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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帝国主义政治

唐 希 中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

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

在这期间
,

帝国主义经济在发展

中 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
、

新特点
,

那么
,

帝国主义政治有无变化呢 ? 如果有
,

主要表现在哪

些方面
,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 对这一系列问题
,

迄今尚未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
。

事实上
,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

帝国主义政治为适应经济集中和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需要
,

也产生了一系列新情况
、

新变化
。

这些新情况
、

新变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国家政权进一步从属于垄断 资产阶级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
,

资本主义国家一般代表全体资产阶级的利益
,

是整个资产阶级的

国家
。

到了帝国主义阶段
,

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

由于生产和资本的积聚与集中过程的加速
,

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资产阶级内部的严重分化
,

从资产阶级中分化出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
。

他

们聚敛财富成为财政金融寡头
,

大财阀
,

并且凭藉在经济上的绝对优势
,

渗入社会政治生活
,

控制国家政权
,

再不同资产阶级其它阶层分享经济政治权益
。

中产阶级在垄断资产阶级的排

挤和吞并下
,

不断丧失原来的经济政治地位
,

补充到小资产阶级队伍中来
。

这时的资产阶级

国家主要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

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
,

或者说是垄断资产阶级

的国家
,

再不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国家了
。

当垄断资本继续发展
,

尤其是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进

一步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国家与垄断资本密切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之后
,

国家从属于

垄 断集团的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

垄断集团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者和领导

者
。

从属于垄断组织的国家
,

运用经济的
、

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以及外交手段来维护和增加

垄断超额利润
。

国家干予和调节经济成为保护垄断利润的重要形式
。

国家赋税变成以公款补

助垄断利润的来源
。

国家加强对广大劳动群众和殖民地附属国的剥削
,

准备战争
,

实行国民

经济军事化
,

这些都是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
。

在英国
,

以五大银行为首的垄断财团控制着整个国家政权
。

垄断组织的中心 联 合 组 织
“
工业联合会

”

直接干予国家的经济政策
、

对外贸易
、

国家予算
、

税收和立法的全过程
,

被称

为
“

无形政府
” 。

美国垄断资本的最大 中心联合组织是
“

全国制造商协会
” 。

它的领导机关
“

特

别格询委员会
”

既是垄断财 团的参谋本部
,

又是美国内外政策的实际制定者
,

被称为美国的
“

超政府
” 。

美国垄断组织在对国家立法和行政机关施加影响的过程中
,

广泛地利用了
“

院外

集团
”

为自己服务
。 “

院外集团
”

一般是由一些熟谙官场世故和精通议会议事规则的前政 府 高

级官员和前议会高级职员所组成
。

这些人同议员多系老相识
,

他们流滋一气共谋对策
,

或者

炮制法案交由议会通过
,

或者利用议事规则加速或阻挠某项有利或不利于垄断组织的法案的



通过
。

法国垄断组织对国家的影响和控制
,

主要是通过法国
“

工商业全国协会
”

来实现的
。

这

个协会的成员不是法国参议院的议员就是国民议会的议员
。

它不只是控制国会
,

还影响和控

制法国政府 的政策
。

政府因为某些原因引起垄断组织的不满
,

垄断组织就会迫使政府辞职
。

例如
,

由法国激进社会党和社会党为主组成的赫里欧
“

左翼联盟
”

政府
,

在 1 9 2 4年 7 月上台后
,

实行了一些在竞选时所宣布的政治措施
,

引起垄断组织不满
,

被迫在 1 9 2 5年下台
。

1 9 3 5年弗

兰亭政府慑于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政策
,

谋求与苏联合作
,

签订 了法苏互助条约
,

最后被

垄断资产阶级逼迫下野
。

稍后的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也因为与垄断组织发生经济政治冲突而被

搞下台
。

斯大林指出
: “

许多资本主义政府
,

尽管有
`

民主的
’

