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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己经和正在发生的 巨大变化

，
引起 了

思想界
、

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塞本原理和基

本方法分析 了帝国主义经济方面的新情况
、

新问题
，
从而论证 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

的腐朽性和垂死性的基本理论并没有 “ 过时” 。

现代资本主义与本世纪上半叶相比
，
形势有新的变化

，
不像二次大战前及战后 初 期 那

样
，
充满着动荡和战争

。

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影响
，
出现了新技术群

、

新产业群
。

西方资产阶

级学者抓住这些现象
，
企图把腐朽

、

衰落的资本主义说成是 “ 有生命力
” ， 一些不明真相的

人也被这些现象和资产阶级的舆论所欺骗
，
跟着说

“
腐而不朽

” 、 “
垂而不死

” 。
当代新技

术革命果真使帝国主义
“ 新生

” 了吗�

新技术革命使帝国主义经济产生重大变化

当代新技术革命是二次大战时期开始的
。
����年微处理机的运用和推广

，
使这场革命进

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这场革命包括信息革命
、
生物技术

、

新材料技术
、
新能源以及海洋

开发技术等
。

同时还出现了多样化
、

小批量的生产方式
。

这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机电仪一

体化和工业机器人的出现
。 ·

由于新科学技术的发展
，
对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变化

。

���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以及使生产力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

自古以来
，
生产力是离不开科学技术的

。

如先进生产工具的发明
、
制造

，
劳动对象的革

新和运用要靠科学技术， 劳动者掌握生产工具
，
利用劳动对象也要靠一定的科学技术

。

但是

在古代小生产条件下
，
农民生产是靠老农的经验世代相传， 手工业也是靠工匠的技艺进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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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

真正的科学技术实际上是与生产分离的
。

到了近代
，

大机器工亚使这种状况开始改变
。

马克思指出
� “
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

，
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

，
以自觉应

用 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
。 ” ①

在当代新科学技术革命中
，
使上述状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第一
，
过去谈到劳动力时

