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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垄断的出现，什么是资本主义，以及其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开始被谈论。尽管

恩格斯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正在走向集中化，但却是列宁对帝国主义进行了详细的研

究，并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而过去基于自由

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结束。

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企图掩盖资本主义的真实本质和当前阶段，即帝国主义

是建立在资本输出以及彻底瓜分全世界的事实之上的，当前资本主义处于最反动阶段

。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反对列宁，支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掠夺。

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阶段的基本特征是进行商品输出，而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

段的基本特征则是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以消灭小生产，通过生产和资本的集中

，形成统治世界的垄断，通过资本输出重新瓜分世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

完全消灭了竞争。

帝国主义垄断组织间的竞争愈加激烈，从而引发了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前所

未有地激化了矛盾：它摧毁了资本主义的进步要素，进一步激化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之间的矛盾，使帝国主义与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趋于成熟，并导致了被压迫人民

与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因为许多自称劳动者政党认为，由于现在的帝国

主义基本特征已经改变了，所以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也已过时了。因此我们有必要

重提一下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

的垄断性组织；

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垄断组织；

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负责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

义的最高阶段》）



列宁强调，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它彻底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

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考茨基和许多其他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相反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寄生性的、剥削的和反动的，它阻碍了民族国家和民族资本主

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阻碍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此外，它给这些国家带

来了帝国主义的依附性资本主义，阻碍和破坏了它所渗透的国家的先进因素的发展，

还掠夺了这些国家的矿产和自然资源。列宁还补充说，帝国主义主要倾向于资本输出

，而不是像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一样主要是商品输出，它具有高利贷的特征。

现阶段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入了不再导致新帝国主义战争的程度

了吗？

列宁在 1916 年为分析帝国主义而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

中的许多观点到现在依然有效。当然，从那时起，帝国主义并未处于静止，它发生了

许多变化。

然而，今天的机会主义者在向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提供支持时变得如此惊人地庸俗

，竟宣称帝国主义的一般特征，即生产和资本的日益集中、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对世界

的分割、以及资本输出占主要地位的事实，在今天不再有效。

今天，帝国主义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国际垄断组织（international

monopolies）逐渐变成跨国垄断组织（multinational monopolies）的事实，并不意

味着帝国主义会继续和平地进行统治。列宁对反马克思主义理论“超帝国主义论”的

谴责，以及他立足于现实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论断，足以解释今天的世界形势。

跨国垄断组织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各帝国主义垄断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激烈竞争不复

存在。与此相反，今天像以前一样，小垄断组织被大垄断组织不断消灭，除国家垄断

组织外，跨国垄断组织的出现与发展，更使帝国主义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

。

帝国主义垄断组织之间为了剥削落后国家而不断进行的妥协，并没有阻止他们一

次又一次地重新分割世界。正相反，这把他们卷入到一次又一次更激烈的竞争中去。

基于跨国垄断组织越来越普遍的事实，机会主义者发展了他们“帝国主义和平剥

削半殖民地，不会引发帝国主义战争”的思想。



特别是随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解体与美国的“新世界秩序”的宣告，帝国主义

之间的矛盾不会引发新战争的观点变得更为普遍。事实上，正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率

先发展了这一理论。

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概念认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解体之前，俄国是威胁世

界和平的最大障碍。但自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崩溃以来，世界和平非但没有实现，地

区性战争和帝国主义干预实际上还增加了。

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普遍支持下，在联合国的框架下，美国扮演着帝国主义世界宪

兵的角色，在各地快速干预，既镇压革命运动，也镇压那些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利益的

半殖民地统治集团。

马列毛主义对于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分析，不是第一次被以一种资产阶级自由派的

视角来进行扭曲和篡改。对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评论和分析过去就存在。他们中的

不少人都试图让受压迫的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认为，自由主义的分析就是马列毛主义

对帝国主义的评论和分析。过去，考茨基也这样评价帝国主义“……现在的帝国主义

的政策会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取代，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

