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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历史逻辑 

赵景峰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既不是沃勒斯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开 

始所形成的具有全球联系和特征的世界经济的延续和扩展，也不是吉登斯认为的由于民族国家及其体系为扩张提供制度保 

障，使世界经济扩展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发展导致西欧社会经济变化，从而进行海外扩 

张的逻辑结果。正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形成过程中，形成了欧洲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这种国际分 

工体系的本质是欧洲殖民国家剥削、压迫、奴役和控制殖民地国家，这种国际分工体系的本质也延续到当今世界体系之中，决 

定了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场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并主导的经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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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Economy in the Capital World 

ZHAO Jing-feng 

(College ofEconomics&Management，Nonhwest University，瓜，伽 710069，China) 

Abstract：As a result of certain~storical phases，file economy in the capital world is neither the extens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Mth the 

world connection and eliaracterisfies started in colonial expansion of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which WaS believed by Wallerstein，nor the 

Giddens’S idea，that is，due to the national countries and its system offer support for its extension，the world economy is extended into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It is the logical msult of overseas expansion of Western Europe，led by the cha,,ge of society and economy msulfing from the 

movemem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ve relations．It is in this shape process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the international labor separation 

of metropo~tan state and cdony COuntYles．the nature of it is the European edomal countries control the countries，and it is prolonged U tl1e 

world system nowadays，and that determines that the economy globalization，in nature，is a economic movemem launched and directed by ad· 

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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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世界资本主义范围内，在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主导下，由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工业资本、 

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的纽带而组成的整体。资本主义世界经 

济体最初是在欧洲形成的，然后扩张到全球。它是一个历史 

范畴，有着自己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一

、沃勒斯坦和吉登斯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形成的 

争论 

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最初产生于 l6世纪的欧 

洲，主要标志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西欧的形成。“资本主 

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 

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名之为中心区域、 

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 

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 

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_】 (P】94)由世界范围的 

分工所决定的世界经济体是 1450—1640年以西北欧为中心 

开始形成的。资本主义不是在某个国家孤立地出现的，而是 

由中心、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三部分联结成一个整体结构出现 

的。“等级性的(而且分布在不同空间的)劳动分工是资本主 

义世界经济中一个永恒的要素。而世界体系中经济活动地 

位的(更换以及相应的)特定地理区域的变换，则是又一个永 

恒的要素。” 1 (P237)这两个永恒的要素制约着世界经济体系 

的发展。“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是这个体系运行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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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动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而且存在于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 

这样，世界经济体形成时期的运行规则就成为：中心区利用 

边缘区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品向边缘区 

销售牟利，并控制世界体系中的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运转。边 

缘区则向中心区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廉价劳动力和销售 

市场。 

半边缘区也是世界经济体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它介 

于前两者之间：对中心区部分地充当边缘区角色，对边缘区 

部分地充当中心区角色。“就许多经济标准而言，半边缘区 

代表从中心到边缘这个连续统一体中的一个中间点。”_】J 

(PlOT—lo8)分成制是半边缘区的主要劳动控制形式，它是介 

于雇佣劳动与强迫劳动之间，是一种半资本主义企业的形 

式，从而确保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尽管半边缘区的存在被 
一 些学者说成是根据世界体系的“需要”来解释的，并使世界 

体系具有功能主义色彩 (p2o6)，但沃勒斯坦认为它是世界 

经济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 】 (P463)。然而，“欧洲并不是当 

时唯一的世界经济体，还存在其他的世界经济体。” 】 (P14)但 

为什么只有欧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使它能超过其 

他的实际经济体呢?沃勒斯坦认为，“在现代以前，各个世界 

经济体是极度不稳定的结构，不是转变成各种帝国就是解 

体，有一个世界经济体已经存在500多年而仍没有转变为一 

个世界帝国，这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 

是其力量的秘密所在。这种独特性就是被称为资本主义的 

经济组织的政治方面。资本主义能够长时间存续，正是因为 

这个世界经济体范围之内存在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政治体 

系。” 】 (P461—462)国家与国家体系是世界体系的主要结构， 

只有在世界经济体建立过程中才导致国家的产生，处于不同 

区域的国家完成着各自不同的分工，中心区国家在追求霸权 

地位的同时实现着利润最大化，推动着世界体系的发展。国 

家也就通过国家体系的相互作用在形式上、力量上和边界上 

不断变化的。这样，沃勒斯坦就把民族主权国家建立在世界 

体系之内诸多结构中的一种有组织的结构，而变迁只不过是 

世界体系演进和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与大多数社会历史学 

家的观点相左。 

吉登斯认为，世界体系论由于过分集中于以资本主义来 

解释现代历史的演化，未能对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体系的形 

成作出令人满意的分析。吉登斯反对以资本主义囊括民族 

国家，而是强调国家内部的自我整合，即“内部绥进”。他认 

为，国家内部绥进的出现，实际上是国家行政调配能力的发 

展和增强，标志着绝对主义向民族国家的转变。世界体系不 

仅由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国家间的互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 

