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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世界金融危机唱衰资本主义未来

李瑞琴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西方各界学者有不少观点对世界金融危机下的资本主义未来持悲观情绪。他们认为，造成危机根

源的贫富差距及不平等没有消除，虚拟经济的疯狂还将继续，未来危机仍 将 爆 发；资 本 主 义 的 衰 退 不 可 避 免；资

本主义与西方民主的冲突不可调和；资本主义的未来不容乐观。持此观点 的 不 仅 有 左 翼 学 者，更 有 资 本 主 义 忠

实的实业家、银行家等。通过西方各界学者对资本主义未来堪忧的预测，可 以 帮 助 我 们 进 一 步 立 足 于 未 来 世 界

社会主义的前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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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经历着近百年来最严重危机的资本主义

世界，始终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衰退、黯淡情绪。
“２０１３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在低

增长中徘徊，欧 元 区 甚 至 严 重 萎 缩”“２０１４年 全 球

经济复苏依然乏力，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在２．５％
至３％之间，较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的２．３％略有上

升，但远低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高水平。联

合国贸易和 发 展 会 议 发 布 报 告 预 计，２０１４年 发 达

国家经济增速为１．８％，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为４．
５％至５％，转轨 经 济 体（东 南 欧 和 独 联 体）经 济 增

速将降至１％左右。”［１］尽管全球经济处于复苏中，
但增长仍然出人意料地疲软。而对欧洲而言，其经

济增长“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还要疲弱”［２］。实际上，
资本主义前景黯淡，并不是金融危机之下的态势，
看看国外著名学者如何评说。

一、造成危机根源的贫富差距

及不平等没有消除

　　历史上发生的重大经济危机往往是引发经济

学理论变革与创新的重要契机。面对持续数年的

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各国学者都在探索危机根源并

对其进行全面深刻的理论反思。
美国学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

古拉迈·拉詹的《断层线》，被列为“全球最聪明的

人”的必读书籍。人们说：“华尔街从来不缺著书立

传者，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各种原因分析、漏洞指

陈的书籍一 打 又 一 打，但 是 他 们 都 无 法 和 拉 詹 的

《断层线》相提并论，因为拉詹是为数极少的几个在

金融危机前就预言风暴即将来临的经 济 学 家！”［３］

在这本书中，“厄 运 预 言 博 士”拉 古 拉 迈·拉 詹 指

明，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不是贪婪的银行家、沉睡

的监管者、不负责任的借款人，而是“全球收入的不

平衡”！“金融崩溃的始作俑者是滞胀的收入和不

断攀升物价之间的不平衡。”
拉古拉迈·拉詹认为，有三条断层线导致了美

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一是日渐扩大的贫富不均；二
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忽略内需；三是经济衰退

后所需要的复苏期拉长，使低息政策成为复苏的法

宝、惟一的选择。第一条断层线最典型的例子，便

是美国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及其要求放松

信贷所造成的政治压力。很显然，美国高收入人群

的显性收入持续增加”［３］。１９７６年，收入排在美国

前１％的 家 庭 的 总 收 入 占 当 年 国 民 总 收 入 的８．
９％，但到２００７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２３．５％。从

１９７６年 到２００７年，美 国 实 际 总 收 入 每 增 长１美

元，就会有５８美分流入这些超高收入家庭。例如，
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２００７年收入为３７亿

美元，是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７．４万倍。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之后，美国屡次经历“没有就业增长的复

苏”。１９９１年，美国的经济产出用了三个季度恢复

增长，但就业用了２３个月才回到衰退之前的水平。

２００１年，美国用一个月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就业用



了３８个月才回到衰退之前的水平。这些数据说明

了美国内需动力的彻底丧失，说明贫富差距是一切

的根源。
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社会保障的落伍，美国

的政客们以刺激消费的政策讨好选民。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开始，美 国 政 府 鼓 励 以 抵 押 贷 款 的 方 式 支