国会存在
,

却受大银行的监督
。

国会总想使人相信它们在监督政府
。

而事实上政府的成员却是由大财团内定的
,

政府的行动

也受大财 团监督的
。 ” ①

垄断组织在使国家政权从属于 自己的过程中
,

不只是从外面影响立法和行政机关
,

而且

垄断组织及其代理人直接参与国会和政府工作
。

垄断组织及其代理人在对国家政权进行渗透和控制时
,

垄断资产阶级政党扮演了极其重

要的角色
。

如英国的保守党
,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

除了短期的工党执政之外
,

一直是保守

党单独的或以联合组阁的方式执掌政权
。

保守党的影响所以如此巨大
,

是因为支持它的有王

室
、

贵族院
、

上层僧侣
,

绝大部分军官和文官
。

因此
,

即使保守党没有在台上执政
,

在一定

程度上也实际控制着国家政权
。

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政党是共和党和民主党
。

在两次世界大

战之间
,

共和党连续执政十二年
,

其余时间是民主党执政
。

在英美宪法上虽然没有规定首相
、

总统候选人必须由政党提名
,

但是
,

在英美现代历史上首相
、

总统的候选人都是由政党主要

是垄断资产阶级政党提名的
。

尽管也有不是由垄断资产阶级政党提名的候选人 参 加 竞 选
,

但从来还没有一个当选为首相
、

总统
。

垄断资产阶级政党操纵选举
,

从而也就操纵了国家政

治
、

形成了两党轮流执政的所谓
“

两党制
” 。

法国的情况有些不同
,

号称全国性的政党有十几

个之多
,

这是因为法国存在着大量的中小资产阶级
,

它们极不稳定的经济状况构成了众多政

治集团和党派的基础
。

在法国经济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产阶级
,

充分利用了法国

政党众多的这一特点
,

通过组成反动的政党联合来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控制
。

在德
、

意
、

日法

西斯帝国主义国家里
,

由于法西斯政治制度的特征
,

资产阶级的多党政治被法西斯的一党制

所代替
。

法西斯党成了垄断资产阶级控制国家政权的工具
。

垄断资本家还采用亲自就任国家要职的办法对国家政权进行渗透和控制
。

这在英国表现

得非常明显
。

英国著名政论家罗斯在《议会代表》一书中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英国议会的阶级

基础和实质
。

他指出
,

在 1 9 1 8一 1 9 3 5年的英国议会议员不是出身于有产阶级
,

就是为这个阶

级服务的代表
。

在三百二十九名议 员中
,

一百三十九人是公司董事
,

一百三十七人是律师
,

七十九人是改良主义职工会的官僚
。

在 1 9 3 1年选出的众议院中
,

一百四十八名议员在大金融

和垄断工业中占据了六百九十一个董事职位
。

在 19 3 5年选出的众议院中
,

一百八十一名议员

占据七百七十五名董事职位②
。

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高兰
,

在《英国政治制度》一书中进

一步揭露了垄断组织同英国内阁的关系
。

他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内阁的一些主要材

料
,

得出结论说
: “

人们谈起英国内阁和大企业
,

指的就是同一个东西
。

过去多少年来保守党

中的主要的领导集团
,

一直是由企业家的公司董事所组成的
。

… … 因此 ,

由这类人所组成的

内阁执行立法和管理政府
,

必然代表他们那一阶级的利益和一般的资本主义的利益
,

这是意

料中的事情
。 ” ⑧ 在美国

、

法国
,

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权进行直接渗透和控制的规模也是较

大的
。

在德
、

意
、

日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里
,

垄断资产阶级与法西斯势力和国家政权融为一



体
。

一方面垄断资本家钻进法西斯政党
、

政权机关 占据要职
, 一方面法西斯领导集团倚仗手

中控制的国家政权
,

运用暴力和欺骗侵占大量资本和产业
,

成为大暴发户
。

在法西斯制度下
,

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的结合
,

以及 国家政权从属于垄断组织的情况
,

都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程

度④
。

二
、

国家职能进一 步扩 大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
,

资产阶级国家的基本职能是
:

对 内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
,

维

护资产阶级对国内的剥削和统治地位 , 对外保卫本国不受外来侵略
、

控制或者侵略其它国家

和民族
。

作为上层建筑的资产阶级国家
,

虽然在某些方面对社会生产进行干予
,

如规定经济

活动的一般的法律范围
,

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
,

一

发展道路
、

桥梁
、

运河
、

邮电等基础设施
,

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

但是
,

国家主要起着
“

守夜人
”

的作用
, “

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

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
” ⑤ ,

并不直接干予经济的发展过程
。

到了帝国

主义阶段
,

利用国家直接干予经济来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重要性便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