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作为经济秩序的资本主义和作 

为政治形态的民族国家的不断联合作用，才造就具有强大扩 

张功能的世界体系，这两者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可完全化约为 

另一项。【3 (P198—210)可以看出，沃勒斯坦和吉登斯在这个问 

题上争论的焦点是民族国家及其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即 

究竟是世界体系催生民族国家及其体系还是民族国家及其 

体系催生世界体系。这也就是说，他们争论的问题在于当代 

的经济全球化是从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世界体 

系)出发，从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和随后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开始所形成的具有全球化联 

系和特征的世界经济的延续和扩展，还是由于民族国家及其 

体系为扩张提供制度保障，使世界经济的扩展，引起全球政 

治经济变动，扩大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异，导致具有 

等级结构特征和垂直分工体系的现代世界经济，即所谓的不 

平衡、不对称的经济全球化。 

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产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 

盾运动的逻辑结果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 

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形式。在生产活动中， 

人类一方面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另一方面在人与人之间 

进行劳动交换，劳动过程的这两个方面就是通常所说的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主 

线，在这条逻辑主线上，生产力是发端的、首要的因素。“社 

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 

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 

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 

的桎梏。此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 

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纠(P32— 

33)因此，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产生既不是沃勒斯坦的世界 

范围内劳动分工决定的结果，也不是吉登斯民族国家及其体 

系催生世界体系的结果，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 

逻辑结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资本主义世 

界经济体的产生和发展从而形成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前提的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受到了一些国内学者的怀疑。如宋伟认 

为，马克思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者都相信经济全球化根源于 

自由市场的内在逻辑。这种解释无法回答：正是深深卷入全 

球化的国家对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降低劳动者的福利进行 

了广泛的质疑。而且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对全 

球化潮流作出积极回应，因此，全球化更应该从国家和国际 

政治的角度来解释。他认为，结构使竞争中的国家不断社会 

化，社会化促进国家的特点和行为出现相似性，所以，无政府 

状态下的国家竞争决定了国家间的相互模仿，接受共同的国 

际经济规则，采取相似的国内经济体制，从而促进了全球化 

的发展o',4j这种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等同起来 

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而且从上层建筑来说明经济全球化的 

历史发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释经济全球化的产生。 

在中世纪末以前，西欧在大多数领域和大部分地区都是 

十分落后的，“在文化上，它从外界得到的多于它所能给予 

的；在经济上，某些方面也很落后，它极想得到南亚的香料和 

中国的丝绸，自己却没有什么可用以交换；在军事上，可以肯 

定地说，东方对西方的入侵远远多于西方对东方的入侵。” 5 

(P11)中世纪后期，在东方的伊斯兰教帝国和儒家学说统治下 

的中华帝国越来越闭关自守和僵化的时候，西欧国家从生产 

力的进步到生产关系的变化开始，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彻底 

的社会变革，西欧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在发生深远的变 

化，并使它具有了某些强烈要求向海外发展的愿望，也具备 

了向海外发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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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世纪，西欧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到 11世纪，社会生 

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并在封建庄园中形成了一支手工业者队 

伍，他们一般是去人口聚集和过往客商多而且容易做买卖的 

地方，如寺庙、旧城堡废墟上和渡口附近，在这些地方就形成 

了最初的集市，随着一些富裕的手工业者用积累的货币购买 

了人身自由，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专门从事商品生产，这就 

形成了手工业者和商人的集散地——市镇，手工业者为了避 

免市镇受到侵犯，在周围筑起土墙或栅栏，后来又修筑坚固 

的石墙，于是城市就出现了。与中国古代的王权政治的城市 

基础不同，欧洲城市的基础是手工业和商业。随着手工业和 

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开始在地中海沿岸城市出 

现。这些城市是毛织业最早发展同时也是中世纪毛织业最 

繁盛的地区。从11世纪开始又依靠垄断近东贸易大发横财， 

加速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到 13世纪，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 