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实质是垄断组织会和平地剥削世界，它们之间的矛

盾不会引发新的战争，它们会发展建设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列宁指出：“只要明确地

提出问题，就不能不给以否定的回答。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利益

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实力，也就是以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

根据外，不可能设想有其它的根据。而这些瓜分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

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

平衡的。如果拿半个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

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

义大国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可以。”（出处同上）

列宁继续批评帝国主义列强能够和平地瓜分市场的错误观念：“所以，资本主义

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小市民幻想中的

）‘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

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



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和平的联盟准备做着战争的准备，同时它又

是从战争中生长出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

互关系这个同一基础上，形成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的彼此交替。”（出处

同上）

首先，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试图通过美化帝国主义来欺骗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

民。然后，赫鲁晓夫等现代修正主义者提出了“和平竞争”的理论，并提出可以和帝

国主义和平共处的观点。

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确保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投降，扼杀革命事业。”四

十年前，毛泽东谴责现代修正主义者歪曲事实的行为。然而，这些理论正在被以帝国

主义者为首的反动派复活。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运用种种手段，宣扬帝国主义的性质已经改变、帝国主义已经

放弃剥削、各国能够平等发展、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流向半殖民地等理论。这些理论

非常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机会主义者的胃口。帝国主义者试图通过这些理论说服无产

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放弃革命斗争。

二战之后，帝国主义开始改变其殖民政策。它采取了一种新式殖民政策：新殖民

主义。这意味着，通常情况下，它会放弃对殖民地公开的军事占领。这当然不是说帝

国主义真的把军事占领完全放弃了。这仅仅意味着，帝国主义优先考虑新殖民主义。

显然，如果条件允许，它也会使用以前的政策。

二战结束时，社会主义阵营变得更加强大，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支持无产阶级世界

革命，几十个国家通过民族解放战争而获得了独立。在这样的形势下，帝国主义不能

再奉行以前的政策。

这样做的原因不是因为它“良心发现”，而是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造成这种

改变的主要原因，是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在阶级社会中，只

有阶级斗争才能带来社会变革。

二战后，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在每一个可能发生世界革命的国家遏制革命，并

且通过军事和政治压制削弱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共和国，并最终使它们屈服。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和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方面为了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划分市场而争斗，另一方面又为

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而相互妥协。有很多这种情况的例子。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或勾



结的减少或增加，与阶级斗争密切相关。阶级斗争越激烈，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就越

尖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存在加剧了帝国主义（包括西欧和

日本）之间的矛盾，特别加剧了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因

为帝国主义被划分为了两大阵营。

随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解体，这种两极化虽然看起来已经结束，但实际上依然

继续着。真正发生的，不过是两极化的部分减少，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未来不会增加。

举例来说，当德国接触伊朗的时候，美国逼迫伊朗要么与它妥协，要么被消灭。同样

，帝国主义在非洲的争斗，在东欧夺取被俄国帝国主义放弃的市场的争斗，以及试图

在中东驱除美国的统治的争斗。另外还有南斯拉夫的解体与各国为了从中获取最大利

益的争斗……尽管所有这些都不像二战前一样公开和赤裸裸进行，但忽视这些激烈竞

争意味着忽视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特征。

帝国主义放弃了它们剥削的本质了吗？当然不是！即使帝国主义列强放弃了传统

的殖民方式，它们也会选择采用资本输出进行殖民。当需要的条件出现时，它也会重

新使用传统的殖民方式。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民主与和平”或军事干预的名义占领了许多国

家。美国占领越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占领阿富汗，依然离我们不很久远。然而，受

到沉重打击后他们不得不撤离。总之，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和战争性并没有改变。

“新世界秩序”政策，垂死帝国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开始散布，随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解体，“和平”与“福