持民众买房。１９９２年 美 国 通 过 了《联 邦 住 房 企 业

安全法案》，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提高低收入家庭和

少数民族家庭的自有住房率。房地产信贷能帮助

政客拉选票，而银行看中的是政府的隐含担保，所

以大胆地进军房地产金融。大肆扩张信贷带来严

重的银行危机［４］。“当美国的模式放之四 海 时，世

人看到的则是流毒全球，普遍的贫困，暴富的族群，
宽松的货币，可怕的贫困代际传递。可以想象，法

治健全的美国因为贫富差距而陷入金融危机泥潭，
法治不彰、利益群体横行的社会，到底会如何。东

南亚金融危机、拉美经济危机早就提供了答案。”［３］

而且，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未来的危机仍

然会沿着这三条断层线爆发。
大卫·哈维是全球重要的思想家和批评家之

一，他在《资本主义的１７个矛盾及其终结》中剖析

了资本如何造就一个不平等的、危机四伏的系统，
以及目前资本主义世界内在逻辑的谬误，并尝试展

望了人类社会在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由于资

本总是寻找各种新领域，随后涌入逐利，交换价值

逐渐限制和主导了越来越多必需品。因此，许多曾

经由国家免费提供的使用价值都私有化和商品化

了，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事业等，不仅

在美国如此，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如此。哈维呼吁，
应该“把革命性的人道主义与基于宗教信仰的人道

主义结合起来”，“如此才能对抗各种形式的异化，
并从根本上将世界从如今盛行的资本主义方式中

纠正过来”［５］。
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多德在其

著作《不平等与全球经济危机》中对当前经济危机

和美国社会现状也作了深刻批判。作者认为，不平

等总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左右，但随着全球资本主

义的发展，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已经波及到了新的

方面。这些方面在早先并不为人所知。今天的危

险既不是“偶然”，也非“早有图谋”。它是由一系列

“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共同引起的，并通过许多因素

的相互作用不断强化，包括消费主义、资本主义的

意识形态与政治，以及今天有权有势且无处不在的

媒体集团。二十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剥削与

寡头统治的日益盛兴而造成的严重不平等，是导致

当今这场金融灾难的核心原因。“不论不平等是不

是‘所有邪恶的源泉’，它必然是世上诸多悲剧的核

心原因。”［６］

２０１４年学术界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法国经济

学家托马斯·皮克提的《２１世纪资本论》一书问世

所引发的理论震荡。作者指出，近几十年来，世界

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而且据预测将会继续恶

化下去。“目前在美国，１０％的人掌握了５０％的财

富，而１％的人更掌握了２０％的财富。现有制度只

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７］皮克提认为福利社会

其实解决不了问题。无论是教育、医保，还是所得

税，都不能有效地解决资本在社会中分配相当不均

的问题。由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简单的建议：“征收

１５％的资本税（财富总额），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

税提到８０％左右，强迫银行提高透明度，提高通货

膨胀等等。”［８］《２１世纪资本论》引发了资产阶级右

翼的强烈不满。保罗·克鲁格曼直言：“任何认为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个重要问题的人，都是马克

思主义者。”［９］

不仅如此，全球经济危机也导致欧洲国家工作

场所不平等 的 加 剧。“２０１２年 国 际 劳 工 组 织 通 过

对工作条件、工资和收入、就业和性别平等等问题

的分析、对来自欧洲３０个国家的数据，由顶尖专家

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

来，欧洲国家工作场所的不平等状况出现显著恶化

的趋势；其中在多数欧洲国家，青年人的失业率、低
技术工人的就业状况以及女性的就业歧视，尤其不

容乐观。报告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推出紧缩

政策和劳工改革措施，这一趋势还将持续。劳工组

织的特别顾问说，报告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
工作场所的不平等不仅是导致全球经济危机的因

素之一，而且还将由于危机变得日益恶化。除非这

一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世界经济体系将始终处于风

险之中”［１０］。

二、资本主义的衰退不可避免

许多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在探讨危机根源，研究

了资本主义 的 致 命 缺 陷 后，得 出 了 令 人 震 惊 的 结

论：资本主义的衰退不可避免。

２００８年 诺 贝 尔 经 济 学 奖 获 得 者、普 林 斯 顿 大

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是全球化坚定的捍

卫者，无论是其思想还是主张，他都和马克思主义

没有关系。但是，他对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的警觉

和对资本主义衰退趋势的认识，是值得重视的。
保罗·克鲁格曼在其所著的《萧条经济学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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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和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中预言，世界经济在２１世

