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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帝国主义

的 垂 死 性

洪文达

歹lJ宁在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 中

指出
,

按照经济实质
, “

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

义
,

或者更确切些说
,

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 ”

①它说

明
,

帝国主义是资本关系社会化的最高阶段
,

生产

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矛盾的发展
,

使资本主

义向更高级的社会制度过渡的经济条件已经成熟
。

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时代必然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

的时代
。

政治经济学中以三大矛盾尖锐化来解释帝国主

义的垂死性的流行观点
,

是不恰当的
。

首先
,

三大

矛盾本身都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
,

是经济关系的集

中表现
,

而垂死性则是帝国主义的重要属性
。

上述

解释方法有把经济和政治关系倒置的倾向
。

其次
,

垂死性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性质的规定
,

是和帝国主

义同始同终的
,

以三大矛盾达到极端
,

接着爆发革

命来说明垂死性
,

这就容易给人一种误解
,

似乎三

大矛盾未达到极端的时期
,

帝国主义的垂死性就不

存在
。

再次
,

这种解释把垂死性的经济内涵和由它

决定的世界范围的政治斗争混同了
。

直接从三大矛

盾分析资本主义走向死亡
,

是跨越了基本矛盾和垂

死性这一层次
,

无助于从根本上说清问题
。

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的理论中
,

始终是把垂死

性和过渡性等同看待的
。

列宁所说的帝 国 主 义 的

过渡性
,

是指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
,

资本占有形

式和组织形式的社会化
。

总的说来已发展到顶
,

余

地已很小 ; 而生产力和管理机构的发展已为更高级

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了物质准备
。

列宁是把
“

垂死的资本主义
”

和
“

过渡的资本

主义
”

的提法等同的
,

但他为什么认为垂死比过渡

钓提法
“

更确切
”

些呢 ? 很可能是
,

他在当时革命

形势高涨的情况下
,

估计到帝国主义快要死亡了
,

认为帝国主义这个过渡性阶段不是很长的
。

我认为
,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死亡期作了乐观的估计
。

主要是
.

因为
:

(一 ) 列宁写作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

高阶段 》 等著作时
,

正值帝国主义国家大战方殷之

时
,

大战暴露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性
,

造成了
“ `

下

层
’

不愿照旧生活
,

而
`

上层
’

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
’

治下去
”

②的局面
,

激起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义愤
,

革命形势已经高涨
。

列宁在这种形势下产生帝国主

义统治即将被推翻
,

世界革命可能很快胜利的想法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二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科

技革命的迅速发展
,

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迸作

用
。

但在二十世纪初期
,

对技术如此规模的发展
,

也是很难准确估计到的
。

( 三 ) 列宁当时已看到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

但那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是国家适应战争需要对国民经济进行管制的军事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它是和延长工作 日
、

提高劳动

强度
、

降低实际工资
、

使工人服军事苦役等联系在

一起的 (特别是在德国 )
。

它和二次大战后形成体

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在内容和措施上是有一些

不同的
。

所以
,

那时也很难设想当代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在一定时期内暂时缓和矛盾
、

促进经济发展的

这一方而的作用
。

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时
,

是认为过渡期不会很

长的
,

因此
,

才说
“

垂死的
”

这个词比
“

过渡的
”

更确切
。

但这一切都无损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历史

地位的光辉思想
。

(石边摘 自《 中国社会科学》 1 9 8 4年第 2 期 《帝

国主义腐朽性和垂死性 的若干 问题》 )

国际支付危机和债务危机

陈彪如

七十年代以来
,

国际收支结构发生 了迅速而深

刻的变化
,

出现了全球性的收支不平衡
。

在这期间
,

经历了两个周期
。

原来是工业国家顺差
,

发展中国
·

家逆差
。

1 9 7 3一 1 9 7 4年第一次石油提价后
,

石油输

出国的经常项目顺差猛增约 10 倍
,

达 6 83 亿美元 ,工

业国家从顺差转为逆差
,

计 1 1 0亿美元 ,非产油发展

中国家的逆差扩大 3 倍
,

总额为 371 亿美元
。

但到

19 7 8年
,

石油输出国的顺差几乎消失了
,

工业国家

又有了 3 37 亿美元的顺差
,

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逆差

《 列宁选集 》 第 2 卷
,

第 8 43 页
。

《列宁选集 》 第 4 卷
,

第23 9页
。

①②

5 9



却增加到4 1 1亿美元
。

这是第一个周期
。

从 1 97 8年到

1 9的年
,

石油再次提价后
,

石油输出国的盈余从 22

亿美元增至 1
,

143 亿美元
,

工业国家再度发生逆差
,

达 4 0 6亿美元
,

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逆差增加 1 倍
,

达 8 89 亿美元
。

从 1 9 80 年到 1 9 8 2年
,

石油输出国的

顺差下降到 1 0亿美元
,

工业国家的经常项月收支一

般都得到加强
,

于旦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逆差却达到

9 0叮乙美元
。

这是第二周期
。

从上述两个周期里
,

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支付模

式的变化
:

( 1 ) 发达国家顺差
,

发展中国家逆差 ,

( 2 ) 石油输出国顺差
,

非石油生产国逆差 , ( 3 )

发达国家顺差
,

非产油发展中国家逆差扩大
。

在这

里值得注意的是
:

发达国家和石油输出国有时是盈

余
,

有时是赤字
,

而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却是赤字不

断增加 ( 9J 79 一 19 8 2年的 4 年期间
,

逆 差 总 颇 达

3
, 4 32 亿美元 )

,

于是国际收支的赤字和盈余变成全

球性的问题
,

不仅直接威胁到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

而且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

从今后发展趋势

看
,

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逆差有可能缩小 ( 1 9 8 3年

将减至 7 00 亿美元 ) 这是因为
:

( 1 ) 石 油 价格稳

定
,

世界原料价格已趋上升 ; ( 2 ) 工业国家通货

膨胀下降
,

世界经济开始复苏 ; ( 3 ) 一些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调整收到一定效果
。

但各国情况不同
,

一些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逆差有继续扩大的趋

势
。

国际支付危机仍将存在
。

但国际支付的困难
,

主要不在于数额的大小
,

而在于调节的机制
。

所以

目前最紧迫的向题是改善国际收支调节的机制
,

否

则国际支付危机将愈演愈烈
,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

状况更令人不安
。

国际支付危机是与债务危机交织在一起的
。

发

展中国家的外彼
,

从 1 9 7 1年的 8 7 0亿美元增加到 19 8 1

年的 5
,
2 5 0亿美元

,

每年平 均 增长 20 %
。

据估计
,

到 1 9 8 4年底
,

第三世界的中
、

长期债务将达 6
,
3 7。亿

美元
,

短期债务达 1
,
0 0 0亿美元

。

庞大的国际债务在

威胁着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
。

.

当前债务问题是异常严重的
,

但在短期内不致

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金融危机
。

国际金融机构
、

国

际银行和各国政府通过多边谈判
,

采取协调行动
,

仍有足够的力量防止一场金融灾难
。

今后发展中国

家的外债是否会成为对世界经济的一个严重威胁
,

一方面取决于世界金融体系的效率与灵活性
,

另一

方面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调整经济
、

增加 出 口 的 结

果
。

关键性的问题是
,

工业国家应取消贸易保护主

义的措施
。

离开世界贸易的发展
,

国际债务可能变

成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

〔石边摘 自 《 国际 金融》 1 9 8 4年第 3 期 《谈谈

国际 金融形势》 )

过剩人口是普遍规律吗 ?

刘长茂

《试论马克思的过剩人 口增长规律》 ①的基本

观点是
:

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相互依存
、

相互制约
,

它们之间在运动过程中必然出现相互适应和相互矛

盾
, “

过剩人 口就是在两种生产的矛盾发展中产生

的
。 ”

其结论是
“

马克思的过剩人 口增长规律是普遍

地适用于各社会形态的
。 ”

过剩人 口是普遍的人 口规律吗 了 马克思在 《经

济学手稿 》 中谈到了几个社会的过剩人 口现象
,

但

在 《 资本论 》 第一卷第 25 章
“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

规律
”

中定论时
,

并没有作出过剩人 口是一切社会

共有规律的结论
,

恰恰相反
,

他认为相对过剩人 口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 规 律
。

这 一 结

论成了马克思和马尔萨斯在过剩人 口问题上的分水

岭
。

并不是有过剩人 口的社会
,

它 (指过剩人 口一

编者 ) 都能成为这
.

个社会的人 口规律
。

问题的关键

在于
,

过剩人 口与这个社会制度是否有 本 质 的 联

系
。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角度揭示并诊证了人 口相对

过剩是资本主义生
.

产方式特有的人 口规律
。

过剩人口
,

是
:

指没有就业的劳动人 口
。

马克思

说
: “ `

过剩人 口
’

这个用语只同劳动能力有关
。 ”

按

照马克思的观点
,

过剩人 口只同劳动人 口与没有相

应的就业手段有关
,

而与全体人 口同生活资料的多

少无关
。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

我国现在存在着过剩

人口
。

主要表现是
,

城镇进入劳动年龄的青年
,

不

能及时全部就业
,

即存在着待业青年
;
城乡又出现

了相当多的过剩就业
,

即两个人能干的活由三个人

千
。

过剩人 口和过剩就业从能否充分利用劳动资源

① 参阅程度
、

王冰著 《 学习马克 思关于过剩人口增

长规律的论述—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 周年》 , 《武汉大学

学报》 1 9 8 3年第 2 期 (编者 )
。

6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