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市场逐渐扩大，商品经济的 

发展与封建行会制度的矛盾日益激化，在生产者分化的基础 

上，部分生产条件好的手工业者突破了行会的束缚，雇佣更 

多人劳动力，他们本人则逐渐脱离劳动，变成资本家，帮工和 

学徒则成了雇佣工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此时， 

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容纳发展了的生产力水平。特别 

是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农村中徭役租和实物租已普遍 

改为货币地租，领主与农奴的关系已经向变为地主与佃农的 

关系迈出了踏实的一步，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在农村中正在 

丧失它的社会基础。总的说来，“在 15世纪时，封建制度在整 

个西欧都处于十分衰败的状态。”k6](P450)“市民对社会来说， 

已经比封建贵族更为必要了。”_6 (e448)而此时以大庄园经济 

为基础的西欧封建社会，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同东方高 

度中央集权的皇权至上相比，西欧各国的王权软弱得可怜。 

他们既受制于罗马教廷为中心的教会，又时时面对地方大贵 

族的反叛。因此，西欧各国的君主们普遍采取了和新兴的 

“市民阶层”，即资产阶级、新贵族、商人结盟的政策，大力推 

行重商主义，由此加强了专制王权。英国、法国、俄国、普鲁 

士、奥地利等都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实行 自上而下的改革。 

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行，使这些国家程度不同地达到了富国强 

兵，强化专制王权的目的。但在重商主义政策中得利最大的 

还属工商业资产阶级，他们的力量大大增强，商品经济和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迅速发展。封建制度深深的危机使他 

们寄希望于向海外扩张领土以挽救其危机。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欧洲的向外扩张，特别是远洋航行提 

供了条件。由于地理位置靠近海洋，西欧各国在造船业方面 

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较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 

航海设备、航海术和军事装备等方面：船舶的载重量越来越 

大，船的构造先进，速度快，制造成本低，效率高；指南针在 15 

世纪由葡萄牙人在航海中已经应用，后经过改造，结构更为 

简单，造价更为低廉，应用更为广泛；在火药和武器方面所取 

得的成就能够保证航海探险的安全，16世纪初，荷兰、德国和 

英国的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使发炮技术更容易操纵但 

却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威力，海战战术也已由设法攻人敌船 

改为舷上的多炮齐射。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对于欧洲的海外 

扩张，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航路开辟的历史是海外殖民掠夺和资本原始积累的 

历史。西欧殖民者对亚洲、非洲和美洲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掠 

夺，他们侵占土地，建立血腥的殖民统治，用征服、奴役以及 

消灭殖民地人民的办法搜刮财富。美洲、非洲和亚洲许多地 

区的人民沦为奴隶，被西欧殖民者赶到矿山、种植园，无休止 

的劳作和非人的折磨使大批奴隶丧失生命。在新航路开辟 

的半个世纪里，美洲印第安人就从3 000万人骤减到1 500万 

人。与此同时，西班牙殖民者每年从美洲掠走黄金5 500公 

斤，白银24．6万公斤。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从非洲掠走了 

27．6万公斤黄金。15世纪末(1493年)西欧黄金储量约为 55 

万公斤，而在16世纪则增加到 119万多公斤；白银储量从700 

万公斤增加2 100万多公斤。7j(P37—44)千百万殖民地人民的 

血泪和白骨换来了西欧的资本原始积累。当然，通过新航路 

的开辟，世界市场的领域骤然扩大了，进人世界贸易的商品 

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海外商业不再是 

少数冒险商人专为封建主阶级供应奢侈品，而是贩运大宗商 

品，供应于普通大众。这时也出现了商品和证券交易所，开 

始了商品的买空卖空的投机事业。新航路开辟后，西欧的商 

业性质和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商业发展的需要，具有 

资本主义特征的商业机构如银行、交易所、股份公司、保险公 

司相继出现。国际范围的贸易，特别是与殖民地之间的贸 

易，受殖民地政治形势影响、海洋气候变化、海盗袭击以及难 

以预料的种种突变，使商品的价格波动非常大。殖民地商品 

甚至成了囤积居奇，买空卖空，大规模投机的对象。这一切 

给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发财致富的机会。 

商业上的这些革命性变化，促进了商人资本的发展，加 

速了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垄断海外 

贸易的大商业公司也纷纷建立起来并和本国政府有着密切 

关系，它们从专制主权那里取得特权和补助，拥有自己的武 

装力量，是进行殖民扩张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工具。它们 

的目标是侵占世界领土、建立殖民制度，奴役殖民地人民，与 

他国商人集团在国际贸易中竞争，获得乃至垄断世界市场。 

航海探险还发现和掠夺了大量的金和银，使流通中的货币量 

急剧增加，引起物价飞涨，史称“价格革命”。由于世界市场 

的不断扩大，商品销路大增，手工场主和商人利市百倍，大赚 

利润，迅速致富并形成最初的原始积累。而劳动者实际工资 

下降，利益受损，封建地主则因金银价格下跌利益也受损，这 

些都大大促进了西欧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产生。更重要的是，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东方新航路的开辟， 