尤其是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
, “

战争和经济破坏逼迫

各国从垄断资本主义走 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⑥ ,

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予便大大 的 加 强 了
。

英
、

美一些最不乐意政府千予的资本家也从反对到逐步适应
、

习惯
,

并从中尝到政府干予的

极大好处
。

从此
,

他们认为
,

政府
“

有责任来缓和灾难和防止经济情况的过度动荡不定
” ⑦

。

国家直接千予经济开始具有经常性和全面性的特点
,

构成了垄断资产阶级国家基本职能的重

要组成部分
。

在三十年代国家干预经济的浪潮中
,

美国是一个最令人瞩 目的国家
。

美国政府干预经济

采取 了罗斯福
“

新政
”

这个举世闻名的政策
。 “

新政
”

首先从整顿财政金融入手
。

在罗斯福就职

的第二天
,

他就援引战时法令
,

下 令银行
“

休假
” ,

以刹住挤兑而引起的倒闭风潮
。

接着通过

紧急银行法令
,

政府对银行进行逐个审查
,

淘汰一部分经营不善和经济薄弱的中小银行
,

对

银行提供三十亿美元的巨额贷款
。

在农业方面
,

通过
“

农业调整法
” ,

实施 由国家对减少种植

面积进行补贴的措施
,

以此来减少耕地面积
,

缩减农业生产
,

提高农产品价格
,

克服农业过

剩危机
。

在工业方面
,

取消反托拉斯法
,

公开支持垄断组织对中小企业的吞并
,
通过

“

全国工

业复兴法
”

给予垄断组织以各种优惠
; 以大量国家贷款帮助大企业渡过危机

。

在失业救济方面
,

政府在进行直接救济的同时
,

更主要的是以工代娠
,

一是成立民间护林保土工作队
,

吸收失

业青年从事造林
、

森林防火
、

防治水患
、

水土保持
、

道路建筑等方面的劳动 , 二是政府 出钱

兴办公共工程建筑
,

以及房屋
、

公路
、

桥梁的改建工程
,

吸收失业工人就业
。

在社会福利方

面
, “

新政
”

规定了最低工资额和最高工时数 , 扩大工人组织工会
、

罢工和谈判的权力 , 通过

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
“

社会保险法
” ,

规定年满六十五岁的工人领取养老金
,

对患病和残废者

给予救济
。

可见
,

新政
“

新
”

之所在
,

在于抛弃了自 17 7 6年 以来所确 立的 自由放任
、

自由竞争

和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自我调节的基本原则
,

实行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干予和调节
。

通过国家干予
,

稳定金融市场
,

恢复信贷体系
,

消除生产过剩
,

维护工农业生产
,

扩大社会

福利
,

减少失业
,

协调劳资关系
,

缓和阶级矛盾
。

英国为了摆脱危机
,

政府在
“

产业合理化
”

的名义下
,

直接参与和推进纺织
、

煤炭
、

冶金
、

造船等衰退部门的资本集中 , 1 9 3 3年政府放弃了自 1 8 4 6年 以来实行的
“

自由贸易
”

政策
,

改为
“

保护关税
”

政策
,
取消金本位制

、

宣布英镑贬值
;
对伦敦的客运实行国有化

,

并相继建立了

中央电力局和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等国有企业
。



德
、

意
、

日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
,

同样采取 了国家全面干予和调节经济的措施
,

而且干

予的规模大
,

范围广
,

控制也更直接
、

更集中
。

以德国为例
, 1 9 3 3年希特勒上台后

,

立即对

经济实行统制政策
,

法西斯政权强制推行
“

卡特尔条例
”

和
“

股份公司改革法
” ,

加速生产和资

本的集中和积聚 , 成立全国经济最高领导机关
“

德国经济总会
” ,

指导国家的经济政策
,

制定

经济法令
,

决定财政予算
,

以及企业人员安置
、

原料分配和加工订货等
,
通过经济总会颁布

“

德国经济有机建设条例
” ,

把全国所有企业按部门
、

行业和地 区统辖起来
,

全部置于国家政

权的严格控制之下 , 疯狂扩军备战
,

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
,

对原料
、

资金
、

产品和劳力都实

行类似战时经济体制的严格管制
。

在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统治下
,

国民经济走上了全面军事化

的道路
,

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

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
,

国家千予经济主要是为了维护最大垄断组织的利

益
。

因此
,

这种干予不能排除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
,

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
。

同时
,

也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的失业和危机
。

但是
,

也必须看到
,

国家干予和调节经济的措施
,

在一

定时期和一些方面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

使经济得到恢复
,

垄断组织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加

强
。

三
、

国家机器普遍 强化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

马克思曾指 出
,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
,

英国和美国的军国主义和

官徐机构远不如资本主义的欧洲大陆那样发达
。

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
,

情况发生了

变化
。

1 9 1 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

进一步推动了英美国家机器的发展
,

因而对马克思关

于英国和美国不存在军事官僚机器的论断不得不进行基本修改
。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

