通过华尔街和伦敦的金融中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金融垄断资本渗透到全世界。资

本在世界的流动性变得极强，但是作为工薪阶层的工人是不可能实现全球流动的，劳动这一“要素”处

于非常固定的一个状态，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导致了处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工人阶级被迫直接竞争，在
“富国”的工人阶级不得不面临“要么干点别的，要么降低工资”的选择，而“穷国”的工人阶级为了获得

工作机会，几乎没有任何和资本讨价还价的能力。资本和劳动者相互妥协的格局被改变，资本更加强

势，工人阶级被迫接受更长的劳动时间，更低的工资标准。有研究称，“１９９７年以来美国制造业流失了

１／５以上的劳动力，而英国的情形更为严重，自１９９７年末以来已经导致英国制造业工人裁减了近１／３
或者说１３０万个工作岗位。”②那些勉强保住工作的工人必须接受降低工资的命运。以１９８２年的美

元价值衡量，美国非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从１９７２年的最高每小时８．９９美元下降到２００６年的８．２４美

元。由此形成了“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随着经济金融化、虚拟化的转向，现代信用体系成为金融资

本从其他人群中汲取财富的主要的现代杠杆。资本家阶级不仅获得剩余价值，还通过向工人阶级提

供消费信贷等方法，利用金融掠夺的方式从工人的工资收入中获取金融利润。③ 通过资本与劳动关

系的这种调整，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优势地位更加明显。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分化的趋势

不断扩大。美国的基尼系数由２００１年的０．４０８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４６９。④ ３０岁男性的收入水平已

经低于３０年前的水平。⑤ 由于劳动大众的日益贫困化，他们的收入水平跟不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

度，为了缓解这样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以提供信贷的方式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消费这些社会产品，
保持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由此导致了“负债经济模式”的形成，使得个人债务和家庭债务

总额急剧升高。据统计，美国家庭债务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１９８３年为７５％左右，２０００年上升为

１２５％；美国家庭债务占其税后收入的比重，１９８０年为６０％ ，２０００年为１１０％。进入２０世纪八、九十

年代，美国金融市场的泡沫通过“财富效应”鼓励了居民的借贷消费行为，美国民众家庭已经入不敷出

了，所以消费信贷急剧增长。从１９７１年到２００７年的３６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１２００亿美元激

增至２．５万亿美元，增加了２０倍。这还不包括１１．５万亿美元的住房债务，如果把两者相加，总共负

债１４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当年的ＧＤＰ总量。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５万美元。美国民众的工资

４０％用来偿还住房贷款，１５％偿还上学贷款，１１％用于缴纳社会保障基金，剩下用于日常生活消费的

不足１９％。⑥ 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也是大同小异。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美元霸权地位的确立，它可以从容地利用美元霸

权掠夺世界其他国家，在所谓的“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没有黄金支持的美元可以任意印发，并

获得了大量来自石油输出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盈 余，以 弥 补 日 益 增 加 的 贸 易 逆 差 和 财 政 赤 字。
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者，美国享有巨额的铸币税收益，通过贸易逆差的方式，享受着别国廉价生产的

商品和服务，形成了新的“中心—外围”架构，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严重失衡。特别是美国用印钞机的

旋转换回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血汗，并将这笔超额的货币收入再转化为新的金

融资本和军事实力，进一步压迫与剥削世界人民。那些对美国债务进行投资的国家（购买以美元计价

的各种金融产品，如股票、国债等有价证券等），不仅承担着汇率变动所带来的巨大风险，而且仅仅能

取得很低的收益，甚至因为“蒸发”而打了水漂。估计以此种手段使世界上财富每年进入美国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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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美国新增长ＧＤＰ的３０％上下。戴维·哈维指出，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利用其货币帝国

主义和资源帝国主义的霸主地位，利用美元贬值导致了国外债券的缩水，使全球资产的价值缩水了数

万亿美元，从而减轻了美国自身的债务，实现了对全球经济体的危机转嫁。① 世界人民辛勤劳动的经

济发展成果被金融垄断资本无情的转移给了贪婪的资产阶级。而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债权人考虑到

