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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高帆所著《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本源拓展及当代意蕴／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问
题》在廓清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形成渊源和科学内核的基础上，强调金融化、全球化和
福利化导致危机的时空背景及其表征形态发生了变动，但马克思所强调的市场供求失衡
的市场和制度成因仍具有解释力。据此针对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指出利率变动论和国
际失衡论均难以揭示此次危机的发生机理，危机发生的真正原因是美国内部的经济失衡
：消费率提高且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这种格局诱发的多重修复机制难以在实质上解决上
述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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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高帆所著《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本源拓展及当代意蕴／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问
题》讲述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业已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并将全球经济带入192
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周期。准确地理解此次危机的发生机理和内在
成因，有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经济政策，从而在经济危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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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应对等方面取得更为显著的成效。鉴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有诸多深刻论述，因此，本书旨在把握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本源
，并在凸显其科学内核的基础上进行时空背景拓展，进而利用拓展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
论阐释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最后，依据上述解释逻辑一致地引申出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的若干思考。这种分析思路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当代化和中国化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对已有经济危机理论以及危机回应方式的弥补。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宏大理论体系而言，危机理论是构成其政治经济学以及整个理论“殿
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逻辑上说，危机意味着经济系统正常运行的比例关系、连
续性条件等遭到了破坏，从而出现了经济震荡和剧烈波动，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理论
中，正是基于比例失调、生产相对过剩和利润率下降等视角剖析了这种经济震荡。值得
强调的是，生产相对过剩是马克思解释经济危机的逻辑“主线”，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
降是对生产相对过剩的另一种表述或进一步阐释。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商品
经济或市场经济蕴含着商品生产私人性一价值实现社会性的内在冲突，而危机的发生根
源是市场经济中的供给一需求平衡关系被破坏，生产相对过剩或供求对接困难是市场经
济条件下危机发生的本质性成因。进一步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含着生产资料私有制
、按资分配和两极分化，这些制度安排会抑制居民消费需求，加剧供求对接难题，引致
经济危机爆发，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一般特征和资本主义内生制度“
交互”作用的产物。如果将经济危机理解为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则社会主义国家一
旦采用市场经济体系，则同样也需要警惕并防范生产相对过剩所引致的经济危机问题。
以市场经济的商品生产私人性一价值实现社会性这一内在冲突为切入点，以生产相对过
剩为核心概念，并从市场经济一般特征和资本主义内生制度的“结合部”去阐释资本主
义经济危机，这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内核和主要特征。但与其他任何经济理论
相类似，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也具有其提出的特定社会背景，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
时代印痕，其危机理论提出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是：特定国家内部的经济运行(马克思
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以率先推进工业革命的英国为分析对象)；金融创新和衍生的程度尚不
充分；劳资两大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极为明显和剧烈。然而，伴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动
态演化，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时空背景也发生了某些显著变化，例如：经济全球化导
致市场供求对接的空间维度发生变化，经济金融化导致市场供求对接的时间维度发生变
化，而福利改进性也会通过刺激即期消费而导致市场供求对接格局转变，全球化、金融
化和福利化在某种程度上使经济危机具有了空间修复、时间修复和制度修复等功能，而
经济危机的爆发时点、表现形式和波及范围自然也就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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