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替代全球资本霸权统治的另一种方案

———评 «全球化资本主义»

白雪秋

«全球化资本主义» 一书的作者是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 莫斯科大学经济学

系教授 Ａ Ｂ 布兹加林和 Ａ Ｌ 柯尔冈诺夫教授ꎮ 作为后苏联时期 “批判马克思

主义学派” 的奠基者和核心代表人物ꎬ 其思想观点主要体现在有关 “马克思主

义的人道主义历史哲学” 定位、 “作为向自由王国过渡过程的社会主义” 学说以

及 “全球资本霸权批判理论” 当中ꎮ «全球化资本主义» 正是对 “全球资本霸

权” 批判的理论结晶ꎮ

一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和主要方法仍然是适用的

布兹加林指出ꎬ “生活常常迫使我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ꎬ 对其进行批

判性的分析ꎬ 判定其有效性界限ꎬ 甄别已经过时的观点ꎬ 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

研究成果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①ꎮ 在布兹加林看来ꎬ 马克思主义作为经典

的理论和方法ꎬ 在人类社会生活基础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ꎬ 依然是适用的ꎮ 他

以马克思的 «资本论» 为例来说明问题ꎬ 认为现代全球经济依然是这样一个体

系: 进行商品生产ꎬ 在市场上通过货币媒介进行商品交换ꎻ 一方面是数十亿财产

的所有者ꎬ 另一方面是平均每月几百美金的雇佣工人ꎮ 他说: 如果我们把 «资本

论» 看作是主要以 １９ 世纪中叶的英国作为例证来阐述资本主义特征的著作ꎬ 那

么ꎬ 我们可以指出ꎬ 在某种程度上ꎬ 今天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

的改变ꎬ «资本论» 依然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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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ꎮ 布兹加林指出ꎬ 由抽象到具体作为辩证逻辑的

主要方法之一ꎬ 在马克思的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ꎮ 正是基于这一方法ꎬ 马

克思完成了 «资本论» 巨著ꎬ 从而建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ꎮ
(２) 辩证法ꎮ 在布兹加林看来ꎬ 世间万物都是正反两方面并存的ꎮ 比如ꎬ

进步与退步并存、 成长与退化并存、 生产力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并存等等ꎮ
与不断变化的现实相适应ꎬ 辩证法应当并且可以再现实化ꎬ 如果涉及经济理论ꎬ
辩证法可以与数学方法和形式逻辑的方法相结合ꎮ

(３) 网状空间ꎬ 共同创造ꎮ 布兹加林认为ꎬ 目前我们所处的信息、 网络时

代的特征ꎬ 不是线性ꎬ 不是边界分明ꎬ 而是网状ꎬ 是多点关联的ꎮ 这一前提的改

变ꎬ 恰恰让国家间的合作对象和竞争对手都需要重新定义ꎬ 敌视、 敌对将被合作

共赢、 共同创造取而代之ꎮ
(４) 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ꎮ 布兹加林在反思苏联的社会主义时指出: 作为

从 “必然王国” 走向 “自由王国” 的非线性转换时期ꎬ 苏联的社会主义既非

“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初级阶段”ꎬ 也非 “价值体系”ꎬ 其中包括一系列革命和反

革命、 改革和反改革ꎮ 正是基于对以往 “现实社会主义” 实践历史教训的深刻

总结ꎬ 布兹加林决意放弃 “社会主义” 一词的原有内涵ꎬ 而是重点突出其过程

性、 长期性和动态性的内涵ꎬ 将社会主义视为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历史

进程ꎬ 视为共产主义社会在世界规模意义上的诞生和形成过程ꎮ
按照布兹加林的思想观点ꎬ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类处于物质生产和异化性经

济关系统治的时代ꎬ 但自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以来ꎬ 也就是

人们通常所说的全球化时代以来ꎬ 人类所遭受的异化世界的统治则获得了最重要

的、 最彻底的、 最强大的体现形式ꎬ 也就是 “公司资本全球霸权” 的统治形式ꎮ

二　 全球资本霸权的基本特征

对于这样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新型异化统治形式ꎬ 布兹加林进行了具体的描

述ꎬ 指出了它的三个基本特征:
(一) “极权主义市场” (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 的形成ꎮ 布兹加林指出ꎬ ２０

世纪末ꎬ 当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和意识形态在自己的扩张当中达到了 “市场原教旨

主义” 的界限时ꎬ 总体性市场在经验的层面上变得格外引人注目ꎮ 他认为ꎬ 全球

化时代公司资本的发展ꎬ 其特征是一种 “极权主义网状市场” 的形成ꎬ 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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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生产内部和外部起作用的各种信息、 能量、 运输、 金融等系统的形成ꎮ 与

以往市场所具有的局部、 分离性质不同ꎬ 这一建立在后工业工艺基础之上的、 具

有灵活和无形特征的网状市场ꎬ 能够针对无数环节的具体需求者ꎬ 进行精确地生

产ꎬ 并且不断地脱离开社会的限制ꎬ 再生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调和的矛盾ꎮ
(二) 虚拟货币发挥价值尺度功能ꎮ 布兹加林指出ꎬ 在当代全球化世界ꎬ 占