纪的衰退不可避免，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风波还将

愈演愈烈。作者说：“但凡思考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大萧条’问题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那是一场无妄

之灾，而不是无法避免的悲剧，认为经济学家和决

策者已经汲 取 了 教 训。但 实 际 情 况 是，１９２９年 股

市大崩盘只是拉开了２０世纪大萧条的序幕。接下

来是，１９８２年债务危机，第三世界国家遭遇危机后

的萧条；１９９１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至今仍在萧条

中徘徊；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诸多经济体深

陷衰退；２００７年美国次贷风波愈演愈烈，经济萧条

再度袭来。”世界或将遭遇“失去的十年”，萧条经济

学重返历史舞台［１１］。保罗·克鲁格曼以全球化捍

卫者的经济学家身份，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衰

退趋势，认 识 到 全 球 金 融 经 济 危 机 爆 发 的 无 法 避

免，这能够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视野理解马克思主义

揭示的资本主义本质所在。
萨米尔·阿明是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一书中，着重分析了全球

两极分化的前景。他指出，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的“黄金

增长期”及其巨变，引发了新形态的两极分化，世界

体系被塑造成一个与过去迥然不同的状况，人类正

处于一场危机之中。资本主义为管理这场危机作

出了种种努力，其中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为代表的布雷顿森林体

系最为突出。作者认为，“对资本积累的经济管理

空间一直与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空间是同一的，但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却终结了这种空间上的同一性。
随着旧的增长模式衰退，南方和东方的外围国家都

陷入了 民 族 国 家 的 危 机 之 中。”［１２］阿 明 的 观 点 表

明，随着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那种完全依附资

本逻辑的现实制度必然要被更高一级的社会发展

方案所取代。
彼得·希 夫 是 美 国 著 名 经 济 学 家、投 资 经 纪

人、财经作家及财经评论家，畅销书作者。在《国家

为什么会崩溃》一书中，彼得·希夫谈到，“美国正

在变成一个由政府吹起来的大泡沫，一个在残酷的

现实面前行将破裂的泡沫……美国经济乃至每个

人，都将面对灾难性结局”。作者还进行了中美对

比，认为，“在２０世纪中叶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想

象到中国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眼前的中国已成为

全球自由市场变革力量的模板式代言人，而美国则

因政府的不当管理而成为停滞的‘典范’。在美国

以借钱和消费引领全球潮流的同时，中国则因储蓄

和生产而声震世界。美国企业面对的是沉重而繁

琐的监管与税收，而中国企业所享受的则是最低程

度的政府干预。在中国，领导者始终致力于实现理

性增长，维护本币价值。而在美国，却在人为地做

着相反 事 情：制 造 虚 假 增 长 和 货 币 贬 值。总 而 言

之，两个国家 恰 好 在 全 球 经 济 列 车 的 两 端。”［１３］这

位纯正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在关于未来的预测和

论断上竟然是如此肯定中国的发展，如此不看好美

国这一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未来。实属意外，又极

能说明问题。
英国剑桥大学贾吉商学院终身教授、剑桥大学

发展研究学科主席彼得·诺兰则直言不讳地表明

了他的观点，就像他著作的命题：《十字路口：疯狂

资本主义的终结和人类的未来》。彼得·诺兰说：
“人类正处于十字路口，‘放纵资本主义’的时代已

经结束。人们最终必须学会跨越国家、文化和发展

水平 的 界 限，互 相 合 作，克 服 威 胁 人 类 生 存 的 难

题。”接下来将会如何仍是未知之数。其中一条道

路通往合作，这是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而另外一

条道路通往冲突，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条时常踏足

的道路。人类将会踏上哪条道路？未来的世界将

由美国、中国还是伊斯兰世界决定？人类的未来到

底在哪里？［１４］彼得·诺兰教授的发问，似乎对于疯

狂资本主义的终结和人类未来充满了迷茫，但是他

提出问题的同时就给出了答案。就像一些著名学

者给予作者的评论一样，他要揭示的都在他充满迷

茫的提问中一目了然。
英国 学 者 尼 尔·弗 格 森 在 其 新 作《西 方 的 衰

落》中，直 接 提 出 西 方 的 衰 落 根 源 于 制 度 的 衰 败。
书中写道：“早有人预言西方社会的衰落。如今，这
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

