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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 的 两条道路 ：

新斯 密 马 克 思 主义 的 阐释

赖慧婷 鲁春义

内容提要 所谓新斯密 马 克 思 主义 ， 指 的 是一 些 西方 马 克思 主义学 者 结

合马克思对 资本主义发展 的分析 ， 在东 西 方 市场 经济发展 新实 践 的基 础 上 ， 通

过对亚 当 ？ 斯密 市场经济理论 的 再发现 或再 阐 释 而 形成的 关 于 市 场经济 的 新

理解和新认 识
。
其核心 内容是 关 于市 场经济发展 的 两条道路 的 阐释 。 市场经

济发展的 两条道路 即 自 然道路和 非 自 然道路 ，前 者建立在 国 内 贸 易 的 基础 上 ，

其发展遵 循从农 业 到制造业再到 对外 贸 易 的 自 然顺序 ， 其典 型是 以 中 国 为 代表

的东亚地 区 ， 通过动 员 人力 资源 以 改善经 济状况 的
“

勤 劳 革命
”

， 其所形 成 的 是

一 种 以劳 动 密 集 、能 源 节 约 为 特征 的 市场 经 济发展模式 ；
后 者建 立在对 外贸 易

的基础上 ，其发展遵循从对外 贸 易 到 制造 业再 到 农业 的 非 自 然顺 序 ， 其典型是

以荷兰 、英 国 、美国 为代 表 的 资本主义地 区 ， 通过 资本在 无休止积 累 过程 中 的

“

创造性破坏
”

，其所形成的 是 一种 以资本 密 集 、 能 源 消 耗为 特 征 的市场 经济发

展模式 。 在此基础上 ， 新斯密 马 克思 主义讲述 了 市场经济发展 的 中 国 故事 。

关键词 新斯 密马 克思主义 市场 经济 自 然道路 非 自 然道路

中 图分类号 Ｆ０１４ ． ３

中 国 改革开放的 历 史进程 同 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 中从确 立

到 曰 臻完善 的 历史进程 。 从最初社会主义 能 否 与 市场经济相容 的疑虑 ，到 明

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
一

改革 目 标 ， 再 到 市场在 资源 配置 中
“

基础 性作

用
”

向
“

决定性作用
”

的升 华 ，反映 出 中 国共产 党 人在实践进程 中对市场经济认

识的 不 断深化 。 当前 ， 中 国 的 改革开 放 已进入
“

不惑
”

之年
， 站在新 的 历史起点

上 ，加快推进 中 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 的发展并确保其行稳致远 ， 需要我们具备

高度 的理论 自 觉 。 因 此 ， 参考和借鉴 国 外学者 的相关 研 究仍然 十 分必要 。 在

此过程 中 ， 新斯 密 马克 思主义 关于市场经 济 两条道路 的 阐释应 当 引 起我们 的

高度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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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斯密 马克思主义 ：斯密市场经济

理论的再发现＋马克思主义

所谓新斯密马 克 思主义 ，指 的是一些 西 方马 克 思主 义 学者结合马 克 思对

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 ，在东 西方 市场经济发展新 实践 的 基础 上 ，通过对亚 当 ？

斯 密 市场经济理论的再发现或再阐 释而形成 的 关 于市场 经济 的新理解和新认

识 。 罗 伯 特 ？ 布伦纳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ｒｅｎｎｅｒ） 首先在文 章《 资本主 义 的起源 ： 关于新

斯 密 马克 思主义 的评论 》 （ＴｈｅＯｒ
ｉｇｉｎｓｏｆＣａｐ ｉ

ｔａ ｌ ｉｓｔ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ＡＣｒ ｉｔ ｉｑｕｅ

ｏｆＮｅｏ
－

Ｓｍ ｉ ｔｈ ｉ ａｎＭａｒｘｉｓｍ） 中提 出 了 一个所谓 新斯 密马 克 思主 义 的
“

范本
”

。

乔万尼 ？ 阿里吉 （ Ｇ ｉｏｖａｎｎｉＡｒｒ ｉｇｈ ｉ ） 在 《 亚 当 ？ 斯 密 在北 京 ： ２１ 世纪 的谱 系 》

（Ａ ｄａｍＳｍ ｉ ｔｈｉｎＢｅ ｉｊ ｉ
ｎｇ ： Ｌｉ

ｎｅａｇｅｓｏｆｔｈ ｅ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ｉｒｓ 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中对
“

新斯 密

马 克 思主义
”