利”将会到来的思想，以掩饰其殖民和掠夺的本质。所有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

都参与散播这些谎言，他们期盼帝国主义的殖民和掠夺政策发生变化，试图在无产阶

级和被压迫人民队伍中燃起虚假的希望。

帝国主义为消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劝告工人和老板像兄弟一般生活，又在意识

形态上做了准备。他们继续散布这样的谎言：垄断资产阶级越发展，其前进道路上的

社会、政治、法律障碍越被清除，工人就能从垄断资本中分得更多份额。但很明显，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与帝国主义经济结构生产不平衡和无序状态的特征完全相反。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企图运用各种手段来消除其日益加深的危机。为了克服危机，



它发动帝国主义战争、散播地区战争、加重对半殖民地的剥削程度。

二战后，利用凯恩斯的帝国主义经济政策克服危机的资产阶级，不能再用这一政

策克服危机，也不可能阻止整个社会进入到新的更大的危机中去。凯恩斯主义将经济

中的主要角色移交给了国家。

在半殖民地，经济中的主要角色被转移给了国家，并实行了进口替代政策。事实

上，战后凯恩斯主义的运用在战后被破坏的资本主义中给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个喘

息的空间。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力量的积累

，迫使帝国主义列强谨慎行事。帝国主义国家采用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原因是减缓人

民购买力的下降，实行的所谓“社会国家”和“福利国家”政策（在 1980 年代之前

）。除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也是因为被压迫人民斗争的发展的结果。

革命斗争可以消灭，也能够抵抗帝国主义侵略。革命要么使帝国主义更具有侵略

性，导致其更快地灭亡，要么迫使他们其向后倒退。

这就是半殖民地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换言之，实施的是国家对工业化、就业、

收入分配、监管税收政策的强制干预和国家对主要行业的控制。

二战后，尤其是 6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有所改善，除了劳动效率的提高，帝国

主义的市场也进一步扩大，利润率提高。由于经济的改善，在工人工资低于效能水平

的范围内，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实际上不反对实际工资的上涨。

随着帝国主义的集中剥削和掠夺，金融资本积累了巨量的财富。垄断资产阶级在

其迅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通过剥削人民获取财富。帝国主义的这种大规模剥削在全

世界造成了严重的不平衡。

忽视这种情况对二战后至八十年代帝国主义政策的影响，就是低估了无产阶级和

被压迫人民斗争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否定了进步变革的动力是阶级斗争。除此之

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存在也是影响西方帝国主义政策的重要因素。

谈论消除帝国主义的极化是不可能的。之前有美国西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两

极，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解体之后的所谓“新世界秩序”或“全球化”的新时期，还

会有如美欧、美日、日欧。

这些极化趋势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尽管它的面貌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解体后发生

了改变。一些歪曲——诸如断言美国和欧洲、美国和日本、欧洲和日本之间的两极分



化以及帝国主义竞争会在跨国垄断组织后被“消除”——都忽视了帝国主义的两极分

化性质和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对于全球垄断和独霸世界的欲望，它们是对帝国主义结构

理论的歪曲。

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依旧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随着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尖锐

，这种竞争仍在继续加剧。目前，他们尚能够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然而，断言

他们在未来将继续采用同样的“和平”方案来解决问题就是忽视了帝国主义经济的性

质。

简而言之，帝国主义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稳定可以说是由于凯恩斯主义政

策的实施。当然，这一政策不会也不能使帝国主义长期保持稳定。

然而，帝国主义危机在 70年代再次敲响了大门，这次比以前更为严重。石油输

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提高石油价格，进一步加剧了帝国主义危机。帝国主义资产

阶级把半殖民地的石油生产国作为危机的根源，以掩盖危机背后真正的原因。

但是，石油危机是由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危机以及生产和资本的过度集中造成的

。另一方面，随着垄断资产阶级利润的减少，劳动效率下降，帝国主义市场发生萎缩

。

在那个时期，即 70年代初期，帝国主义再次将危机转嫁给半殖民地，希望半殖

民地重新考虑进出口替代政策。它希望半殖民地用“出口生产”或“以出口导向的生

产获得增长”取代进口替代政策。当然，这些针对所有半殖民地的“拯救”处方都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制定的。帝国主义者以这种方式指导所

