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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精彩短评

1、这本论文集的五位作者，都是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界的世界顶级学者，五篇论文以及引言和
结语风格、内容各异，但普遍深入浅出，精彩纷呈，很能代表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研究的最新成果
。正如大卫.哈维的推荐语里所说，“不在于他们给出了怎样的答案，而在于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
2、大师兄推荐
3、气候变化，核战争，中产阶级消失，地理红利消失，资本主义在21世纪目之所及的地方都无法让人
乐观，人类不知道能不能熬过这次转型。
4、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重磅的问题重磅的作者群，书并不重磅，看来又是一部举重若轻之作。期
待沃勒斯坦的洞见！
5、对于历史走向的宏大分析，虽然缺少了细节，但是能够看到学者对于未来深切的关怀。

6、看起来书中的几位学者都不太乐观啊⋯⋯看的晕晕乎乎的，关键词大概有：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
、地缘政治、美国霸权等等。究竟会怎么样⋯⋯神奇的世界存在各种可能吧。
7、几个学者从不同角度讲了资本主义的前景。结尾部分旧话重提，就显得比较没意思了
8、还是mann的理论最让人信服
9、是结构性危机还是程序性危机，结论并不重要，但可能性汇集之处或许就是必然性。虽然是论文
合集，但主题鲜明，论述清晰，可读。#最近读书太少太慢，跪伞骨去了#
10、宏观历史政治学，欣喜的是，论文合集论述问题明确，语言通俗。
11、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会引发政治僵局和困难的选择额，资本主义的将来会如何，未来的几十年
将赋予年轻一代新的机遇，让他们能以不同于老一辈人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12、推荐柯林斯和迈克尔·曼的文章，尤其是柯林斯对技术进步语境下“中产阶级工种的终结”的五
条逃生路线的讨论，“现在这五条路线都被堵塞了，只剩下死路一条。”
13、他们讨论的大部分问题，马克思在100多年前都给出了更为精辟的见解。西方有些人真是奇怪，平
日里把马克思看作洪水猛兽，一遇上危机马上就抱马克思的大腿了
14、通俗易懂，举重若轻
15、没完全看懂，似懂非懂
16、结论不重要，因为没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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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精彩书评

1、假先知无数次发声，他们的预言没有未来！简单地说，资本主义的左派学者基本上是生活在资本
主义文明的蜜罐中幻想着为资本主义掘墓的那一类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致命之处：就是服从于某种
虚假的“良心”（就是认定学者必须反对政府以及代表着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反对而反对，先
有结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再拼凑所谓的“证据”，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他们的预言每次都破
产，而他们呢，对这种虚假的“良心”怀着百折不饶的信心，所以，每一次预言失败后，他们都会为
自己的预言失败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就算跌得头破血流，他们也像煮熟的鸭子一样——嘴硬！这张
硬嘴就算被煮熟，也要发出永远的一贯性的近乎“政治正确”的预言——资本主义必亡！如果某个阶
段，自由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稍微弄大了一点，这种声音就会加倍弥漫和理直气壮。但
历史拐了一个弯后，总是会再次证明他们幻想的“资本主义必亡”又要落空，他们的预言即使是在经
融危机假象的掩护下，也最终成了某种“回光返照”，再度流产。可这些人就是不长记性，永远执迷
不悟，因为他们的思维永远停留在这个“潜规则”之上：作为学者，必须永远反对政府和代表政府的
主流意识形态；既然政府和其意识形态是必须反对的，那么就是必然错误的；既然政府和其主流意识
形态（即资本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就一定是要消亡的。自由社会的左派学者（尤其是极左派）已经
到了只问目标不择手段的地步，为了追求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预设性结论，他们会不择手段
的寻找所谓的“证据”，哪怕这种证据站在流沙之上，他们也确信无疑，左派学者的这种痴迷已经达
到了“自我催眠”的地步。所以，他们永远在发出同一个预言：资本主义没有未来、资本主义必然灭
亡！（极左派学者和极左派的政治势力有点异曲同工，比如**主义社会的建立者也具有为了崇高目标
，可以理直气壮地“不择手段”，只不过红色极权分子的不择手段表现为刀光剑影，而极左派学者的
不择手段最多是“蛊惑人心”）下面我要说说自由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里极左派学者不择手段论证