，
虽然也指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
但总是把体力劳动者看

成是劳动者
，
把脑力劳动者看成是剥削者

。

这其中有价级社会打下的烙印问题
。

到了现代
，

尽管阶级仍然存在
，

但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
由于脑力劳动在生产中地位的变化及教育的普

及
，
社会正在从体力劳动为主向以智力劳动为主的方向发展

。

一句话
，
由于新科学技术的作

用
，
劳动力的质量有新的飞跃

。

第二
，
劳动工具也有质的飞跃

。

传统的机械产品主要是人的体力的延伸
。
现代电子计算

机的功能是人的脑力的延伸
。

而工业机器人则同时兼有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某些功能
。

机电仪

一体化
，
包括了机械

、

电脑
、

仪器三个部分
。

就相当于人的肢体
、

大脑
、

感官
，
有机地结合

在一起
。
因而

，
在这个基础上将极大地促进工厂 自动化

、

办公室自动化
、

家庭自动化以及农

业自动化的实现
。

第三
，
劳动对象的面貌也在改变

。

在小生产时期主要指土地
、

森林
、

矿藏和水产李自然

物� 后来进入资本主义大生产阶段
，
在劳动对象中出现了人造物， 在当代

，
由于新材料

、

新

能源的发现
，
其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

‘

总之
，
科学技术是最先进的生产力

。

它必将创造出空前的
、

无与伦比的生产力
，

�

其中蕴

藏的革命力量更是不可估量的
。

���在科学技术发展中
，
管理科学也有巨大发展

。

从管理思想上
，
到了五十年代

、

六十年代
，
出现了运筹化管理

。

使管理从现场的作业管

理发展到从投入到产出的企业生产的全过程
。

目的是寻求最优决策和最优行动
。

追求今天比

昨天进步
，
明天比今天进步

，
从七十年代开始到 目前

，
管理科学又有新的发展

，
出现了系列

化管理
，
这两种管理有联系

，
不是一个代替一个

。

但两者也有区别
，
即运筹化管理主要选最

优行动为工作对象
，
而系统化管理则主要是以有效组织为工作对象

。

同时
，
对人的作用的发挥也有变化

。

管理工作始终是存在一个如何发挥
“ 人的作用

”
间

题
。

在标准化管理中
，
人的因素是被忽视的

。

泰罗到了晚年就感慨地说
� “ 我为了提高企业

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竭尽了全力
。

但是
，
他们的抵抗决心也是坚固的

。

如果我当时更年纪大一

些
，
更长于世故一些

，
我就不会硬让他们干不愿干的事了

。 ” 很其核心是生产者在生产中像

机器一样在干活
。

现在情况变了
，
管理工作由过去专职人员管理

，
发展到全员参加管理

。
在

管理工作中如何对待人的科学研究在发展
。

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科学—行为科学或称人际

关系派的管理科学
。

这样
，
在管理体制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

。

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
管理科学的发展

，
使它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
正如有

人说
�
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两个车轮

，
把现代社会推向前进

。

因而生产力的要素已不是两因

素和三要素之争了
。

而是
，
生产力

二 �劳动力 �劳动工具 千劳动对象 十 管理� �科学技术
。

只有用这个观点来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好理解了
。

在过去工业革命时期
，

即

便是最先进的国家
，
国民经济平均增长率从未超过�一 ��� 而现在一般均为 ��左右

，
即

使危机时期也有 �一 ��
。

���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
，
市场的意义更大了

。

作为商品经济
，
生产均是为了市场

�



但过去即使是社会大生产
，
也是以生产为中心

。

到了现代
，
有了新的变化

。

集中起来
。

市场

与生产情况均有巨大变化
。

第一
，
市场的规模更大了

。
资本主义发展与世界贸易是分不开的

。

但是在过去
，
主要还

是靠国内市场
，
因此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

，
还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

今天不同了
，
已经没有

�个国家可以独立于这个社会化大经济市场之外
。

各国都参与这个市场的竞争
。

说起来是和

平贸易
，
实际上是在进行激烈的经济战

。

第二
，
市场的内容也扩展了

。

现在不仅有物资市场
，
而且还有技术市场

、

人才市场
、

资

金市场等等
，
是一个综合市场

。
而跨国公司的经济组织形式

，
‘

就是这个市场的必然产物
。 ，、

第三
，
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

，
因而对占领市场的手段也有变化

。

商品经济的活动都是

致力于占领市场
，
在市场上取得利润

，
但手段有变化

。
小生产常以欺骗为手段

，
甚至兜售劣

质产品
，
所谓

“
要想发

，
众人头上刮

” 。

现代资本主义则是要更多地讲求信誉
、

重视质量
，
以

加强 自己的竞争力
。

资产阶级本性是掠夺
。

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
，
它还必须注意开发市场

、

培育市场
，
使社会和经济的各部门走协调发展的道路

，
才能保证它在市场上攫取高额利润�’

， 第四
、
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有变化

。

过去是以生产为中心
，
生产决定消费

，
这就是 “

决定

论
” 。

在现代社会化大经济的情况下
，
消费的作用更大了

。

可以说已发展到消费同样控制着

生产的地位了
。

现在消费实际上已是经济活动的一个源泉
。

当代经济活动已真正成为生产
、

流通
、

分配
、

消费的统一过程
。

总之
，
市场的地位更突出了

，
因而现代资本家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已不能

像过去单纯靠大批量来增加经济效益
。

为了加强对市场的应变能力
，

就出现了多样化
、

小批

量的生产方式
，
中小企业随之大量出现

。

���资本家剥削活动也出现了新的特点
。

在新技术革命影响下
，
脑力劳动在生产中地位发生重大变化

。

同时
，
现代资本家从自己

�

的剥削实践中也领悟到剥削智力比剥削体力更为有效
，
郎既能为他们创造更大的超额利滴

，

又可以加强剥削的隐蔽性
，
缓和阶级矛盾

。

因而当代资产阶级是很注意科学文化教育的普及

和发展
。

据统计
，
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经费在明显的增加

，
如荷兰每人每年的 教 育 费 为

����元
，
意大利为���元

，
英国为���元

。
�而我国前几年只有�元�角�进入七十年代以来

，

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

根据美国最近估计
，
美国国民收入中有���是教育得来

的
，
即���元国民收入中有��元是教育的功劳

。

新技犬革命不能改变帝国主义的历史进程

战后帝国主义生产体系的组织结构和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

急剧发展
，
私人垄断组织中出现了跨部门的多样化的混合公司

、

跨国公司
，
同时又大址出现

中小企业
。

这既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
，
又是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