美元贬值会对他们造成损失，不愿看到美元贬值幅度过大，不得不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和继续借钱给美

国人，从而为金融垄断资本所绑架。不仅如此，《美国土地》２００８年１月号，刊登了对美国著名进步经

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的访谈。在访谈中，赫德森论述了美国金融资本如何通过控制世界货币体系、
资源、能源和粮食，辅之以战争、暗杀、颠覆等手段，掠夺世界经济的种种劣迹。②

第四，世界经济越来越不稳定，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日趋严重。金融垄断资本的迅速发展，虽然给垄

断资本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是却将整个世界经济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

特兰奇在她的著作《赌场资本主义》中曾形象地指出：“西方的金融体系很快变得与一个巨型的赌场没有

什么两样。每天，在这个赌场中进行的游戏卷入的资金之大简直难以想象。夜间，游戏在世界的另一边

继续进行。”③斯特兰奇还具体论述了当代世界的五大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经济衰退问题；银
行体系不稳定；石油价格不稳定；国际政治不稳定。所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讲都根源于金融的混乱

和不稳定。“赌场资本主义”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大大的增加了不确定性，整个世界成为一个高风

险的社会。世界经济的发展确实印证了苏珊·斯特兰奇的担忧，在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

发展过程中，当越来越多的新价值被转移到金融部门、越来越多的现实资本被投入到金融交易中去，现实

资本的积累过程受到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难以继续进行，金融危机成为经济危机的先导，世界经济

越来越处于动荡之中，经历了数次金融危机，更是在２００７的美国金融危机中达到了顶点。自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较大的金融危机就有斯堪的纳维亚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

机、阿根廷金融危机。而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业的爆炸式增长，名目繁多的金融创新与投机活

动的加剧催生了美国资产泡沫的持续膨胀，资本主义金融资本的快速扩张，特别是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

的过度扩展和积累，不仅造成其国内资本运动的矛盾累积和经济失衡，而且造成世界范围内货币资本与

实体资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累积和失衡，造成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和收缩运动，资本主义经济

的基本矛盾在国际金融资本的积累过程中不断深化和激化，最终导致了当前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资本主

义大危机。④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膨胀与资本主义经济固有基本矛盾的累积是同一个过

程。２００７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积累体系敲响了丧钟。

四、结语

金融垄断资本从蛰伏到重新取得权力，开始对全世界新一轮的统治，既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发展的

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不断挖掘自身潜力的结果。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

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为促进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

面，它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过程，在实现国际垄断资本利润最大化的

同时成为加强和扩大国内和国际剥削的工具。而金融膨胀造成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为金融危

机埋下了隐患，使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变成了破坏资本主义的力量。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
虽然资本的增殖形式发生了变化，资本积累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资本积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但经典意义

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并没有改变，资本对劳动剥削和统治关系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

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在金融资本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深化和激化。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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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规律是一端积累财富，一端积累贫困。这个规律及由此派生的规律现在仍然在起作用，只不过作

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痼疾所决定的，或者说是由当

代资本积累的现代制度形式所决定的。① 但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世界

积累制度不可能带来资本主义世界的持久繁荣，而由此建立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也不可能得到长久的维

持。始于２００７年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表明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已达到极点，它不

仅仅是一次资本主义矛盾的全面爆发，也是一次能够让我们更加全面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良

机。它再一次印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当然，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并

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即将崩溃，它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又包含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它将沿着克

服矛盾和危机并产生新的矛盾和危机的辩证过程前进。世界广大的人民群众面对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

盘剥，必然会最终走向团结，共同反抗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这种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反对金融垄断资

本统治的斗争已经拉开序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各国相继爆发的大规模罢工、抗议运动、骚乱。
美国持续不断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震撼了整个西方社会。虽然这样的斗争道路注定是充满曲折和

反复的，但是也注定是光明和走向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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