写道
: “

现在到了 1 9 1 7年
,

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
,

马克思的这种有限制的说法已经不适

用了
。

英国和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撤克逊
`

自由制
’

(从没有军阀制度和官

僚制度这个意义来说 ) 的代表
,

已经完全滚到用官僚军事机构来支配一切
、

镇压一切的一般

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
。 ” ⑧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资本主

义总危机
,

爆发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第一次高潮
,

再经过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

危机和由此而引起的政治危机
,

国家大规模干予经济的新浪潮
,

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为摆脱

危机
,

争夺霸权
,

在全球范围内的激烈争夺
,

更大大地促进了帝国主义国家机器的强化
。

在美国
,

官僚机构的发展达到了很大的规模
。

美国建国初期只有三个部
,

南北战争时期

扩大为七个部
,

到了帝国主义阶段 已发展为十三个部
。

1 9 2 9年以前
,

美国总统只有权使用一

名行政秘书
,

到罗斯福上台后
,

设立了总统府常设机构
,

开创 了白宫官僚政治的局面
。

为了

全面地干予和调节经济
,

罗斯福政府还成立了一系列新的国家机构和经济组织
,

如国家复兴

管理局
、

农业信贷总署
、

农业经济调整署
、

田纳西流域管理局
、

农业电气化管理局
、

联邦非

常救济委员会
、

公共工程署
、

联邦住宅署
,

等等
。

国务院的编制也因为对外联系的扩大
,

对

外渗透和扩张的加强而不断扩大起来
。

美国联邦政府的扩大和加强
,

不仅表现在部
、

委
、

署
、

局的数 目及其雇佣人员的增加
,

还表现在一个部或机构之内下属单位和官员的增多
。

到第二

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

美国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增加到一百多万人
。

英国政府机构的发展也很快
。

1 9 1 4年
,

英国政府中主要设有内政
、

外交
、

殖民地
、

财政
、

贸易等十六个部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增设了空军
、

劳工
、

海外贸易
、

粮食管制和船只管制

等十三个部
。

1 92 5年设立了 自治领部
。

为了应付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
,

在工
、

农
、

商和金

融部门又建立了一大批新的机构和组织
。

政府机构日益扩大
,

文职人员 日益增多的发展趋势
,



在西方其它国家表现得也非常明显
。

军事暴力工具也加强了
。

二十年代美国常备军的人数是三十万
,

到三十年代增加到四
、

五十万人
。

三十年代
,

英国常备军人数达二十五万
,

法 国六十五万
。 “

非正规军
”

的急剧增加

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产阶级国家的一个特点
。

各帝国主义国家采用各种 非 军 队 组

织
,

如体育俱乐部
、

射击联合会等来培养受过军训的预备队
。

这种非正规军的数量是庞大的
,

截至 1 9 2 6年底止
,

英国有六十五万六千人 以上
,

美国有一百八十五万五千人
,

德国有近四百

万
,

意大利八十万
。

另外
,

各帝国主义国家还加强了专门从事镇压本国人民的替察力量
,

普

察的装备日益现代化
。

在和平时期各国维持如此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是前所未有的
。

政府权力 日趋集中
,

更是帝国主义国家机器 日益强化的重要特征
。

三十年代爆发的经济

大危机
,

严重动摇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
,

加剧了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发展
,

更加速了

政府权力集中的过程
。

在资产阶级民主制最发达的美国也不例外
。

美国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

是很大的
,

总统是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
、

陆海空军总司令
。

政府各部门都向总统负责
,

受总

统的领导和监督
。

一切重要决定都由总统作出
,

就是参
、

众两院的决定
,

总统也有权否决
。

在经济大危机爆之后
,

总统的权力更集中了
。

罗斯福在上台后的一百天
,

迫使国会通过了七

十多项法案
,

法案通过之快
,

致使议员无暇细读其内容
,

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 已
,

可见
,

议

会作用也降低了
。

垄断资产阶级赋予政府越来越大的权力绝不是偶然的
。

在帝国主义阶段的

政治舞台上
,

广大劳动群众的政治斗争已越来越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

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运动

和议会斗争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

在这样的条件下
,

议会制 已远远不能满足垄断资产阶级的

政治需要
。

为了有效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

加强对外侵略扩张
,

扼杀民族独立和民族 解

放运动的发展
,

垄断资产阶级便大大地加强了政府的权力和地位
。

从而结束了
“

议会至上
”

