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是对列宁思想的

进一步发展
【

文lJ崇仪

早在 19 7 1年 3 月
,

列宁在 《远方来信》 中就指

出
: “

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能产生空前严重的世

界经济的
、

政治的
、

民族的和国际的危 机
”

①
。

同

年 9 月
,

列宁在 《政论家扎记 》 中进* 步指出
: “
战

争异常迅速地加快了事变的发展
,

令人难以置信地

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
”

②
。

十 月社会主义革命胜

利后
,

列宁又在许多地方谈到资本主义体系已开始

崩溃
、

破裂
, “

帝国主义的总崩溃已经是一个很明

显的事实了
”

③
。

列宁谈到的
`。

资本主义的危 机
”

或
“

帝国主义总崩溃
” ,

都是指整个资本帝国主义

体系的危机或崩溃
,

是从整个世界范围内来考察资

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历史发展过

程和总趋势而得出的正确论断
。

过 去
,
帝 国 主 义

“

把世界一切国家牢牢地结成一个体系
,

也可以说

是结成一个肮脏的血腥的集团
”

④
。

现在
,

这个体

系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
已经 出 现 了缺

口
,

已经开始崩溃
。

在 《给欧美工人的信》 中
,

列

宁更明确地指出
: “

世界历史已把摧毁这个制度
、

推翻并镇压剥削者以及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的问题提到了 日程上来
” , “

全世界剥削者无力阻档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 ’

这一革命将使人类摆脱

资本的栓格
,

摆脱资本主义下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

战争的永久威胁
”

⑤
。

可 见
,

列宁不仅很早就提出

了关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思想
,

而且还指明

了在资本主义体系危机条件下
,

无产阶级革命的道

路及前途
。

斯大林根据十月革命胜利
,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中国和一批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 本 主 义 体

系
,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事实
,

、

第一次完整地提出

了关于
“

资本主义的总危机
’

{ 的理论
。

什么是资本

主义的总危机呢 : 斯大林指出
: “

它是世界资本主

义体系的总危机
,

是既包括经济
、

也包括政治的全

面危 机
”

⑥
。

(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
。

按照斯大林的

原意
,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重要标志
,

就是统一的
,

无所不包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始 崩馈 和瓦

解
。

例如
,

,

斯大林在谈到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时

指出
:

` .

,这种危机的基础
,

,

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

经济体系的瓦解 日益加剧
,

另一方面是脱离资本主

义的国家— 苏联
、

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

济实力日益增长
。 ”

① 他在论述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

的历史进程时
,

又在两个地方谈到
“

世界资本主义

体系的危机
”
或

“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
”

(着

重号是引者加的 )
。

斯大林把第一次世界 大 战 后
“

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体
.

系
”

作为资本主义总危机第

一阶段开始的标志 , 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欧洲和

亚洲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
”

作为总危

机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
。

这些也清楚说明
,

斯大林

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基本含义是资本帝国主

义体系崩溃
、

瓦解的趋势和历史过程
。

斯大林的这

些理论是与列宁关于
“

资本主义危机
”

和
“

帝国主

义总崩溃
”
的界想完全一致的

,

并且是对列宁的上

述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 “

总危机
”

概念是对

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的科

学总结和精辟概括
。

现在
,

我们不能幻想在较短时间内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就会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
。

尽管这样
,

由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开始的
,

以及由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一大批人民民主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

帝国主义旧殖民体系的瓦解
,

而进一步加深的资本

主义总危机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过程
、

总方向
,

却并

没有改变
。

(石边摘 自 《财经科学 》 1 9 8 4年第 3 期 《对 资

本主义总危机 理论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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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巨大的影响
。

在丫个时期内
,

起了二定的称极终
气 用

:

(二 ) 它促逃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陈资本的

流通
。

(二 ) 它有效地防止了各国进行货币贬值的竞

争
。

住 ) 它建立了多边体系并加强了国际合作
,

特

另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会员国提供各种类型的短

期和中期贷款
,

可以李黝对缓和会员国国辱收束逆差
的情况

,

不致因一国经济发生困难而弓!起连铆反伞
。

·
.

.