第一次把整个世界有目的地联结在一起，从此，全世界各民 

族大范围的交往和相互依赖开始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 

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 

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 

的生产也是如此。” (1'276)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历史上的轨 

迹就是从各民族有目的的交往开始的，没有世界各民族有目 

的的交往和相互依赖，就不会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形 

成，也就不可能有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产生。 

三、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经 

济体的形成 

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进行，资本主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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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进入了一个迅速成长的时期。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不 

仅排挤了行会手工业，也代替了资本主义的手工作坊。资本 

主义的手工工场成了这个的时期的标志。由于在手工工场 

内部工人已经有了细致的劳动分工，劳动生产率提高，表现 

出了生产的优越性，使资产阶级的力量与日俱增，从而开始 

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但是，此时占统 

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仍然是封建生产关系，它在各方面都严重 

阻碍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如这时期虽然典型的农 

奴制已经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强烈震撼，但它仍然在社会经 

济中占优势地位，广大农民仍然很难摆脱封建主义的超经济 

强制，农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严重地阻碍着农村中资本 

主义的发展。同时，这种状况也不能满足城市资本主义的发 

展对劳动力、原料等各个方面的需要。另外，此时各国的封 

建割据状态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严重的打击。16世纪后， 

各国仍保留着封建割据状态，各个封建主都是独霸一方的皇 

帝，拥有自己的法庭和军队。各封建诸候国之间，没有统一 

的货币制度和度量衡，没有统一的税收制度，国王、教会、领 

主的关卡遍布各地，对地区间的货物运转任意抽收进口税、 

过境税等等。资本主义经济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 

它要求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而封建割据、关卡林立、税目繁多 

的社会状况，严重地影响了地区间的经济联系，阻碍着资本 

主义经济的发展。总之，这一时期封建生产关系与已经发展 

并逐步强大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不相适应了，资本主 

义的发展在现实中遇到封建制度的种种束缚，封建生产关系 

已成为阻碍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桎梏。 

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标志。资产阶级 

革命最早发生在荷兰(1572．1579)，但是第一个具有世界意义 

的资产阶级革命是 1640-164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人类社 

会从封建主义时代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继英国革命之后， 

美国(1776年)、法国(1789年)、德国(1848年)等国家也先后 

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国家全部或部 

分取得统治权，建立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政治制度，在 

国内破除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地方割据、关卡林立的局 

面，废除了行会及专卖制度，统一了度量衡和货币，建立起统 
一 的国内市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还超出了本国和地区 

范围，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在“当时整个世界”取得 

支配地位的历史要求。马克思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 

等阶级敲起了警钟”的论述，指的就是美国革命对英国资产 

阶级深入进行民主改革和法国大革命的兴起发挥了积极的 

影响和推动作用。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欧洲资本主义世 

界经济体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便为更大的向外扩张活动提 

供制度的保障。“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 
— — 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 

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 

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 

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_8 (P663)。资本的力 

量使殖民者除运用价格低廉的商品外，更多地使用国家机器 

特别是军事武力和政治阴谋活动作为其扩张的重要手段，征 

服经济落后国家人民的最顽强的仇外心理。在中国，英国殖 

民者为侵占中国市场，1840年对中国发动战争，即鸦片战争， 

接着1856年又伙同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此，打开中 

国的门户。英法等国通过暴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除迫使中国割地(香港、九龙)、赔款外，还迫使中国开放 5个 

通商口岸和 13处商埠，并从中国获得任何进口商品只交纳 

5％特惠关税的特权。中国从此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 

地。到 19世纪6o年代末，欧美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商 

品这一特殊武器和刀枪火炮一起，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 

大洋洲，冲破一道又一道民族闭关 自守的屏障，打开一系列 

国家的大门，把它们都囊括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之中。 

由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扩张而建立的资本主义 

世界经济体，是以适应于大机器工业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为基 

础的，它以少数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为中心， 

以其它主要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为外围。在资本主义世 

界经济体的形成过程中，欧洲社会经济的发达和社会财富的 

增加是建立在殖民地社会经济的更落后、更加不发达的基础 

上。在欧洲殖民者把整个世界联为一体，把落后国家卷入世 

界市场的时候，也就形成欧洲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 

国际分工，即欧洲殖民者国家从事工业生产，从事“较高水平 

的技能和较大资本含量的各项任务”⋯1(P464)，而殖民地国家 

成为它们的原料和粮食供应地。这种国际分工体系的本质 

是欧洲殖民国家剥削、压迫、奴役和控制殖民地国家，这种国 

际分工体系的本质也延续到当今世界体系之中，决定了当代 

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场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并 

主导的经济运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被剥 

削被奴役地位不是今天才形成，而是在历史上就已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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