有的半殖民地以克服他们的危机。

资本控制已经发展到半殖民地不可能独立于帝国主义行事的程度。半殖民地已经

成为帝国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它无法独立于帝国主义，它的“民族”政策是由帝国主

义指导的，不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可能。

然而，作为帝国主义仆从的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他们在这一时期从未放弃过民

族主义。一方面，他们挑起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来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基于“为了

国家的发展和国民幸福”的谎言，他们为帝国主义资本提供有利机会。他们称之为

“外国资本”，他们被证明他们忠于帝国主义。

资本被掌握在越来越少的人手里，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贫困在增加，这些国家的

统治阶级不能偿还对帝国主义的债务。世界上 101 人的收入比世上 15亿人的收入还



要多。

到 20世纪 80 年代末，占世界人口 40亿的半殖民地人民的收入仅占世界总收入

的 5.4%。这相当于法国当年的收入。半殖民地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从

1980 年的 6850 亿美元增加到 1993 年的 17700 亿美元。

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值在 1950 年到 1970 年间迅速增长，但在 1975 年开始萎

缩。下表给出了五大帝国主义国家这两个时期的工业产值情况：

工业产值 1951-73 1976-92

美国 4.4 1.9*

日本 15.2 4.9

法国 6.2 1.55

德国 7.6 1.8

英国 3.1 0.2

来源：《每月评论》，1992 年 2 月

*前六个月

帝国主义的这种萎缩当然不仅限于工业生产。相应地，它也反映在其他组成部分

。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值都萎缩了 50%，失业率增加了两到

三倍。在 20世纪 80 年代，制造业的利润率降至负值，相应的，固定资本的投资减少

了 50%。此外，帝国主义者不能收回他们给予半殖民地的贷款。

换句话说，帝国主义的一声咳嗽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一场地震。20世纪 70 年代初

出现的停滞和危机导致出口市场的资本过度增长，最终超出了对应国家的偿还能力。

然后，这导致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资源短缺，控制力减弱。

由于缺乏资源，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开始实施所谓“里根-撒切尔主义”或“出口

导向生产”政策。这必须勒紧人民身上的皮带，包括减薪和冻结工资、对社会福利的

削减、通过减少国家的责任来实现完全私有化。

特别是在半殖民地国家，这些政策的实施意味着给人民遭受更多的饥饿和失业，

使他们进一步陷于贫困。当然，在许多国家，这种政策在议会制度下没有实施。



群众的怒火熊熊，土耳其就是一个例子。它必须由美国知道的军事政权进行统治

。在中美洲和亚洲国家，这种方法也被广泛实施。

帝国主义者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偿还之前未偿还的债务、削减国家的社会开支，使

资金流入帝国主义垄断组织的金库，而不是流向人民。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垄断组织筹

集资金。当然，过去和现在的所有贫困和困苦都由半殖民地的人民承受。

帝国主义者在危机发生时采用了一种新策略。然而，为克服危机所施行的政策带

来了更大的危机。当所谓“亚洲四小龙”（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样板而被推广和展示

）在 1997 年（译注：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一个接一个崩溃时，（这是“基于自由

竞争的经济”、“出口导向型生产”、“私有化”、“全球化”等术语背后政策的直

接结果，这些术语都是通过意识形态控制强制引入的）表明帝国主义的政策已经宣告

破产，难以继续维持下去。

为了克服 1997 年的这场危机，一如既往地把危机的负担转嫁给半殖民地人民，

帝国主义给予他们的垄断组织更多空间和自由，这样，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就可以继续

他们的活动，而不用担心任何政治、法律、税收或社会的困难。帝国主义把这称之为

多边投资协定（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MAI)）。

这样，帝国主义就能完全统治半殖民地，控制他们的矿场和自然其他资源，决定

政治和经济生活、税收、劳动工资和社会援助，而半殖民地国家则进行压迫，镇压人

民斗争。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对这一政策造成的损害不负任何责任，也不会承担任何损