“资本主义必亡”对不同社会所造成的不同后果：（1）左派或极左派学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享受着资
本主义优越的物质文明和自由包容的精神文明（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学术自由），为了彰显自己的所谓
“良心”一边倒地发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假预言，他们中的极端者（如乔姆斯基）甚至赞叹朝
鲜是比美国文明得多的文明社会，但不论乔姆斯基还是一切诅咒资本主义必亡的左派学者，都坚决不
肯离开“必亡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肯去他们论定（歌颂）为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的左翼社会（
如前苏联和现在的朝鲜），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可见他们追求的“良心”有多少真实又有多少虚
伪；（2）他们作为假先知，屡屡发布“资本主义必亡”的假消息，对他们本国的人们没有多少“蛊
惑人心”的力量，从而对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既不构成威胁，也不会带来祸害，甚至会扮演一点“乌
鸦”式的促进作用，因为资本主义虽然不会如他们所愿灭亡，但也不是完美的，他们搜肠刮肚论证资
本主义腐朽的证据或多或少会揭露出资本主义的局部缺陷，反而更可以让主流的文明社会自我改进，
所以，这班左翼学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基本是无碍的，他们尽管是假先知，尽管恶毒诅咒资本主义文
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健康成长反而有益；（3）这些左派学者（假先知）祸害最大的就是发展中国
家（第三世界），从马克思到现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新马分子，无一不在向世人发布着“资本以及资本
主义必亡”的信息，并指向各种“左派乌托邦”迷境，这种乌托邦对生活在自由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中的公民没有蛊惑力，但对缺乏洞察力的第三世界，却具有蛊惑人心的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可
以在欧美以“批评者”的立场扮演者某种建设性的“督促”的作用，以其“蛮狠无理”促使资本主义
社会变得更好，但在第三世界，马克思和形形色色的左派学者，以假先知的身份误导那里的人们相信
看似美妙实则残酷的“乌托邦社会”，结果，这些左派学者的理论结合具体的左翼政治组织把就会第
三世界的人们带进了地狱。所以，第三世界的人们尤其要警惕那些站在资本主义社会享受这资本主义
文明成果，受其滋养甚至庇护的假先知，他们能够祸害的就是我们。资本主义会不会消亡？从绝对的
角度，人类都很可能会灭亡，资本主义当然也要灭亡。问题是，探讨地球会不会毁灭对人类而言只有
空泛的意义，同样，资本主义在可预测的时间里不仅不会灭亡，而且只会更加完善和欣欣向荣，所以
，社会学上预言“资本主义会不会消亡”没有意义。同样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卡尔波普早就证明了这
一点，波普更明智地告诉了我们一点常识：社会学领域错综复杂，作为一个庞大的工程，预测根本不
管用。所以，警惕假先知，活在当下，理性规划未来才具有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方学界充斥
着形形色色的左派假先知，服从于不择手段预设立场与结论的虚伪“良心”，但也有卡尔波普、康德
、阿隆、加缪（加缪似乎是左派中难得一见的温和理性分子）这样服从于内心世界真实“良知”的大
哲，他们的特点就是不赶时髦，宁愿在学术界扮演者着“落后”的角色（在西方学界，似乎不预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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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本主义穷途末路，就等于思想不进步），而实际上，这些“落后分子”服从于真实的良心，他们对世
界的走向从不发出长远的自以为洞悉了一切的“真理性”的预测（他们从不标榜自己掌握了“宇宙真
理”），他们只谨慎内敛，在开放社会的局部进行改良，踏踏实实，虽引领社会但从不冒充先知。
2、女儿拿回家一本书，《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作者是国外五位在社会学和经济学当代知名的学
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生于1930年，曾任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退休后任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第
二位作者兰德尔.柯林斯，生于1941年，现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后三位就不一一介绍了
，全是理论界大牌人物。五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从分析资本主义体系