进行 了 较 为详细 的 阐述 （乔万尼 ？ 阿里 吉 ，
２００ ９ ： ８ ） 。 根据阿里 吉

的提示 ，新斯 密马 克思 主义产 生于人们 对东 亚社会发展特别是 中 国 市场化 改

革及其发展 的 关注 ，而 围 绕马 克思 关 于世 界将趋 同 于资本主义 的预 测 的讨论

和反思 ， 则是这一理论产 生 的直接 契机 。

在 《共产党宣 言 》 中 ， 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 了 资本主义发展所推动 的
“

世界

市场
”
的形成 ，他 们预 测 ： 资本主义 的发展将迫使

一切 民族和 一切地 区采 用
‘ ‘

资

产 阶级 的 生产 方式
”

， 并最终按照 它
“

自 己 的 面貌为 自 己 创 造 出
一个世界

’’

（马

克思 、恩 格斯 ，
２０ ０９ ：

３ ５
—

３ ６ ） 。 虽然在过去 的 两个世纪 ，
马 克 思 关 于

“

世界 市

场
”

的预 见被实践所深刻地证实 。 然 而 ，世界却并 没有按 照 资本主义 的 方式趋

同化 ，而是首先 出 现 了
一个像 彭 慕 兰 （ ＫｅｎｎｅｔｈＰｏｍｅｒａｎｚ ） 所说 的

“

大分流
”

（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Ｄ ｉ
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 以英 国 为代表 的 欧 洲资本 主义 国 家一路 高歌猛进 ，

大 刀 阔 斧地在全球建立殖民 和信贷体 系 ，接连成为 世界霸主 ； 与 之相反 ， 以 中

国为代表 的东亚地 区 的经济发展却 急 剧衰落 。 此后 ， 东 亚 国 家特别 是 中 国 也

融入 了 世界市场之 中 ，
但其所走的是一条不 同 于西 方 国 家 的 市场经济发展之

路 。 新斯密马克 思主义就是在对上述问 题 的讨论 中 所建构 出 的
一种 关 于市场

经济 的理论 ， 它 首先对市场经济 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本身 的发展进行 了 区分 ， 明

确指 出 两者并不是一 回 事
；
对前者 的理解需要 回 到 斯 密 ，后 者则 需要 回到 马 克

思 。 由此 ， 新斯 密 马克 思主义对市场经济 的理解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 的 内容 ：

一

是斯 密 市场经济理论 的再发现和再 阐 释 ；
二是马 克 思对资本 主义市 场经济发

展的分析 。

在新斯 密 马克 思主 义者看来 ， 斯 密 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有 两种 类型 ：

“
一

种类型是在既定社会框架 内 出现 的 ， 它 利用 那 个框架 隐蔽 的潜力 推动经济增

长 ， 但它 并不从根本上改变框架本身
”

；

‘‘

第二种 类型倾 向于破坏 它 在其 中产 生

的社会框架 ， 并 为 拥有 不 同 增长 潜 力 的 新社会框 架 的 出 现创 造 条件
”

（乔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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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 阿里 吉 ， ２００９ ： ３ ３ ）
。 前者被称为斯 密关 于市场经济的

“

自 然道路
”

；
后 者被

称为 斯 密关 于市场经济 的
“

非 自 然道路
”

。 新斯 密马 克思主义者认为 ， 第 一种

类型 的 市场经济发展之路也 即 市场经 济 的
“

自然道路
”

， 是 由斯 密本人从理论

上建立起来的
；
第 二种 类 型 的市场 经济发展之路也 即 市场经济 的

“

非 自 然道

路
”

，则 是在马 克思那 里得到 详细 阐述 的 ，
因 为在他们 看来 ，

“

斯密所说 的 经济

发展 的
‘

非 自 然 的
’

道路 ，就是马克 思所说 的资本主义道路
”

（乔万尼 ？ 阿里吉 ，

２００ ９ ： ６８ ） 。

马 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的分析是新斯 密 马克 思主义 的 主要 内容

之二 。 在新斯密 马克 思主义者看来 ，马 克 思对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 的分析

可以 概括为 两 大原则 ：

一是资本的无休止积累 ；
二是资本主义危机和创 造性破

坏 。 具体而言 ， 马 克 思关于资本主 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主要 有 以 下 内容 ： （ １ ） 马