失。相反，这将由半殖民地人民承担。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选择通过资本输出而不是军事占领来进行殖民。这是帝国主义

现阶段的情况。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长，因为世界被压迫人民将会与帝国主义和他们

的当地仆从进行斗争。

自然，这些被帝国主义者称为“全球化”的政策，会增加半殖民地人民的不满和

不平。尽管受到严重的镇压，但贫困和失业人口的增加、社会权利和民主权利的彻底

消灭会使群众崛起。这些社会经济现实使我们有理由说：二十一世纪是社会主义的世

纪、革命斗争的世纪、帝国主义灭亡的世纪。

在这方面可以引用许多统计数据。但是由于篇幅限制，文章的目的总体上仍是论

述帝国主义的问题。今天，任何一个想处理帝国主义问题的人，都可以从资产阶级作

家那里获得大量的统计数据。然而数字不足以描述人民的痛苦和苦难。这是问题的另



一个方面。

对于帝国主义性质发生“变化”观点的批判

帝国主义体系的各个部分都碰到了这样大的阻碍，以至于到了几乎不运转。金融

资本所建立的秩序已延续了一个世纪，像一棵百年老树那样，已经破败不堪。失业不

只是殖民地的问题，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诉诸于“社会国家”的欺骗来克服危机。帝国主义垄断组织

正遭遇资源匮乏和资本积累减速的问题。虽然帝国主义的新政策要求资源转移，但发

现的资源并不总是稳定的。

所发现的资源导致生产中断和资本积累的减速和萎缩。因此，危机便接踵而至。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应当从帝国主义体系的深处，从建立这一体系的经济政治基础中

去寻找。

资产阶级总是试图掩盖其制度导致危机的事实，并试图证明原因在别处。资产阶

级总是吹嘘自己的制度，它除了批评它自己的制度之外，什么都能做，而想要资产阶

级批评帝国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用恩格斯的话说，他们把海中的暴风雨当成只是在

一杯水里。

资本有机构成表现为作为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和作为劳动力再生产价值的可变资

本。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资本主义的体量在一切正常而稳定的生产中都在增长。这

种增长的动力与自身体量大小成反比，不变资本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可变资本。

这种资本有机构成的反比例增长，使资本主义利润率具有历史性下降的趋势。这

里的利润率是相对于总资本而言的。

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将作为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进行

投资，一小部分留给可变资本。这种资本积累的反比例增长导致了资本有机结构的反

比例增长。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以“逐渐减少的比例”发生的。虽然资本主义可以

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稳定，但这一基本趋势并未消失。

为了使每次扩大再生产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能够使资本有机结构增长，必须让生产

产品在市场上消费掉。如果剩余价值不能实现，就不可能发生资本积累。在这种背景

下，资本积累的增长等同于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移。

帝国主义的现状是资本积累减少，经济增长减速，倒退到旧时代的水平。这可以从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中看出。科技越发达，剩余价值和资本有机构

成两极的分化愈发明显；科技越发达，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力就越强，以致供过于求。

由于生产超过需求，生产与市场之间的运动就会减速，剩余产品就不能将剩余价

值转化为货币资本，也就不能增加资本积累。今天，生产已经超过了需求，从所需要

的产品中获得的资金只能先支付所积累的劳动力的成本。剩余价值或利润只能包含停

留在产品内部。

然而，当剩余部分没有被消费时，剩余价值就无法实现。资本主义这种矛盾的根

源在于生产动态中存在着反比例增长。

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的关系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垄断组织发放给市场

的贷款也会受阻。半殖民地经过几十年的被剥削，面临着无法偿还债务的局面，完全

阻滞了帝国主义的资源获取。

即使帝国主义通过加强资本输出，成功地把新的资源转移给它自己，但资本输出

所引起的危机是无法阻止的，因为大部分的新资源并没有出现生产环节中，也就是说

，它只是以租赁为基础的。

第一次和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间的资金、债券和股票交易是商品出口交易

的两倍。现今，这一比例达到了 50倍。资本运作的无政府性质暴露无遗，以金融资

本发行的息票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让我们引用一下关于帝国主义高利贷的简单统计数据。与国民总收入相比，1980