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
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尼尔·弗格森认为制

度的衰落难辞其咎。作者揭示：“代议制政府、自由

市场、法治和文明社会本是西欧和北美社会的四大

支柱，如今这些制度的衰退令人扼腕。”１９８９年夏，
日裔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作出大胆预

测，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不折不扣的胜利是西方社

会的真正胜利，并宣称“人类意识形态进化史的终

点”就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得到普及，也就是人类

政府的最终形式”。时过境迁，如今的世界却俨然

呈现出不同的局面。“经济自由主义”完全成为有

色标签，而中国等地的支持者对西方民主制度公开

表示 不 屑。西 方 社 会 发 展 停 滞、举 步 不 前。在

１９８９年投资西方的人们遭到了严惩（他们自２０００
年起就一无所获），而在西方以外地区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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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相当丰厚。这一“大分流”要比福山大胆预测共

产主义的倒台还要令人瞠目。福山著书之际，世界

经济的重心还稳稳地落在北大西洋地区。而如今，
它已然超越了欧亚分界线乌拉尔山脉。据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国的ＧＤＰ会在２０１６年赶超美

国。到２０２５年，世界经济重心将位于哈萨 克 斯 坦

以北，这几乎与公元１５００年崛起之前的西方处于

同一纬度［１５］。
上述学者的思想观点，无论其是否属于左翼阵

营，其共同特点，一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直指制

度核心；二是对以另一种形态进入全球化进程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寄予肯定和期待。在全球

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独

树一帜，风景这边独好，不能不被具有客观理性思

维的世界各国学者所关注。

三、资本主义与西方民主

的冲突无以调和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风暴后，资本主义

制度受到广泛质疑，世界范围内出现对西方资本主

义经济制度、发展模式和民主政治制度与日俱增的

批评，西方失望与信仰动摇情绪明显。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哈罗德·迈耶森

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文章以犀利、富有

洞见而著称。他曾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发表了一

篇题为“存在缺陷的美国政治模式帮助了中国”的

文章，表示了他对西方民主制度退化和中国模式挑

战的担忧。当然，这篇文章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
秉持“中国威胁论”，以忧患意识看待美国的缺陷。
我们不妨以他给予我们的立场，认识一下他所要陈

述的事物。哈罗德·迈耶森写道：“参议院的共和

党人可曾意识到，美国现在的劲敌中国正在嘲笑美

国的民主没有能力创造就业岗位来恢复经济，并且

将这作为威权主义优越性的证据。”《中国日报》评

论说：“西方式的选举是富人的游戏，他们受到候选

人能够利用的资源和资金的影响，设法赢得大选的

人很可能 站 在 他 们 党 派 或 资 助 人 的 立 场 上 行 事。
这个观点 是 有 力 的，因 为 它 相 当———尽 管 不 是 完

全———正确。美国很多保守派的行 事 方 式 似 乎 是

在急于证明这些话的正确性。最高法院２０１０年１
月的一项裁决，允许各个企业可以无限制地投资于

选战。这听起来似乎是有意要验证前述观点。最

高法院已经裁定，大笔金钱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主

宰选 举。这 是 在 世 界 面 前 对 美 国 民 主 价 值 观 的

嘲弄。”［１６］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哈罗德·迈耶森再发表文

章《资本主义与西方民主发生冲突》，称“资本主义

令民主栽跟头”。文章说：“对美国人来说，这些问

题听起来很奇怪。资本主义和民主就像连体婴儿

一样，不是吗？这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说法，然而，
冷战结束后，事情变得模糊起来。事实上，一年来，
资本主义完完全全令民主栽了跟头。这种情况在

欧洲最为明显。”整个欧洲市场似乎受够了这种民

主主权国家谬论。制度冲突正在各地爆发。持续

３０年的和平 只 是 市 场 和 人 更 为 普 遍 的 冲 突 状 态。
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所长沃尔夫冈·施特