内部已经出现的结构性趋势和问题入手，推演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变化。五位学者的观点和结论不
尽相同，但是作为思维缜密的学者，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是
必然走向崩溃而产生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还是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又获得新生？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不过这五位学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逻辑思维是值得学习的，这本书值得认真读一读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沃勒斯坦认为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所造成
的，“结构”这两个字一语中的，他认为；“要把一个历史系统定性为资本主义体系，其主导或起决
定作用的特征必须是持续追求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即以积累更多资本为目的的资本积累。”无止境的
资本积累就是资本主义“结构”性的病因，是“胎里带”，是无法医治的。沃勒斯坦列举了资本主义
几百年发展的历程，又提出一个“准垄断”的概念，以为其具有两种基本的方式，其一，是产品有创
新；其二，一个或多个强力国家愿意动用国家力量(或至少是限制)其它产品进入市场。所以“生产者
需要准垄断来积累可观的资本。”准垄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概念。 不论是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的形式
，有生产就必然要有积累，但是“系统的运行状态总是偏离其均衡状态，⋯⋯现代体系内部却存在使
系统回归均衡状态的机制，尽管这是一种动态平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积累成为一种永
无止境的追求，庞大的资本由于准垄断状态越积累越多，又从生产领域转化为金融资本(沃勒斯坦后边
有对金融资本的论述)，结构性的问题出现了，自行回归均衡状态的系统机制失灵了，最终导致1929年
和2008年世界性经济和金融危机，并且这样的危机还将会出现，所以本书提出《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的问题。虽然沃勒斯坦被西方国家理论界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大师，但是我以为其“世界体系”和
“积累、准垄断”的观点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不谋而合。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的抽象
的结构特征表现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基本环节，作为生产方式的体系存在应该是一种动态
的平衡。但是具体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保留了商品生产的抽象特征后，将生产、交换、分配和
消费在资本的全面指导下具体化了。正如沃勒斯坦所言；“资本积累成为一种永无止境的追求。”怎
样才能实现资本积累永无止境的追求？只有压制和减少“消费”，所以马克思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和劳
动者的相对贫困，因此，资本过度积累和消费相对不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上的弊病。正是
因为消费不足，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这动态平衡的结构被破坏了，所以就有了1929年世界经济危
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仿佛走到了尽头。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既然资本主义具体的生产方式无
力解决体系和结构内部的问题，那么国家，作为结构外的一种力量，就出面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
力解决和平衡的问题。大规模的国家消费出现了，国家用赤字财政和以国家信用借贷来投资基础设施
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扩大军事力量去维护资本的海外市场，结果，资本主义具体的商品生产体系内
部，由于资本永无止境的积累引发的结构失衡的问题暂时得以解决了，资本又可以继续不断地扩大生
产和交换，又实现了其结构的动态平衡。从1929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凯恩斯主义挽救了资本主
义80年的性命，并保持了持续的繁荣。但是资本主义“资本永无止境的积累”的弊病是遗传基因上的
毛病，一方面资本积累变的越来越庞大，既使先进的欧美也限于国家边界而无法容纳资本积累后的能
量，庞大的资本需要一个更广阔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应运而生、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为了保持资本
