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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原理 ,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演进具有独特的历史特

点。从时间维度看 ,两者之间经历了融合、分化到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 ;从空间维度看 ,双方在空间

上广延与扩展 ,表现出一种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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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理论认为:经济决定政治 ,政

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但是 ,经济与政治之间决不是简单的

线性作用关系 ,而是复杂的互动关系 ,它们之间表现为一种

动态的关系与过程。

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理论演绎

早在 1845— 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一书中第一次把政治同一定的生产活动方式联系起来。

此后 ,他们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社

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一再强调 ,一切政治

变革的终极原因 ,应当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 ,从

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由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

和经济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方面 ,“物质生活的生产

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1 ]

(第 32页 ) ,经济是基础 ,是政治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政

治是经济的反映 ,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具体来说: ( 1)政治是

从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 ,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着社会

政治关系。 阶级社会中 ,经济领域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反映

为政治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 2)社会经济的性质决定着

社会政治的性质 ,政治的性质是由经济的性质说明的。 ( 3)政

治的变动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决

定着社会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 ,政治又相对独立于经济 ,有

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它对经济有着巨大的反作用 ,在一定条

件下 ,这种反作用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此 ,恩格斯表述

为: “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是经济运

动 ,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

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 总的说来 ,经济运动会为自

己开辟道路 ,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

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 [2] (第 701页 )“历史过程

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经济状况是基础 ,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

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 ,还有上层建筑的

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 由胜利了的阶

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 ,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

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 ,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

理论 ,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2]

(第 696页 )在实际的社会进程中 ,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是通

过国家权力来实现的 ,其反作用的结果可能有三种情况: “它

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

快 ;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 ,它像现在每

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 ,它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 ;

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 ,而给它规定

另外的方向。” [2 ]
(第 701页 )

此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恩格斯在论及政治与经济的

关系时严格区分了两种情况:一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二是就某一具体的

历史时期而言 ,就不能用 “主要原理”来代替各种 “相互作用

的因素”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 ,“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

历史时期 ,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 ,那情况就不同了” [2] (第 698

页 ) ;“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 ,那么他就是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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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2]
(第 696

页 )恩格斯强调 ,他和马克思从来没有说经济是决定社会政

治现象的唯一因素 ,社会政治现象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在

这众多制约因素中 ,经济因素具有决定性意义。

因此 ,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观应包

含两个层面: 其一 ,就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的、终极的动因而

言 ,从宏观的历史抽象来看 ,经济决定政治 ,政治是经济的集

中表现并反作用于经济 ;其二 ,从特定的历史时段来看 ,二者

之间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不仅政治与经济交

互作用 ,在一定条件下政治能够对经济产生决定性的反作

用 ,而且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系统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