雷克认为：“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来，各国政府

不得不竭 尽 全 力 满 足 两 种 制 度 相 互 冲 突 的 要 求。

７０年代，各国政府奉行通胀政策，以帮助工资突然

停止上涨的 劳 动 者。８０年 代，以 罗 纳 德·里 根 政

府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为首的各国政府倒向

另一边，提高利率、增加失业并帮助瓦解工会。９０
年代，政府采取致命的折中办法：为了对收入增长

停滞做出补偿，私人债务飙升，拥有住房者和消费

者依赖不受管制的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２００８年

债务市场崩溃，整个态势发生逆转：各国政府通过

赤字开支承担起各自公民无力再承担的债务，以对

抗大衰退。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冲突正在各地爆发。
欧洲人———甚至 美 国 人———可 能 很 快 就 会 面 临 一

个他们很长时间内都未曾思考的问题：他们站在哪

一边？”［１７］哈罗德·迈 耶 森 的 犀 利 评 论 令 人 震 撼，
不愧是坚定的美国利益捍卫者。这也是我们在阅

读思考他的评论时不能忘记的前提。
美国政治学者、《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

尔对于美 国 民 主 存 在 的 深 刻 悖 论 也 有 独 到 见 解。
他使用了“消费者民主”这个概念来形容今天美国

民主的特点。所谓“消费者民主”指的就是一种极

为短视的“减肥可乐式的文化”，一种“既要甜味又

不要卡路里；既要消费又不储蓄”的民主制度。内

森·加德尔承认美国这种民主制度已无法适应中

国崛起带来的挑战。“现在美国生活在消费者民主

制度之中。在这种制度下，从政客、传媒、市场反馈

的所有信息，都引导社会获得即时的自我满足。这

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

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新的现实环境要

求增强政府的统治能力，设计更好的管理体制：既

有更多的制约，又更能平衡各方利益。这种体制不

仅能够抗衡新媒体时代‘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而
且能够抗衡定期选战接近时的种种压力。这些压

力都是政党策划和电视即时新闻排斥民主协商所

０１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１月　



造成的恶果。”［１８］

哈罗德·迈耶森和内森·加德尔的评论，包括

其他学者关于类似问题的论述，自然是站在美国及

西方的立场上，揭示问题的目的也是为警示美国政

府，要意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及解决的紧迫性。但

其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与民主冲突不可调和的客

观性所在。这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不啻为

一 个 可 以 有 所 作 为 的 领 域，借 此 推 动 社 会 主 义

事业。

四、资本主义的未来无从乐观

西方是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承 载 地。当

代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的观点，同样具有超前的预

见性和穿越时光的洞见力。关于西方盛行的新自

由主义，同样有许多思想家，站在人类公正的立场

上，客观评判或者批评资本主义的弊端，揭露新自

由主义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无法掩盖的恶劣

后果，抨击新自由主义的推行者们不计后果、自私

贪婪的本质，对未来人类发展的前景深感担忧。
哈罗德·Ｊ·拉斯基是当代英国工党领导人之

一，政治学家，费边主义者，西方“民主社会主义”重
要理论家，社会民主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的重要代

表人物。拉斯基在其新作《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
中，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理性论述了欧洲自由主

义的历史和 未 来，对 人 类 的 未 来 进 行 了 预 警 式 思

考。拉斯基认为，自由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

而产 生 的 一 种 哲 学、一 种 思 维、一 种 情 绪，它 的 存

在，主要是为商业文明中的私有制提供意识形态上

的辩护，而这一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本质，在其发

展过程中已然表现得相当充分，取得了巨大的社会

成果，但是，代价也是巨大的。如果听任其极端地

发展，在未来社会中将产生沮丧的结果。［１９］拉斯基

所揭示的，正在被实践所证明着。
英籍韩裔学者、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发 展 经

济学专家张夏准，曾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

刻影响。他认为，现在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机构企图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谋取利益，而并