。

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满足

了现代化生产的需要
。

但是
，
它们都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

，
即使是帝国主义的

“
国有企业

” ，

也是资本的
“
自我扬弃

” ，
是资本社会化的一种最高形式

。

它形式上好象是 “ 公有”
的

，
其

实质仍是一种资本丰界企业
。

只不过不再属于个别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
，
而是资产阶级的总

代表
�
国家

，
为垄断资产阶级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服务

，
是垄断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

，
盗

窃国库的新渠道
。



人们会说
，
尽管如此

，
但它在客观上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
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其阶级

矛盾总不如本世纪上半叶尖锐
。
因此

，
资本主义还

“
充满着活力

” 。

对这类间题
，
马克思主

义是要正面回答的
。

��� 当今时代
，
新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及其利用

，

生产力的迅速增长
，

与垄断资产阶级

追求军事实力和高额利润有直接联系
。

但科学技术本身的因素更不能忽视
。

由于人类知识的

积累
，
其发展趋势在加快

。

据英国技术预测专家詹姆斯
·

马丁估算
，
人类知识在十九世纪��

年增加一倍
，
廿世纪初每��年增加一倍

， 七十年代是�年增加一倍
，
而现在更新期更短

，

大约

�年了
。

因而称今天是
“
知识爆炸

”
的年代

。

另外根据对一些重大发明的调查
，
在十六世纪

，

周期大约���年� 十九世纪的周期缩短为��年
�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年 �第一次至第二次大

战中为��年
，

战后为�年
， 目前在发达国家更新产品一般只需�一�年

，

而某些最先进产品甚至

只要�一�年
。

日木东芝电器公司
�

每年有一半是新产品
，

丰田汽车每两年改一次型
一

号
。

可见
，

科技成果变为实际生产力之快实在惊人
。

在这里
一

与竞争的压力是分不开的
。

竞争是商品经济的重要规律
。

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是

植根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
。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
迫使垄断资产阶级不能不迎接新的挑战

，

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
并将它迅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

在这里我们既要看到商品经济和资本主

义不应该混为一谈
，
又要看到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

。

所以才使资本主义社会

出现一系列的矛盾现象
，
即一方面经济在迅速发展

，
另一方面又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

。

��� 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新的经济政治危机的因素是不能消除的
。

如
�

第一
，
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

，
并没有使社会两极分化倾

向减缓
，
反而更加发展

。

根据美国城市协会的一次调查证明
，
现在与四年前比

，
美国富人更

富
，
穷人更穷

。

富裕家庭����年的收入是�����美元
， ����年是�����美元

，

增长了约��
。

贫

困家庭���。年收入是����美元
，
����年是 。 。��美元

，

减少了大约��
。

尽管在美国有各种福利

补助
，
但通货膨胀和里根政府削减福利政策的实施

，
使贫困人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

。

美国的

密西西比州
，

对贫困家庭每月补助��美元
，

就是最富裕的阿拉斯加州
，

每月也仅补助���美元
。

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
，
这点钱根本无法维持一家人的温饱

，
许多人只好挤进没水没电的

贫民窟里
。 一飞

从六十年代初美国肯尼迪就发起向贫困层开战
，
并打算在廿五年内消灭它

。

去

年是最后一年
，
不仅没有解决美国的贫困层

，
而且还愈来愈严重

。

这利喝爹实说明
，
不消灭资

本主义
，
根本无法消灭两极分化

。

而不消除两极化分
，
总有一 天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大动荡

。

第二
，
资本主义生产更加不稳定

。

凯恩斯主义 已走向尽头
。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
资产阶

级各派的经济学说
，
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虽然或多或少起一定的作用

，
但历史已证明

，
由于

它们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
因而不能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一一经济危