时间维度下的政治与经济

政治与经济是一对历史范畴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 ,这两

大领域既相对独立 ,又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 ,它们的范围、具

体内容与含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与延伸的。纵观

人类已经历的社会形态 ,政治与经济间的演进历程可概括为

合→分→合的辩证发展的趋势。

史前社会是否存在政治 ,目前尚有争议。 一般认为政治

现象是阶级出现、政治国家产生之后出现的 ,当然这是指较

成熟的、完备意义上的政治。 但是 ,政治也同一切事物一样 ,

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 因此 ,我们姑且将原始社会

氏族制度下的社会公共生活称为政治的原初形态。 人 ,作为

一种社会的存在 ,要求得生存与发展 ,不仅需要基本的物质

生活资料 ,而且需要有社会公共权威性的组织对其重大利益

关系进行协调与控制。 马克思、恩格斯在 19世纪 70年代以

后 ,运用前人对史前史的最新成果 ,对原始社会氏族制度下

的社会公共生活及其各种协调机制、功能和特征作了考察。

他们指出 ,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 ,单个人力量太小 ,为了

生存 ,人们不得不共同劳动 ,在劳动中形成原始的互助合作

关系。又因为劳动成果很少 ,所以消费品只能实行平均分配。

集体生产的成果为集体所有 ,形成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与

这种生产关系相对应 ,原始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 它

既是社会的基层单位 ,也是社会的生产组织 ,氏族内部实行

原始民主制 ,不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权者与无权者之

分 ,氏族成员中的一切男女都有权参加氏族会议 ,决定一切

重大问题。因此 ,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下 ,由于各种社会功

能分化的程度很低 ,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十分单一 ,生产与家

庭密切结合 ,人类社会的原初形态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融

合在一起。 在那个时代 ,亲缘关系、宗教观念、首领人物对人

类共同体的作用远远超过后来的时代 ,从而非经济因素对社

会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是超过经济因素的 ,尽管物质生产方式

提供了发展的最后限界 [3]
(第 69页 )。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对立的出现 ,

整个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 ,氏族

制度被国家制度所取代。 此时 ,用简单分工的办法建立的用

来保护共同利益的一些机关成为维护特殊利益的工具 ,公共

管理机构的人员成了阶级社会出现后的第一批官吏。正如马

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 “随着城市的出现 ,必然要有行政机

关、警察、赋税等等 ,一句话 ,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 ,从而

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 [4] (第 104页 )政治成为阶级社会中

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政治一旦产生 ,便同经济一样成为一

个独立的社会领域 ,出现了政治与经济二元分化的雏形。 尽

管就历史发展的趋势而言 ,经济决定政治 ,经济是基础 ,它的

产生也较政治早 ,但政治出现以后 ,尤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

社会下 ,经济却成了政治的附庸 ,经济领域甚至一切社会领

域都处在政治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因为越

是人类历史早期 ,生产力水平、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低下 ,人

们的经济交往关系越狭窄 ,人类的社会生活越分散和缺乏组

织 ,以强力为后盾的政治上层建筑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就越

重要。一方面经济交往关系的不发达给政治活动留下了巨大

的空间 ,另一方面 ,分散的、无组织的个人或家庭在以有组织

的暴力为后盾的国家权力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马克思曾

指出: “在古代国家中 ,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 ,其他的领

域都不包含在内 ,而现代国家则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的

相互适应。” [5] (第 283页 )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化过程在整个古

代社会和中世纪时期并未完成 ,马克思认为 ,欧洲中世纪的

一切社会领域 ,如财产、商业、社会团体和每一个人都具有政

治性质 ,即封建等级政治对社会经济实行超经济强制。 封建

庄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 ,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 ,同时也是

一个政治实体。政治对经济的强制 ,不仅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

同时也限制了政治的发展。 中国古代社会也是如此 ,表现出

“政治泛化”的特点 ,即“政治地位高于一切 ,政治权力高于一

切 ,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 ,对社会文化的

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 [6]
(第 6页 )

针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上述特点 ,马克思认为 ,近代资

本主义发展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是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

民社会分离的过程” [5 ]
(第 344页 ) ,即完成了政治与经济的二

元化过程。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产生了使市民社会从

国家政治的严格统治中摆脱出来的强烈愿望。市场经济之内

在要求 ,使私人的经济生活必须从国家政治的全面控制中分

离出来 ,成为自主的社会活动。 这与封建社会的全能政治发

生了冲突。 资产阶级通过斗争 ,首先完成了对财产和资本的

占有 ,然后又完成了对权力与地位的占有。于是 ,资本主义政

治制度得以确立 ,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法律等形式对政治国家

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各自行为价值、准则及活动范围作了合

乎程序的界定与规范。 伴随着对政治上、法律上人人平等的

宣布以及经济上自由竞争的进行 ,政治对经济的干涉减少

了。 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完成的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化 ,创造

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充分发展的历史条件。当然 ,资本主义

所完成的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化 ,并未使国家放弃对社会经济

的干预作用 ,但这种作用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超经济强制相

比已有质的区别 ,且有一定的范围与限度。正如马克思所说 ,

“资产者不允许国家干预他们的私人利益 ,资产者赋予国家

权力的多少只限于为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和维持竞争所必

需的范围内。” [7 ]
(第 412页 )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资本主义发

展进入垄断阶段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有所发展 ,并且

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尤其是 1929年至 1933年爆发

·84·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第 53卷



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使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受到挫