年至 1990 年间，美国的债券和股票交易量从 9%增长到 93%，德国从 8%增长到 85%，

日本从 7.4%增长到 19%，英国从 1985 年的 386%增长到 690%。(资料来源:《经济学人

》，1992 年 9月 19 日)

这些数据只是数学上的例证，说明了帝国主义的金融体系是如何退化、变得原始

以及高利贷的。他们的社会例证更为深刻，以租赁为基础的帝国主义已经相当腐朽，

以至于流通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本通过交易市场陷阱从生产中抽离。

资产阶级称之为“全球化”的一系列的经济金融政策，按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

需要，对世界体系进行调整。这是在对世界人民进行更严酷剥削的情况下实现的。剥

削越深，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的差距就越大。

这个全球化体系已经按照统治阶级所引入的新帝国主义政策被重新安排，帝国主

义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爪牙用市场和美元支付了“超资本主义”“超阶级的集合”“全



球化”的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新安排不是对帝国主义体系的替代，相反，是对被剥削和被

压迫世界的重新分配。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必须追踪、分析、质疑和判断这一体系内部

结构的所有经济、政治和其他的定量演化。

但是，我们决不允许这种认识以机会主义的方式倒退，通过引入资产阶级的分析

和解决办法来忽视马列毛主义的原则。

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他们的支持者，所谓的“民主人

士”，试图展示帝国主义的新政策，即全球化，就好像它是帝国主义之外的某种东西

一样，他们试图用“福利国家”来欺骗群众，他们认为“民族国家”已经消失了。

民族、边界、国家没有消失，一切都不是完美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两极分

化也没有消除。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通过掩饰帝国主义制度腐朽得更快，剥削进一步集

中的事实，把旧理论当作“新”的来重复。然而，世界的现实与此类反常虚幻的理论

相去甚远。

“民族国家消亡”的思想理论建立在全球化的经济联系之上。他们的论断是基于

这样的主张：跨国垄断组织已经发展起来，资本已经失去了它的民族性，民族经济已

经解体，区域化的经济联盟已经形成，比如大西洋公约(AT)，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断言资本已丧失其民族性是无稽之谈。世界仍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资本输出甚

至在帝国主义初期就存在于一切市场中。每一次资本输出，每一个帝国主义银行，每

一个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如昨天一样都有它的民族身份。垄断组织和金融机构渗透到

许多国家的事实并没有改变这一现实。

如果金融资本以及经济体、公司、银行等均已达到了“超越民族”的地步，这一

观点的支持者如何解释“美元”、“日本市场”、“德国公司”、“法国经济”和

“英国国民总收入”这些经济现象?帝国主义制度已经统治世界好几个世纪了。

但是，每一个经济体都有不同的国家名称。不能忘记，世界上最大的几次世界大

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在今天的帝国主义世界里，帝国主义的两极分化就是根

据这种现状形成的。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具有民族经济结构。

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在一个所有市场都被共享的国际体系中有市场代理人，这一事

实并没有改变上述现实。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各自的中心都在他们自己国家，尽管它们



被称为跨国垄断组织。

世界最大的两百家垄断组织的生产总值占世界总收入的 31.2%。然而，它们只雇

佣了世界就业总人数的 0.9%。这些跨国垄断企业都集中在自己国家。他们的情况与一

些人，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说的“超越民族”的观点是相反的。换句话说，

跨国垄断企业保持着自己的民族身份。这 200 家跨国垄断企业的分布情况如下：日本

62家、美国 53 家、德国 23 家、法国 19 家、英国 11 家、瑞士 8 家、韩国 6家。

所有这些表明，“民族国家已经消亡”、“帝国主义者解决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不会导致帝国主义战争”的论断，都是欺骗人民的谎言。“和平”帝国主义