主导地位的、 作为总体性市场的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的ꎬ 是掩藏在虚拟货币背后

的虚幻资本ꎬ 也就是另外一种金融资本ꎮ 一方面ꎬ 虚拟资本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

以虚拟的或现实的形式发挥价值尺度的功能ꎬ 发挥市场交易的万能手段作用ꎻ 另

一方面ꎬ 就其虚拟资本的实质来讲ꎬ 它只是以歪曲的形式ꎬ 作为社会经济空间的

一个部门ꎬ 再现人类自身的生产ꎬ 而其本身ꎬ 却并不创造任何的物质财富ꎬ 也不

创造任何的文化价值ꎮ 因此ꎬ 虚拟资本的出现ꎬ 实质上所表明的ꎬ 是当代全球化

进程的发展ꎬ 或者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ꎬ 日益具有 “落幕” 的性质ꎮ
(三) 人对资本的全面屈从ꎮ 原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ꎬ 也就是劳动对

于资本屈从的矛盾ꎬ 已经被新的矛盾即人对资本的全面屈从所取代ꎮ 当代公司资

本对于人的创造性活动所进行的统治ꎬ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对人借以进行创造

性活动的 “生产工具” 的垄断ꎻ 对人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果———文化价值的所有

权ꎻ 直接地操纵创造性个性本身的 “生产”ꎻ 由此而获得巨额的剩余价值和利润

使资本霸气十足ꎮ

三　 作为向自由王国过渡的社会主义将替代全球资本霸权

鉴于全球资本霸权的种种特征ꎬ 布兹加林指出ꎬ 这种野蛮的资本主义并不构

成人类历史的 “终结”ꎬ 取而代之的正是实现向自由王国过渡的社会主义ꎮ
(一) 资本主义并不构成人类历史的 “终结”ꎮ 在布兹加林看来ꎬ 正是由于

当代全球资本对于现代人全部创造性活动的控制和统治、 由于现代人实质上陷入

了全面的无所不在的异化境域之中ꎬ 便衍生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矛盾———人

和资本的矛盾ꎮ 这种矛盾的性质ꎬ 已经不仅表现为社会性的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

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ꎬ 而且表现为工人日益增长的自由创造的潜能同使人的个性

屈从于资本的全球化霸权之间的矛盾ꎮ 因此ꎬ 布兹加林得出结论ꎬ 由于在全球资

本的框架下ꎬ 无法解决物质生产的社会化与大众的创造性活动这两大任务ꎬ 也就

是未来社会的两大最高任务———计划性生产和劳动解放的任务ꎬ 因而ꎬ 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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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有限的ꎬ 并不构成人类历史的 “终结”ꎮ
(二) 社会主义将在批判改造全球资本霸权进程中超越资本主义ꎮ 作为对上

述包含其内在矛盾冲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替代ꎬ 布兹加林提出了 “另一种全

球化” 的方案ꎬ 即社会主义的方案ꎮ 他强调ꎬ 应当在对现存世界或者全球资本霸

权统治世界的批判改造过程当中ꎬ 在创造性活动和人性社会关系以及文化价值的

日益生成过程中ꎬ 实现向自由王国———共产主义的历史过渡ꎬ 实现社会主义的后

苏联的发展和复兴ꎮ
对于过渡期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ꎬ 布兹加林指出ꎬ 所谓 “过渡时期”

就是要使用旧的形式ꎬ 包括现在的市场机制ꎮ 社会主义将利用晚期现代资本主义

所产生的市场关系ꎬ 即最先进、 最成熟的形式ꎬ 利用企业资本主义的形式ꎬ 并尽

可能地推动这些形式脱离其资本主义内容ꎮ
对于 ２１ 世纪的社会主义面貌ꎬ 布兹加林给予了轮廓性描绘ꎮ 其所有制关系

表现为: 在高度社会化的部门中———公有制与劳动集体所有制相结合ꎻ 在工业技

术领域———混合所有制ꎮ 分配关系为: 社会基础产业 (教育、 卫生、 文化、 体

育) ———免费ꎬ 社 会 共 享ꎻ 主 要 部 分 产 业 ( 即 保 留 再 生 产 劳 动 关 系 和 异

化) ———按劳分配ꎻ 至于资本收益ꎬ 如果一定要有ꎬ 应收取累进税ꎮ 社会状况:
没有贫穷、 短缺、 封闭的分配和官僚特权ꎻ 充分的社会保障、 按劳分配、 社会创

造力和 “热情” 替代因循守旧ꎮ 政治领域: 全面实现社会和公民权利、 基本民

主和自我管理ꎮ 人文方面: 把人格的自由和谐发展作为主要现实目标和对消费主

义的替代ꎮ
总之ꎬ «全球化资本主义»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ꎬ 深刻批判了资本

全球霸权统治ꎬ 在反思苏联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ꎬ 提出了替代资本全球霸

权统治的另一种方案———作为向自由王国过渡的社会主义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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