折。 随后罗斯福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 ,二战后主张国家干预

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 ,资本主义开始重视用

“看得见的手”—— 政府来弥补“看不见的手”—— 市场的缺

陷 ,普遍重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 本世纪 50年代 ,随着新

技术革命的兴起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不断向社会纵

深和横向扩展 ,政治与经济之间日益相互渗透 ,政治成了经

济性的政治 ,经济成了政治性的经济。 政治社会逐步变成了

市民社会 ,政治统治变成了经济统治 ,国家的政治功能转变

为经济和生产功能。政治的范围与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

步而不断扩大 ,经济领域越来越成为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的

中心。政治经济化与经济政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所谓政

治经济化 ,是指社会的政治利益、政治结构、运行机制及手段

在许多情况下以经济的形式和作用表现出来 ,最主要的是政

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来越深。经济政治化则表现为经济问题

越来越具有政治涵义 [8] (第 235页 )。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 ,就

提出了“经济方面的政治” ,他认为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之

后 ,应把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 ,从事国家建设方面

的政治 ,并且告诫人们 ,在新的形势下如果用旧观点来理解

政治 ,就可能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 [9] (第 308页 )。邓小平在总

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曾感慨地说: “多

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 ,还是

`以阶级斗争为纲’ ,忽视发展生产力。” [10]
(第 141页 )他强调

“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11] (第 163页 ) ,经济

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 ,

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政治

价值取向。

空间维度下的政治与经济

人类文明产生后 ,由于生产方式的限制 ,高山大海的阻

隔 ,人类长期散居于世界各地 ,相对孤立地发展 ,他们的活动

是按原始群、氏族、部落、民族、国家等不同社会和政治组织

形式进行的。 随着交往的频繁和活动的扩大 ,以及技术进步

带来的交通的便利 ,不同的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空间距离缩

小了 ,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大大增强。与之相对应 ,政治与经

济也随之在空间上广延与扩展。政治由国内政治扩展为国家

间政治、国际政治乃至全球政治 ,经济也由国内经济、国家间

经济扩展为世界经济、全球经济。

这一进程肇始于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 ,随着资本主

义和工业革命一起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破了农业经济

时代的地方狭隘性 ,表现出一种外向的突破国界、洲界的限

制 ,走向全球的趋势。 正如 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

党宣言》所描述的那样 ,由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 ,驱

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它必然到处落户 ,到处开发 ,到

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

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

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

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 ,精神的生产也是

如此。” [4]
(第 276页 )“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 ,就

把全球各国人民 ,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 ,彼此紧紧地联

系起来 ,以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

情的影响。” [4 ]
(第 241页 )