的神话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帝国主义者试图通过局部战争来战胜危机，没有一个

半殖民地与邻国关系是良好的，他们以战争相威胁，因此购买大量武器，将相当一部

分预算用于购买武器，等等。

受前者影响的资产阶级宣传家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性质已经

改变”的断言，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不能改

变无产阶级革命决定未来命运的真理。

他们声称，垄断组织为获取廉价劳动力、逃避社会责任，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到半殖民地，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了半殖民地，使它们达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水平，或半殖民地与发达帝国主义国家的差距日益缩小，帝国主义在这方面发挥了进

步作用等等，这些不过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呓语。

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在包括半殖民地在

内的世界各地都建立了先进资本主义生产制度。

上述观点是为了说明“国际革命”已经提上日程。换句话说，世界革命已经提上

了议事日程，帝国主义带来了这些条件。这些纯粹是托洛茨基修正主义思想，否定了

无产阶级革命。事实上，这种观点一直存在。

这些观点并不新鲜。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考茨基。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系统思想似

乎受到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超民族”理论的影响。然而，即使在 1915 年，当考茨

基提出“超帝国主义”的概念时，列宁仍谴责它是“社会帝国主义”理论。

他们宣称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已经消除，世界革命可以实现，他们试图把民族解放

运动引向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道路。

考茨基、托洛茨基和赫鲁晓夫并不是唯一把进步归因于帝国主义的人，恩维尔·



霍查也走了同样的路。这些 1916 年列宁就已谴责过的自由主义的言论，现在再次出

现，就像它们是“全新”的一样，这并不是巧合。

修正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在其著作《帝国主义与革命》中发展了修正主义的托洛

茨基主义思想，支持列宁所批判的上述歪曲。

这里有一些关于帝国主义“进步”性质的话：“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剥削被压迫人

民的主要形式是资本输出。然而，帝国主义国家也倾向于发放贷款来掩饰资本的输出

。（《帝国主义与革命》，第 65页）……这导致了帝国主义的依附国家的“寡头垄

断大资产阶级”。 即使它是堕落的、孤立的、单一生产的生产者，它仍然使资本主

义占主导地位。”

恩维尔·霍查认为，这一切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普遍

地掌握政权的自然结果。

恩维尔·霍查认为，帝国主义者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完成了殖民地

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些国家的封建残余部分很少，不再需要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因此，这些国家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革命！！！

霍查修正主义把“进步”归因于帝国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消灭了封建主义。资产

阶级思想家和恩维尔·霍查共享着相同的理论。

他们还以“全球化”的名义说，世界上不再有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所有国家

都达到了同一水平……

霍查和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

在赫鲁晓夫之后，霍查举着现代修正主义的破烂旗帜，继续美化帝国主义的“进

步”性质。

霍查认为，美国的垄断组织和卡特尔渗透到英国、法国等国的垄断组织和卡特尔

中，征服了后者，使这些国家依赖于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与革命》，第 256 页)

尽管恩维尔·霍查似乎反对所谓的“三个世界理论”，但他实际上仍然遵循它。

弱小的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垄断组织在美帝国主义的魔爪下受到压迫！这不就是“三

个世界理论”的逻辑吗?

“……当前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加深，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革命形势已经或正在

包围大多数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因此，这种情况把革命提上了议事日程。”

(《帝国主义与革命》，第 10页)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与这一主题有关的摘录。然而，现在这些就足以让我们认

识到恩维尔•霍查是一个怎样的修正主义者了。今天，同样的思想也试图渗透到民族

解放运动中。

没有比说帝国主义在“全球化”的名义下创造了一个“联合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国家存在革命形势更幼稚的认识了。恩维尔·霍查时期，在欧洲或修正主义国家也没

有过这种情况。

以萨米尔·阿明为首的“第三世界论坛”支持者和土耳其“自由大学论坛”杂志

周围的圈内人士发表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帝国主义所谓“全球化”的帝国主义政策目

