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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当代视角

刘　小　英

[摘　要]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社会主义已经从理论变成了现

实 ,资本主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以及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苏东剧变 ,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极大的挑战。特别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 ,如

何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学”者

的根本分歧 ,也是正确认识社会形态转化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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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理论

马克思认为 ,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当“社会物

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

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

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1](第 32-33页)。但是 ,马克思也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在它的物质存在

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 ,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因为

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 ,任务本身 ,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

候 ,才会产生”[ 1](第 33 页)。这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体现 。

1848年 2月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

作用”的同时 ,也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论断[ 2](第 274 , 284 页)。

但是 , 1848年 2月兴起的大革命和 6月的工人大起义 ,却很快就被资产阶级镇压下去 。从此 ,马克思就

用毕生的精力潜心研究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规律 。认为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也同历史上其他社

会形态一样 ,有它自身产生 、发展和被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的发展规律性 。这个规律性的内在动力 ,就

是其自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马克思在分析研究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各个层面的历程

后 ,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私人占有的矛盾。这对矛盾的存在发展 ,就

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因而 ,马克思在研究了资本的积累过程后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

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 ,达到了资

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

剥夺了。”
[ 3]
(第 269 页)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理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能否定这个理

论吗 ?对此 ,马克思主义者与西方“马克思学”者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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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 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 ,本来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境

地。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资本主义掀起了以电子化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 ,使科学技术成

为当代社会的第一生产力 ,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巨大革命力量 ,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一

系列深刻的变化 。

第一 ,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推动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

历史的有力杠杆 ,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 4]
(第 372 页)。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 ,每一次重大

科技进步 ,都会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20世纪 80年代后半期 ,微电子技术 、信息技术 、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 ,把西方国家从机器大生产时代提升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自动化生产

时代 ,实现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新科技革命又进一步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的较

大调整 ,突出表现为传统的第一 、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 ,而以金融 、信息和其他服务

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却迅速增长 ,同时各产业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 ,就业

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从劳动者在三大产业的分布来看 ,农业劳动人数锐减 ,工业劳动人数增

长缓慢 ,从事服务业劳动者的数量却不断增加 。其次是脑力劳动者比例大大提升。从事信息的收集 、处

理和传输的“知识工人”增多 ,非知识工人减少 。更重要的是 ,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 ,现在资本主义经

济发展已经很少会出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经济产值下降近一半那样的大起大落 ,经济衰退也主要

是增长型的衰退了。

第二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二战后 ,资本主义适

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 ,做出了种种自我调整 ,出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性增强的趋势 ,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现实生产力的适应和容纳能力 ,为生产力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正

如马克思所说:“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

长的必要性 ,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 ,愈来愈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

看待。”[ 5]
(第 751页)所谓“愈来愈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 ,即资产阶级不得不在资本主义制度的

允许范围内 ,对其生产关系向着社会占有的方向进行有限的渐进式调整 ,这些调整措施包括:(1)为适应

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 ,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出现了多元化 、股份制经济发展和股权分散化的趋势。

(2)国有经济发展模式。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纷纷推行国有经济 ,为资本主

义容纳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新的活力。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应用 ,经济民主逐渐实

现 ,劳资关系大大缓和 ,并建立和实施了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 ,导致了阶级结构的变动。

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就大大地消减了 。加之上层建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

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从而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注入了活力 。

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是否推翻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呢?他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认

为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推翻马克思的理论 ,这些新变化只能说明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是一个

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而在某些西方“马克思学”者看来 ,当今的科学技术新发展及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应用 ,使

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过时了 ,剩余价值的理论是一个不能证明的原理。米尔斯

说:“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中 ,经济的或物质的贫困并没有加深 ,与此相反 ,事实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水

平普遍提高了” ,作为马克思主义一部分的剩余价值论 ,失去了“它的物质剥削的坚实基础”[ 6](第 114-115

页)。另一位“马克思学”者海尔布隆纳说得更明确:“剩余价值的存在正像马克思当时一样仍然是一个

不能证明的原理 。这是一个启发性的概念 ,而不是一个实用的概念 。”
[ 7]
(第 74 页))二者表达不同 ,但都

一致否定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对劳动生产者剥削的事实 。这是完全错误的论调。无论是从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还是从全球角度来看 ,贫困问题至今仍远没有得到解决 ,贫富分化的趋势仍在继续扩大。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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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都是同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资本构成和体制结构及其强加于世界经济秩序等现象有机地联系