非帮助贫穷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他在其新作

《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 的２３个

秘密》中揭示：“自由市场根本不存在。每个市场都

有一些规则和界限在制约着选择的自由。市场之

所以看起来自由，就是因为人们完全不在乎市场背

后的制约因素，因而也就看不到它们的存在。市场

到底多么‘自由’难以在客观上界定，因为这是一个

政治界定问题。”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宣称的捍卫市

场自由并防止政府出于政治动机进行干预，这种基

本主张是错误的，因为政府常常卷入进来参与经济

活动，而那些自由市场主义者也与其他任何人一样

深受政治动力的影响。因此，破除客观上存在着一

个被界定为“自由市场”的东西这个神话，是理解资

本主义的第一步。［２０］

张夏准在其《富国的伪善》中准确预见了未来

的危机，２００８年 金 融 风 暴 证 实 了 书 中 提 出 的 两 个

中心命题。“首先，这场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

济理论的缺陷。解除管制、开放市场和私有化等新

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了更缓慢的增长、更大的收入

差距以及更多的经济不稳定。时至今日，虽然富国

的经济绩效也有所恶化，但主要还是发展中国家深

受其害。这场危机表明，即便在富国，新自由主义

政策也行不通了。危机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所取得

的经济成绩将会比现在更加糟糕。其次，这场危机

证实了富国的伪善最富戏剧性的一面。在历史上，
为了发展经济，富国广泛地运用保护主义、工业和

金融业的国有制、管制外国投资、疏于执行知识产

权法律等政策，但是现在它们却告诫发展中国家不

要采用，因为这些都是‘坏’的政策。”这种伪善目前

依旧存在，比如，“富国为了使发展中国家‘量入为

出’，强迫它们在金融危机时期实现预算盈余，但是

每当富国自己经历金融危机之时，却总是诉诸‘寅

吃卯粮’的赤字开支政策”［２１］。富国的伪善表现在

很多方面，关 键 是 张 夏 准 一 语 道 破 了 富 国 伪 善 的

本质。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伊

藤诚是日本当代乃至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家，他在其所著《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一书中对

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做了批

判性分析。作者提出了当前三个幻想的破灭：“第

一，由于高速增长时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

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想，遭受重大挫

折，民众对国家在提高经济生活水平上的作用和能

力的信赖完全丧失；第二，曾经被视为有效替代资

本主义国家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也暴露出非民主的

压制体制、党和国家官僚的特权腐败、产业技术革

新的困难而加深了危机，出现了崩溃；第三，取代凯

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确提出了与

以微电子（ＭＥ）信息技术发展为动力的、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的世界性重新活跃相适应的政策方针，但
是其中所存在的幻想也正在破灭。”［２２］伊藤诚的观

点颇具 悲 观 主 义 色 彩，有 些 观 点 也 值 得 探 讨。但

是，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未来幻想破灭的预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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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独到的洞见性和前瞻性。

２０１３年，五 位 西 方 杰 出 学 者 联 名 著 书，以《资

本主义还有未来吗》为题昭示了主题与结论。全球

著名学者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将进入结构

性危机阶段，最终走向衰亡；兰德尔·柯林斯着眼

于科技更新，推断中产阶级的结构性失业将使资本

主义难以维系；迈克尔·曼将资本主义的未来寄予

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改良；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否定

了苏氏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克雷格·
卡尔霍恩则着重探讨未来资本主义出现漫长停滞、
改良或被全新制度代替的可能性。五位学者通过

调查当下的全球图景，就资本主义体系是否还能生

存下去这一 关 键 问 题 做 出 了 精 彩 论 断。［２３］同 前 述

一些著名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忧虑一样，问题即是答

案：“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肆虐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之下，无论是马克思

主义者抑或其他各派学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均

持消极态度，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全面衰

退阶段的观点并不是个别现象。综观近几十年来

世界的发展和演变，不难看出，经济全球化已经成

为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

的一种国际化。这种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同“脱政

治化、政治私有化、反民主”结合在一起主导世界，
造成了经济危机迟迟不退，世界经济复苏疲软，世

界和平与发展遭遇桎梏的堪忧状况。通过西方各

界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预测，可以促使我们进一步立

足于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信心。同时“我们应正确认识和善于把握危

机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积极主动地发挥自身克

制危机的制度优势，趋利避害，化危为机”。［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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