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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华

美国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经济全球化中国际资本逐利空间受到挤

压、能级递减衰弱，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何化解资本困

境，成为未来发展的最大变量。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资本

平均利润率下降。

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过程就是资本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过程，

其结果一方面是资本家财富积累，另一方面是劳动者贫困积累。最终

表现为生产日益扩大的趋势和劳动者有效需求日益不足之间的矛盾，

酿成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吸收剩余资本解决办

法：时间修复，投资于长期资本项目，从而推迟过剩资本再次进入当

前乃至未来的资本流动；空间修复，开拓新市场、新产能、新资源、

新社会与劳动力可能；时空修复手段并用。同时，在资本一端，随着

资本不断积累，资本稀缺性自然会不断下降，资本之间的竞争必然不

断加据，其利润将随着竞争的加剧在行业内、国家内、甚至全球范围

内逐步趋于平均化，并且这种平均利润率也将随着竞争的白热化具有

一种不断下降的趋势。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证明资本主义必然走向

衰落，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敲响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

资本的逻辑使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性固有矛盾加剧。几百年来，尤

其是一战、二战与冷战结束以来，为了续命，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比如：通过发展世界贸易，扩大市场规模；通过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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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管理升级，赢得市场竞争优势；通过产业垄断、国家垄断等获取

超额利润；通过赤字财政、量化宽松等财政货币政策，扩大有效需

求，维护资产价格等等。这一方面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跨国经营

的发展，延续了资本主义的寿命；另一方面，使社会财富进一步向个

别国家、少数人快速积累，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进一步加

剧。如今世界上最富的五六十个人占有的财富总额，已相当于全世界

较穷的一半人口拥有的全部财富总和。一方面是少数人财富富可敌

国，另一方面是各国财政破产、货币超发，广大人民群众日益贫困

化。以至于各国有识之士均大声急呼，必须正视和解决财富分配不

当、占有不均的严重问题。

“经济全球化”由 T・莱维于 1985 年提出，是资本、商品、服务、

劳动以及信息超越市场和国界进行扩散的现象，是资本主义为了解决

资本主义周期性衰退和非武力扩张的良药。

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颠覆性改变，大踏步进入经济全球化时

代。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导、全球分工、金融创新、枪炮控制。驱

动全球化的五大要素包括贸易的开放程度、资本流动、科技和意念交

流、劳动力流动和文化整合性。以此为观照，主导全球化进程的主要

是西方价值、大国力量、资本扩张、财富掠夺，是美国主导的游戏，

是二战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用资本在主导冷战后经济全球化，

充当资本大佬、美元霸主、国际宪兵。

两面性凸显出来：一方面，美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利巨大，另一

方面，美国内生性结构性问题与冲突不断激化。美国富人阶级通过其

所拥有的资产，包括个人企业（跨国公司）、房地产（海外资产）、股

票和债券等，搭乘国家发展与向外扩张的列车，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大

部分红利。据数据分析，1990 年至 2010 年这 20 年间，有 3.2 万亿美

元从美国流出，相当于同期美国国内净投资 5.3 万亿美元的 60.1%。

按照新增就业人均 25 万美元投资计算，如果这些资本留在美国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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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投资，将能使 2320 万人获得就业机会。资本杠杆放大经济全球

化“钱生钱”效应，手段之一就是举债。2016 年特朗普上台，债务达

20 万亿，超过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维持当前年度 7160 亿美元军费开

支，只有发债。金融大佬彼得・希夫认为，特朗普与华尔街在玩危险

游戏，预言到 2020 年美国债务要达到 25 万亿美元；到 2024 年，美

国债务将突破 30 万亿美元。 

美国内生性结构性问题与矛盾激化的原因在于：资本要素流动超

越了劳动力要素流动，造成财富分配不公平合理；产业链全球布局导

致产业外移以及生产自动化，使得劳工丢掉工作机会；华尔街金融化

游戏使得贫富差距极大加剧；“财富不均等、机会均等”“美国梦”价

值观被颠覆等。美国中下层白人不断在迷茫中觉醒，2008 年金融危机

发生以来，美国先后发生占领华尔街、反精英民主运动、一系列枪击

案等社会事件，标志着西方白人世界的“生存空间”意识日趋激化，

在社会精英中寻找政治代言人。

有鉴于这些复杂变化，影响美国未来发展的变量将向对内对外两

个扇面演进。

对内政策变量：协调平衡社会矛盾。一是利用美国精神进行社会

整合再动员，提出一系列新口号，比如类似“美国优先”“美国再强

大”“让制造业回归”“让美国人继续过好日子”等，提振美国人信

心，鼓舞美国人斗志。二是税赋改革，主要是向企业减税以倾斜劳工

阶层，同时向富人增大征税力度。近期，美国总统竞选多位候选人均

提出了类似主张，比如，民主党候选人沃伦就明确提出向拥有 5000

万美元以上财产者每年征 2% 财产税，向拥有 10 亿美元以上财产者每

年征收 3% 财产税的政策主张。三是树立假想敌，将经济矛盾注意力

进行转移，比如归因于中国和西班牙语裔新移民，加大反对非法移民

力度，甚至于采取意想不到的措施限制、剥夺与打击新移民尤其是他

们的财富。四是激化党争，政治会更多呈现出草根逆袭、民粹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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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化趋向，变得更为不按规则出牌，更加匪夷所思。这一国内政治

变量，在 2020 年总统选举中会有充分表现。

对外战略变量：维护金融资本霸权。一是在全球尤其是重点区域

制造乱局乱象，形成世界到处不太平只有美国安宁的局面，同时着力

打造美国“资本乐园、富人天堂”的拜物教神话，使国际资本留在美

国，支撑美国经济尤其是金融资产比如股市繁荣。二是谋求建立国际

资本扩大规模、形成垄断、利益最大化联盟，比如整合西方国家资本

力量，组建“富人俱乐部”，重新制定对美国有利的经贸游戏规则。

三是通过贸易战、技术战、金融战等手段，遏制打压并迫使新兴经济

体与美国资本深度融合，使资本获得新的进入、生存、盈利与发展空

间，继续维护美元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四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比如

培植他国的内部反对力量，策划发动“颜色革命”，催化分裂肢解行

为，激化地缘政治冲突等，搞乱搞垮搞残“战略竞争对手”，维护金

融资本全球利益。五是采取舆论造势、经济制裁，甚至于不惜挑起发

动局部战争，削弱所谓的潜在敌人，确保世界霸主地位不可撼动。

（作者系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上海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此文是根据其于2019年10月19日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主办

的“美国经济论坛”首届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