的是将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再次变成买办。

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放弃了使他们成为买办，半殖民地的

统治者们获得了独立，现在他们又将变成买办。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评价帝国主义的自

由主义言论。

所有这些都表明，那些主张列宁的分析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帝国主义资产阶

级用来为自己辩护和欺骗人民的。

如果我们追随列宁，就应该谴责那些宣称帝国主义已经改变了其性质的人，谴责

那些宣称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内部以“全球化”的名义使所有国家更趋于同一的人。

“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

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列宁）

无产阶级的任务

全球化是帝国主义新的、更加强化的侵略政策，其经济政策是新自由主义，政治

政策是“世界新秩序”。至于军事政策，它与我们在本文其他部分提到的其他政策是

一致的。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列毛主义进行猛烈

攻击是很自然的。他们宣称无产阶级先锋队发动的革命“不再有效”，他们想在无产

阶级的队伍中播下各种不确定的意识形态，这是很自然的。

这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一次大进攻。无产阶级的重要任务就是应

对这类这种攻击。

为了击败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宣传，使马列毛主义的原则更加现实有效，加速革命

http://www.baidu.com/link?url=omvCaEpd1CyAOmEsXqCMqsvB2Smj1I20NrGB1Gs1rv0xO-iD3Ez6PWi8xdBpbVAycWtyIRukfOO3b1AMHGDqpz2tEWjNmD-jhfu4iIgnSu0o8vNPS8kGQdWsiQuvzqi644HYocbIhS9mS8ZOXTnNJa


，最重要的任务是保卫马列毛主义的科学，不作任何让步，并且在这些原则下发动革

命斗争，以启发群众，这是阶级斗争赋予无产阶级的主要的、必然的义务，还要去相

应地组织群众。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同热心革命的群众结合起来，争取国际无产阶级

的支持。

无产阶级革命可以暂时受到遏制，但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和帝

国主义的斗争不会停下。特别是在半殖民地，被压迫人民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许多地

方继续进行着，取得了重大成就。

革命风暴的中心仍然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世界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这就是表现为劳资矛盾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

矛盾。帝国主义与世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

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通过革命把帝国主义赶出半殖民地之前，无产阶级很难兴起和

推进革命。原因是帝国主义可以把从半殖民地获得的钱拿一部分作为安抚费用（

hush-money）。此外，只有在半殖民地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后，矛盾才会更加激化

。

相当一部分半殖民地仍然需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不会去

发展资本主义，相反，它与最反动的势力结盟，保护最反动势力。它试图保持最原始

的生产关系。在那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是买办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阻止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一方面继续维持着封建和半封建的生产

关系，另一方面又发展着依附的或买办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个世纪的历史表明，

帝国主义并不把先进的生产关系和机器带到它所剥削的国家。它只是向这些国家输送

流水线。

今天，最不发达国家有最先进的消费品，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正在那里

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力。在一些半殖民地的大都市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暗外，人们还可

以找到帝国主义国家所有的消费品和一切堕落关系。

帝国主义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机械带到这些国家，同时也阻止了这些机械在那里

生产。帝国主义保护而不是消灭这些国家的封建关系。今天唯一能够消灭封建主义的

阶级是无产阶级。

在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必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间断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这些国家，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被禁止的。在这些国家中，绝大多



数的革命道路是人民战争。当然，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自己的斗争方

法，加快革命斗争，推进民族解放运动。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实现或完成的国家，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他

们必须去同农民结盟，得到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

。无产阶级只有在得到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使他们接受无产阶级领导，才

能推进革命。

革命仍然是世界的主要倾向。无产阶级专政被一个接一个地打败，革命斗争遭受

挫折，这并不能改变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下的革命是主要倾向的事实。这是因为无产

阶级革命正在发展且必定发展。

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它没有前途。在这方面，世界的主要倾向

是革命。马列毛主义的这一科学真理，在今天仍然有效。1963 年的大论战，即毛泽东

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被认为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二个宣言，它仍然有

效，将继续指导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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