在一起的 。我们知道 ,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在分析和研究了劳动价值论和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基础上 ,

进而分析和揭示出在劳动力同资本交换过程中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剩余价值至今

在发达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仍然存在 ,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 。否定了剩余价值 ,整个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的大厦就会倒塌 。可见 ,西方“马克思学”竭力以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某

些事实来否定剩余价值论的目的 ,在于全盘推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我们需要予以批判的。

三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说明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 ,它

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这种现实状况无疑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是一个漫长而复杂 、曲折的

历史过程 。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并没有消除它的基本矛盾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 ,不管未来的

道路多么曲折漫长 ,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目前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

展的实际情况是 ,生产关系既非完全适应 、亦非完全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二者处于一种既对抗又协调

的张力结构之中 。这种张力结构表明 ,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虽然能够暂时地促进经济繁荣 ,缓

解社会矛盾 ,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自身固有的基本矛盾 。

第一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仅仍然存在 ,而且 ,这

一矛盾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和加剧 。一方面 ,随着科学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

展 ,生产社会化程度有了长足的提高;另一方面 ,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质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第二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为了缓解资本主义矛盾 ,在创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 ,也把资本

主义的内在矛盾扩展到全球范围内 。首先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 ,西方列强依靠经济交往和文化渗透等新殖民主义手段来维护并扩大它们在发展中国家侵占

的各种利益 ,强化“中心”与“边缘”式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国际贸易中 ,发达国家利用垄断地位 ,控

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上的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 ,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的重要手段。事实上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越来越多地占有和支配

着世界的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 ,它们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 、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变得

更加尖锐 ,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的矛盾必然日趋剧烈。其次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使得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更加密切 ,相互依赖的

程度也进一步加强。但是 ,对外扩张和攫取高额利润的本性又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经济矛盾是不可调和

的。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不仅在经济争夺中竭力维持自己的领先地位 ,而且加紧对其生活

方式和文化产品的输出 ,使得欧洲各国深感不安 。尤其是伊拉克战争爆发后 ,面对美国独霸全球的野

心 ,欧洲各国加强了合作团结 ,以强化欧盟实力 ,与美国相抗衡。争权夺利的经济冲突和文化抵牾使得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这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有可能会激化资本主义国家

内部的各种矛盾 ,二者是互相影响的。

第三 ,在当代科技革命和全球一体化的新形势下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也发生了微妙的

变化 ,已经由暴力革命转变为和平演化 。事实上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通过议会形式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 。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 ,社会财富的大量涌流 ,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的共同

富裕理想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在一些良性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 ,如北欧的那些福利国家 ,正在潜移

默化地发生着一些接近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变化。社会贫富差距日益缩小 ,阶级界限和意识逐渐淡漠 ,社

会福利和保障系统越来越完善 ,人们的责任意识和道德精神不断加强 ,国家的社会角色也发生了从阶级

压迫的暴力机器转变为服务全社会机构的趋向 ,这一切变化都有利于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

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虽然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强势地位 ,但是它在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的同时 ,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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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期 刘小英: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当代视角

积累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力量和内在因素。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蕴含的基本矛盾正在以一种新

的形式发展和激化 ,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则发生着向社会主义转化的趋势 。而世界上现存的社会主义

国家 ,尤其是中国 ,已经在饱经风雨之后走出了各种理论误区和实践盲区 ,踏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 ,

并且正在坚定不移地实现着社会主义的宗旨 ,那就是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发达的生产力和更加

和谐的生产关系 。社会形态的转化是在一个大时间尺度中完成的 ,它不可能在朝暮之间实现。就此而

论 ,马克思 、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预断 ,是就一种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而言的 ,它终究会被历史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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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s Theory of Capitalist Crisis:Contemporary View-Field

Liu Xiaoying

(Schoo l o f Po 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 tion , W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Sine M arxism came into being , Socialism had been realized and capitalism had

underg one pro found change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contempo ra ry capi talism , together w ith the

dramat ic changes in USS R and countries in the Eastern Europe in the 1980s and 1990s , presented

great challenges to M arxism .Thus i t is particularly impo rtant to examine the new changes of the

capi talism society , and to have a tru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 of histo ry that capitali sm w ill be

inevitably replaced by Socialism , because i t is no t only related to the opposi tion be tw een M arxists and

Weste rn M arxist scholars , but also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complicated and zig zag w ay different

social type s evo lve.

Key words:capitalism;surplus value;the rule of histo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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