的

时代
,

开创了
“

行政专横
”

的局面
。

四
、

在统 治形 式和方法上的 变化

首先引人注 目的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之外
,

出现 了法西斯制度
。

1 9 2 2 年后的意大 利
,

1 9 3 3年后的德国
, 1 9 3 6年后的 日本以及西班牙

、

葡萄牙都建立了法西斯制度
。

法西斯制度是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另一种形式
。

它的基本特征是消灭资产阶级民主
,

实

行垄断资产阶级和地主集团的公开的血腥的独裁统治
。

这同资产阶级民主制
,

包括立宪君主

制和共和制的资产阶级国家
,

在统治形式和管理方法上都是很不一样的
。

在资产阶级民主制

的国家里
,

建立了代议制的政权制度
,

陪审员制的司法制度
,

以及其它民主设施
。

在广大群

众的斗争和压力下
,

资产阶级宪法规定 了许多民主原则
。

但在法西斯制度的国家里
,

情 况就

大不一样了
。

第一
,

法西斯政权集中在法西斯党魁之手
,

他们主宰一切
,

独裁一切
,

在形式

上也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
,

不受任何机关监督
;
第二

,

法西斯政府炮制大量镇压人民的法令
、

条例和决议
,

取消了公民在形式上享有的言论
、

集会
、

罢工等民主自由权利
,

除法西斯组织

之外
,

其他政党团体都被解散
,

广大群众
、

职员和士兵被置于庞大的军替和特务组织的严密

监视和迫害之下 ,
第三

,

取消了议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体现者而具有的一切权力和特权
,

废除了机关和公职人员的选任制
,

由于选举制度的反人民性
,

特别是在选举时旅用反革命暴

力
,

使议会选举完全流于形式
,
第四

,

国家机关的军事化和中央集权化
,

达到空前未有的程

度
,

地方的自治权和地方的选任职务被取消了
,

一切职权都转到了中央政府手中
。

因此
,

法

西斯制度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一般更迭
,

而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国家形式
、

一种国家形态
、

一种政体
,

被另一种国家形式
、

国家形态与国家政体所取代
,

即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和两党



制
,

被公开的恐怖专政所取代
。

这是一种更反动
、

更野蛮的统治制度
。

法西斯制度植根于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
,

是帝国主义政治趋向集中和反动的极端表

现
。

法西斯制度在德
、

意
、

日等国建立
,

主要的因素即第一位的因素是这些国家垄断资产阶

级的直接需要
。

正象毛泽东同志在指出阶级斗争紧张和尖锐的情况下
,

垄断资产阶级限制和

消灭民主的必然性时所说
: “

希特勒
、

墨索里尼
、

东条
、

佛朗哥
、

蒋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

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
,

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
,

取消或者索

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
,

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
。 ” ⑧ 因此

,

法西斯制度的出

现
,

并不表明这些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
,

相反
, “

应当把它看做资产阶级软弱 的 表

现
,

看做资产阶级已经不能用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方法来实行统治
,

因而不得不

在对内政策上采用恐怖的管理方法的表现
,

看做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在和平的对外政策的基础

上找到摆脱现状的出路
,

因而不得不采用战争政策的表现
。 ”

O

美国
、

英国
、

法国虽然继续维持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政治统治形式
,

但在资本主义总危机

不断加深
,

垄断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
,

垄断资产阶级在统治方法

和手段上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

一方面
,

充分
、

广泛地利用国家机器直接干予劳资关系
,

对

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展开直接的
、

公开的进攻
。

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国家
,

一般不

轻易直接介入劳资之间的纠纷
,

劳资关系的矛盾更多的表现为工人同个别企业主的冲突
。

到

了帝国主义阶段
,

尤其是资本主义开始了总危机之后
,

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直接干予

劳资关系便 日益发展和加强起来了
。

从前同个别企业主较量的工人
,

现在越来越经常地同整

个资产阶级国家发生直接冲突
,

极大地增加了工人运动的困难
。

垄断组织通过国家制定一系

列反动的法律和法令
,

限制
、

破坏和镇压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
。

在这方面
,

英国政府表现得

尤为露骨
。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

英国政府通过的反动法律有
: 1 9 19年的

“

警察法
” , 1 9 2 0年

的
“

政府应付紧急情况权力法
”