在这一进程中 ,工业革命以及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

使交通与通讯手段实现历史性突破 ,为市场经济向全球扩

展、辐射、渗透提供了载体。 回顾过去数百年 ,经济的世界化

与世界经济的形成经历了三个不同性质的阶段。第一阶段始

于工业革命以后 ,作为世界经济形成前期的世界经济是市场

的一体化 ,它以贸易为联系的基本方式 ,以商品交换为经济

活动的主要内容。 世界经济形成的第二阶段是资本的一体

化 ,时间大致始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阶

段 ,资本输出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取得了统治地

位 ,世界被纳入同一运动进程。第三阶段始于本世纪中期 ,以

科技革命为基础 ,推动了生产的全球化和贸易的国际化 ,国

际直接投资大量增加 ,投资流向从单向转向多向。与此同时 ,

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为瞬间完成资本流动提供了技术

载体 ,使国际金融市场充满了空间的机遇与风险 ,墨西哥金

融风暴与东南亚金融危机表现最为典型。随着全球经济的发

展 ,经济集团化和区域化加强 ,地区经济的一体化成为全球

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世界经济一体化既加深了各国的经济联

系 ,也增加了风险性 ,因为一国的危机会很快波及到邻国、整

个地区乃至全球。

国际政治的形成始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形成于帝

国主义列强把世界瓜分完毕 ,它与世界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

步进行 ,但以世界经济为基础。 国际政治形成的主要标志是

国际分工的完成 ,世界市场的出现和殖民体系的建立。 政治

的国际化体现为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交往 ,进入全球化之

后则表现为各种行为体间跨国界、跨地区的互动关系 ,国际

行为主体大量增加 ,突破了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单一局面。 冷

战后 ,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国际组织

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政治干预能力增强即是有力的证明。随之

而来的是政治行为的国际参与。 以政治冲突为例 ,当前国内

政治冲突已广泛渗入国际因素 ,冲突的动因呈多边化、复杂

化趋势 ,冲突的影响常超出一国波及邻国 ,冲突的解决也非

一国所能左右 ,常受大国及国际组织的干预与协调。

在国际社会里 ,政治与经济既紧密相连 ,密不可分 ,又相

对独立 ,具有各自的内在规律。总的来说 ,世界经济是国际政

治的基础 ,国际政治是世界经济的集中表现 ,两者不仅相互

依存、相互制约 ,而且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具体而

言:一方面世界经济是国际政治的基础和根源 ,国际政治是

随着经济的世界化过程出现的 ,国际政治是世界经济的集中

反映 ,但这种反映并不完全同步 ,或直接或间接 ,或快或慢 ,

一般表现为终极原因。 另一方面 ,国际政治反作用于世界经

济。 国际政治以世界经济为基础 ,但它一经形成即具有相对

独立性 ,国际政治对世界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主动的、积极的、

富有创意的 ;甚至在特定条件下 ,尤其在战争与军备竞赛激

烈之时 ,能够发挥决定性的反作用。此外 ,国际政治和世界经

济相互渗透 ,相互融合 ,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与国内政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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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济之间也是如此 ,世界各国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 ,尤以

冷战结束之后为甚。国际政治的重心从政治和军事领域向经

济领域倾斜 ,世界经济的政治效用空间强化 ,国际政治日益

以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 ,经济实力成为形成新的国际政治格

局的主导因素。 纵观以往的国际格局 ,维也纳体制、凡尔赛

—— 华盛顿体制和雅尔塔体制均是经过激烈的军事角逐形

成的 ,而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重构取决于各国际政治行为

体在经济与科技竞争中的沉浮。科技在当代的进步给各国经

济发展带来了重大而积极的效应 ,它已成为综合国力较量中

头等重要的因素 ,以经济竞争为主将取代传统的以战争手段

为主的旧模式。经济因此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角逐的重要手

段并直接导致了国际政治经济化、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 ,

对外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日益政治化 ,如西方以经济手段对

前苏联东欧进行政治渗透 ,美国前几年对我经常使用的“对

华贸易最惠国待遇” (现称“正常贸易待遇” )政策及 W TO的

准入等问题 ,均为国际经济政治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化的重要

表现。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 ,经济安全已成为

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极大地丰富了国际政治的内容 ,

国际政治突破了传统的范围 ,生态、能源等已成为影响国际

政治的重要因素。 目前 ,很多问题已很难界定是属于世界经

济领域还是国际政治领域 ,它们既是世界经济问题又是国际

政治问题 ,边界模糊且趋为一体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同时使

用经济与政治双重手段。

以上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原理为起点 ,

通过纵向历史考察和横向空间剖析 ,比较初略地探讨和揭示

了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演进特点。 然而 ,不同社会形态的政

治形式与经济形式和同一社会形态下的政治形式与经济形

式以及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不同政治形式与经济形式究竟如

何作用 ,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体现出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机制 ,表现出何种具体规律 ,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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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evolutiona ry characteristics o f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politics and economy from

time and space dimension separately. Viewing f rom time dimension, the rela tionships betw een poli tics and

economy underg o a dialectical, developmental process: infil trating , detaching and infil t ra ting again. Con-

sidering space dimension, bo th sides ex tend and expand so as to show ing a tendency o f penet rating and

conve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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