但是
,

布雷顿体系也有褥多缺陷
·

(一 ) 它以

一国货币 (美元 ) 作为主要储备资产
, ,

具有内在的
不稳定性

。

(二 ) 汇率体系定得过死
,

过于刻板
, :

`

不能适应各国经济情况的急剧变化
。

(兰少 “
粤际

货币基金协定》 对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没有作出明

确的规定
,

所以各国在调节对称问题

休
。

(四 ) 份额体系也木健全
。

(五

破坏性的大量资本流动
。

当前
,

国际金融形势动荡不宁
,

下原因
:

期争吵不

不能对付

主要是由于以

不一厂世界性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
,

实际上
,

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调
,

仅仅依靠需 求 限 制
、

货 币

贬值和信贷限额等办法
,

显然是不够的
,

还应扩大

贷款种类
,

改善贷款条件
,

增加多边金 融机 构 的
“
规划贷款牛

, ,

扩大
“
出日被动补偿贷款

”
的使用

范围
。

从长远看
,

急需设立二种公平合理
、

灵活有

效的调节机制
,
实行对称的监督气调臀

,
·

来哨除长
卜

期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情形
。

一 `

(二 ) 国际储备问题
。

近年来
,

形成一个多种

货币储备体系 , 在这个体系下
,

外汇储备经常从一

种货币转向另甲种货币
,

从而金融市场动荡加剧
” ,

为了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需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特

殊需要
,

基金组织应定期分配特别提款权
,

从而逐

步实现使它成为主要储备资产的目标
。 -

户 `
.

(三 ) 汇率问题
。

自19 7 3年资本主义各国普遍

实行浮动汇率以后
,

一部分经济学界人舌抱着赞同
态度

。

近年来
,

由于美国推行高利率政策
,

脸有关

国家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危害
。

现在
,

在世界经挤比

较稳定的情形下
,

.

各国有可能进行更高程度的国际
合作

,

稳定国际金融市场
。
在这里

,

一个关键问题

是
,

各国需要在僵硬的固定汇率与自由的浮动汇率

之间寻找一种稳定而又灵活的汇率制度
。

.

(四 ) 国际债务问题
。

国际债务危机实际上隐

优重重
,

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

为了克服危机
,

世

界金融体系需要国际金融机构
、

各国政府和商业银

行之间进一步加强合作
,

建立全面的
、

公平的多边

安排体剑
` :

现在基金组织已经表现出较 大 的
.

灵 活

性
,

碑是它同时也面!腐资金褪
.

问题
。

由于基金组

织在重新安排国际贷款方面处于中心地位
,

它就必

须首先摆脱它的财政困境
。

尹

这就要求改革国际货币

伞秒体制卜重新规定窄的任务和活动方式
。 .

:
_

从早前形势来看
, ,

国际货币改革 的 要 点 是
:

厂, ) 改进基金份领分配办法
, 放宽基金组织贷款

条件 ,
.

扩木基金组织的贷款能力
,

分配特别提熟权
与发展援助资金之间建立联系

, (二 ) 使特别提款

权真正成为主要储备资产
,

严格限制其他储备货币

的持有量
,

超过限额的部分要强制兑换为特别提款
.

权 , (三工汇率要相对稳定
,

要能迅速调整
,

以防

止短期资金的大量移动 , (四 ) 顺差国和逆差国对

国陈收支要进行对称的
,

有条不紊的调节
,

及时采

取纠正措施 ;
_

`五 ) 基金组织应该监督所有对这一

货币体系运转有重大影购的会员国的政策
,

谋求冬
国经济政策的协调一致

。

但是
,

在一些重 大 问题

与 各国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
。

所以在短期内只
.

能修漏补缺
,

采取一些应急措施
,

难有 重 大 的 突
、

破
·

在当前各种经济力量对比倩形下
,

国际货币体

系的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
、

曲折的过程
,

建立一种
.

更为稳定
、

更为公平和更为有效的国际货币金融体

制
,

仍是一件相当艰巨而遥远的事情
。

〔池
.

日摘自香港 《 经济导报?)l 娜年第 2
拂

《 国际货币休系的 回 顾与前暗》 )

西欧与美国经济关系的
「

基本特征

张蕴岭

战后以来
,

西欧和美国经济关系中的矛盾和冲

突呈不断增多和不断深化的趋势
。

系矛盾发展的第一个基本特征
。

这是双方经济关

一
近年来双方冲突和对抗之所以增多

,

是有着强

烈的背景和许多具体原因的
。

在持续 3 年之久的严

重经济危机的
一

打击下
,

贸易保护主义和千方百计扩

大外部市场
,

成了双方借以缓和危机的重要武器
。

以农产品为例
,

双方都面临着农产品的严重过剩
。

如何扩大销售市场
、

缓和过剩
,

就成了双方的当务

之急
。

这就导致了美国削价倾销和西欧提高补贴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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