机
。

由此可见
，
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基础是商品经价勺充分发展

。

资本主义则是 其社 会 弊

病和经济危机的根源
。

所以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
，
才能彻底根除资本主义所必然出现的

一切腐朽现象和社会经济矛盾
，
才能更好地发挥商品经济的优势和活力

，
充分利用新技术革

命的巨大潜力
，
为生产力的更高速度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
为人类创造真正幸福的未来

。

从当前形势看
，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新技术革命的有利条件下

，
又暂时渡过了难关

，

相对稳定下来
，
又呈现缓和和发展的趋势

。

但并不能排除其寄生
、

腐朽的趋势
，
也 不 可 能

弃永世长存
” 。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过渡性的
、

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结论
，
绝不会因新

·
�� ‘



技术革命的因素而有所改变
。

因为帝国主采的历史过渡也 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

的根本原因
�
在午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

。
同时新技禾革命也不能使帝国主义三大矛盾消

除
。
目前的情况只是这些矛盾暂时不十分尖锐

，
发达国象无产阶级革命处子低潮

。
但历史的

辩证法是无情的
。

首先
，
在两种社会制度的经济竞赛中

，
社会主义的中国

，
由于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

商品经济的体制改革的胜利
，
就能把计划经济的优势和商品经济的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

。

具

休说
，
能在现实生活中，’ 以商品经济的灵活性和客观性来防止和纠企计划经济中可能出现的

主观性
，
又能以经济的计划性来防止克服商品经济中的自发性

，
从而使宏观协调微观搞活

。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由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
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困层和两极分

化的顽症最终获得解决
。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不仅在经济上以资本主义不可能

有的速度稳定发展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

，
而且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的

提高更会大大超过发达国家
。
总之

，
社会主义优越性将充分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
对世界各

国的革命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

其次
，
当代不可抗拒的另一个历史潮流

，
就是第三世界的崛起

。
尽管殖民主义者千方百

计用新殖民主义来维护其殖民统治
。

但政治要独立
、

经济要繁荣
、

人民要富裕是一切新独立

国家的强烈愿望
。

在南南合作日益发展的形势下
，
为改变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不平等的国际

贸易
，

建立国际经济关系的新秩序的斗争
，
必然要日益朝着有利于不发达国家的方向发展

。

总之
，
帝国主义的生命线的彻底复灭

，
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

再次
，
帝国主义国家之向的矛盾也在发展

。
战后美国的霸主地位已衰落

，
日本和西欧正

在兴起
。

另一个霸权主义者
，
由子在国际上的碰壁以及中国经济的兴旺发达将促使国内健康

力量的日益觉醒
。
到那时

，
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将有新的发展

。

最后
，
在上述因素影响下

，
发达国家内部人民大众向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也 会 激 化 起

来
。

科学社会主义将重新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光辉旗帜
。

正如恩格斯在��年

前提出的
� “ 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映

，
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拈过

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所以欧文主义灭绝以后
，
英国再也没有过杜会主义了

。

当英国工

业垄断一旦破产时
，

英国工人阶阶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
， ……社命主义将重 新 在 英 国出

现
。 ” ④

综上所述
，
在世界经济政治发展过程中

，
帝国主义国家不稳定因素将会进一 步增

一

长
。

它

的三大矛盾总有一天要走向激化
， 人民必将在科学社会主义旗帜下走向章命

，
走向胜利

。

社会主义必移代替资本主义
，
人类必然共同走向共产主义

，
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改变

的客观规律
。

注 ①见《马克患
、

恩格斯全集》 第幻卷第�幼页
。

匆见《却接新的技术革命》下册第�姑第 〔注习 〕

⑧见 《光明妇报》�导肠年息月�日第 �版
， 《美国人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一文

。

④见《马克息
、

恩格斯选集嘟 �卷第���一�艇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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