和
“

保守国家机密法
” , 1 9 2 7年的

“

劳动纠纷法
” , 1 9 2 9年和 1 9 3 3

年的
“

北爱尔兰民政机关特别权力法
” , 19 3 4年的

“

煽动骚乱法
”

以及 1 9 3 6年的
“

公共秩序法
”

等

等
。

美国政府也通过了限制工人罢工行动的法律法令
,

而且在一些罢工中
,

政府直接担负起
“

仲裁者
”

的角色
,

甚至出动警察镇压罢工斗争
。

另一方面
,

垄断资产阶级国家比以前较多地采用改良主义手法来腐蚀和控制工人阶级
,

如扩大普选权
,

颁布八小时工作制
,

扩大工会权利
,

实行失业救济和退休工人领取养老金
,

等等
。

这些改良主义措施对广大劳动人民具有一定的欺骗作用
。

此外
,

垄断资产阶级加强了对工人贵族和工人领袖的收买
,

并更加重视舆论宣传工具的

作用
,

这对破坏工运
、

愚弄群众起了极坏作用
。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帝国主义政治的上述种种变化
,

集中到一点
,

就是趋向集中
,

趋向反

动
。

帝国主义政治出现这种发展趋势并非偶然
,

既是垄断资本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

也是

现代世界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
。

列宁指 出
: “

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
。 ”

O 这种
“

垄断
”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的二十年又有了新的发展
:

由于生产和资本的进一步集中与积聚
,

出现了独资经营企业向合

资经营股份公司的转变
,

产生了一联串的联合股份公司
; 国内垄断进一步发展为国际垄断

,

出现 了一系列新的国际垄断组织
,

即国际卡特尔
多 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向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发展
,

把垄断资本推到一个更高形式的发展阶段
。

垄断资本的这种发展进程
,

突出地表

明了垄断资本经济实力的发展和在经济中绝对统治地位的增强
。



经济是基础
,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

有限制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是同自由资本主义阶

段的商品生产相适应的
。

高度集中的垄断资本
,

不可避免地要渗入社会的一切方面
,

要对国

内政治和国家政权进行全面地
、

集中地控制
,

并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为其服务
。

不这样
,

就不能保持住垄断资本在经济中的绝对统治地位
。

原来那种有限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

已

不能完全适应现在垄断资本的政治需要了
,

因此
,

不断遭到垄断资产阶级的破坏
。

阶级斗争

愈尖锐
,

破坏的程度也就愈严重
。

1 9 16 年列宁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
“

帝国主义经济主

义
” 》一文中指出

: “

自由竞争要求民主制
。

垄断则要求政治反动
。 ”

0 这一重要命题 已被两次世

界大战之间帝国主义政治趋向集中和反动的事实充分证明了
。

现代世界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
,

对帝国主义政治的集中和反动的发展趋势起 了加速的

作用
。

1 9 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

`

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

开创了

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

从此
,

人类历史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的过渡
。

资本

主义体系进入了总危机时期
。

在总危机的基础上
,

资本主义经济更趋腐朽
,

资本 主义的各种

矛盾更加尖锐
。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

资本主义世界经挤经历 了恢复
、

危机
、

相对稳定
、

大

危机
、

特种肖条和危机
。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最艰难的岁月
,

是
“

资本主义的失

败
” 。

。

西方无产阶级和殖民地
、

附属国人民为此承受了最沉重的剥削和压迫
,

这就促使无产

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日趋高涨
。

经济危机异常加剧 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

加剧了

资本主义发展的不 平衡
。

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转嫁危机和争夺舫权
,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激烈

地角逐
,

并加紧军备竞赛
,

准备再次重分世界的战争
。

世界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
,

加快了各国垄断资产阶级强化军事官僚机器的进程
,

以便

用来对付社会主义苏联的挑战 , 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
加强垄断集团在国际上

竞争的力量
,

实现削弱敌方
,

摧毁敌方霸权
,

建立自己霸权的 目的
。

基于上述的事实
,

可以

说
,

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集中和反动趋向
,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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