主义商品生产体系结构上的动态平衡，凯恩斯主义如同使用毒品一样，西方国家不得不以国家信用为
抵押，大规模借贷来扩大消费规模，以维系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平衡关系，其结果是积累无止
境的资本越来越庞大，而国家的经济、政治体系越来越脆弱，国家越来越沦为资本积累和扩张的工具
。沃勒斯坦认为；“为了继续巨量占有全球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们转向从金融业获利，即所谓的世界
体系的金融化。”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维持资本积累的方式开始由从生产效率中获利转为
从金融交易中获利，更准确地说是投机。”之后，沃勒斯坦用了好几页的篇幅叙述了石油危机、80年
代墨西哥和波兰的国家债务危机、信用卡的使用和垃圾债券、美国的债务危机和开动印钞机、等等，
因此沃勒斯坦的结论性观点是；“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体系由于过度偏离均衡状态已经无法再维持下
去了，也无法再让资产阶级继续无止境地积累资本了。”我同意沃勒斯坦的结论，但是我并不认为资

Page 7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本主义具体的商品经济方式失去生命力，就马上可以终结，历史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资本主义失
去未来只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带来遍及全球的广阔的市场，资本就仍有“用武之地”，资
本主义在今后几十年仍将延续下去。本书的第二位作者兰德尔.柯林斯，他的文章《中产阶级工种的终
结：再也无处逃遁》中的主要观点，是高科技的发展将在21世纪取代中产阶级从事的脑力劳动工种，
当大部份中产阶级都面临结构性失业时，资本主义将难以维持下去。我并不赞同他的观点，只要人类
生产方式不论以何种方式存在，生产过程都是永远的存在，无非是劳动的形式、结构、內容和分工发
生变化而己，所以由此来推论“资本主义将难以维持下去”就有些牵强了。不过柯林斯在文章中第三
部份，金融大市场这一节到颇有新意。他认为；“资本主义自从进入了自我持续增长或内在驱动扩张
的阶段后，就将实物市场和服务市场与金融工具的市场连接起来了。”但是；“金融本质上就有投机
性，”所以金融市场呈现出“金字塔式交易”，“所有的金钱都是对未来支付的承诺，因此金融专家
们可以创造为未来支付承诺进行支付的承诺，并以此向上无止境的类推。”而所谓金融市场呈显金字
塔的形式就是“原则上对可以继续叠加多少层并沒有限制。”于是“容易产生错觉，这些名义上的数
字可以无限上涨，但在真实的实体世界中要变现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柯林斯金融金字塔的论述非常
有意思，由于金融具有投机性，“金融市场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它将财富集中在金字塔项端的少数大
户的手中。”所以“核心投资者将成为巨富，而较小的投资者也能有所收益。这足以支撑整个经济中
的消费支出并维系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转吗？如果金融市场越来越集中化，并以牺牲底层小参与者的利
益为代价，那这就是不可能的。”柯林斯的论断一针见血地说明金融市场的金字塔形态只能使“资本
积累成为一种永无止境的追求”变的更为疯狂和贪婪，金融资本不仅吞噬中、小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
的财富，并且玩弄产业资本于股掌之中，将产业资本的利润、以至积累起来的财富通过金融市场来进
行掠夺。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1％和99％的口号，就是中产阶级朦胧的感觉和微弱的反抗
。由于缺乏法制的传统和精神上的金钱至上和无所顾及，中国的资本市场表现的则更为血腥和疯狂。
沃勒斯坦和柯林斯真是两位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天弊病描绘的清清楚楚
，所以提出了《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的问题。在这里我不禁想到；难道作为将商品生产方式抽象
特征演绎为具体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就只有这一条路吗？有沒有将商品生产方式的抽象特征演
绎为另一种具体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的可能呢？有生产就必然有积累，有商品生产就离不开资本巨大
的、积极的作用，人类社会只有经历了商品经济的必然阶段才可能得到升华，人们才可能结束痛苦的
异化过程，最终实现人的复归。因此，既然我们必须承认商品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阶段，那么
我们也必须承认资本存在的合理性，沒有资本就沒有商品生产，就沒有人类的进步。但是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不应该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另外一种，将抽象商
品生产具体化的另外一种商品经济模式，将商品一般所有抽象特点演绎为具体特征的具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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