克 思把 自 己 关 于资本主义生产 的全部理论建立在一个没有 国 界的世界的前提

下 ， 在这个世界上 ， 劳动 力 完全被剥 夺 了 生产 资 料 ， 所有 商 品 （包括 劳 动力 商

品 ）都在大致等 同于其成本的价格上 自 由交换 。 （ ２ ）资本主义 的代理人参与 市

场交换并不是 为 了 把商 品 转化为具有 更大使用 价值的 商 品
， 而 是为 了 获得更

多 数量 的货 币
，
这一过程反映在马 克思 关于资本 的

一般公式 中 。

（３ ）马克思认为 ，技术 和组 织变 化 不仅来 自 资本家之 间 的 竞争 以及 出 现 了 新 的

贸 易和生产专业化部 门 ，而且也来 自 资本和 劳动 在工资和工作条件上持续 不

断的冲 突 。 生 产单位规模 的扩大和技术分工 的提高是资本所有者在 与 劳 动 力

所有者的 关 系 中获得权 力和致 富 的基本条件 ， 其最终结果是劳 动 曰 益在 实质

上从属于资本的 工具 。 （４ ）资本的
“

无休止
”

积 累 为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注入 了

不竭 动力 ，

“

资本作 为 财 富 的 一般形式——货 币
——

的代表 ，是力 图超越 自 己

界限的 一种 无止境 的和 无 限制 的欲望
”
（马 克思 、 恩格斯 ， １ ９９５ ： ２９７） ，这种 无止

境和 无 限制 的 动力 与 资本主义发展容 易 出 现 的危机 的倾 向 密不 可分 ，如 利 润

率 的全面下 降和 生产相对过剩 的危机 。 马 克思认为 ，这种危机具有重 大意义 ，

它 意 味着积 累 的原 有社会框架遭到破坏和新 的社会框架 的建立 。 （ ５ ） 资本的

自 我扩张 不 断 颠 覆 生产 部 门 之间 的 平衡 ，

“

不 同 生 产领域经 常 力 求保持平

衡……但是不 同 生产领域的这种 保持平衡 的趋 势 ， 只 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 常

遭到破坏的 一种反作 用
”

（马克 思 、 恩格斯 ，
２００ ９

：
４ １２ ）

，这种经常遭到破坏的平

衡就是资本主义 的
“

创造性破坏
”

， 它 主 要有 三种 形式 ：①
“

扩大资本规模和重

组经 营企业
”

；
②

“

形成 剩余人 口 和新的 国 际分工
”

；
③

“

生产更大 的资本积 累 中

心
”
（乔万尼 ？ 阿里 吉 ，

２００９ ： ７５ ） 。 概而 言 之 ，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的发展过程 ，

就是资本在无休止地积 累过程 中 不 断进行
“

创 造性破坏
”

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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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市场经济发展的两条道路 ：

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内容

通过重 回 斯密和马克 思 ，新斯密马 克 思 主义者试 图在 此基础 上 重建一种

关 于市场经济 的理论 ，其 中最核 心 的 、也是最有创 见 的部分是其关于市场经济

的两条道路的 阐释 ， 它构成新斯 密 马克 思 主义 的核心 内 容 。 在新斯 密马 克思

主义者那里 ， 市场经济的 两条道路并非 我们 通常 意义 上所理解 的 资本主 义市

场经济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
而是被斯 密加 以理论化 的 市场经济发

展之路 ，

“

斯密加 以理论化 的经济发展并不是沿着 一条道路而是沿着 两条不 同

的道路 出现的 ， 即 以 欧洲 为典型的
‘

非 自 然 的
’

或 以 外 贸 为基础 的道路 ，和 以 中

国为 典型 的
‘

自 然 的
’

或 以 国 内 贸易 为 基础 的道路
”

（乔 万尼 ？ 阿里 吉 ， ２００ ９ ：

６ １ ） 。 前者可简称为 市场经济发展的非 自 然道路 ，后者可 筒称 为 市场经济发展

的非 自 然道路 。

（

一

）市场经济发展的 自然道路

借助于 重新
“

发现
”

的斯 密 ， 在新斯 密 马 克 思主义者看来 ， 市场经济发展 的

自 然道路以 中 国 为代表 的东 亚地 区 为范本 ， 它 的发展遵循如下顺 序 ：

一 国 的大

部分资本 ，首先应该被用 于农业 ， 因 为农业是一 国 发展 的基础 。 其次是制造业

或 工业 。 最后才是对外 贸 易 。 在 此过程 中 ，农业 的 改 良 和延伸 为 制造业 或工

业 投资创造 了 需求 ， 制造业或工 业 的发展反过来促进农业 的发展 ；在农业和制

造业 的相 互支持 中 ， 国 内 贸 易 得到充分发展 ；
在此基础上 ， 当 由农 业和工业 生

产 的扩大所产 生 的剩 余产 品 在海外 销售 比 国 内市 场变得更加有 利 可 图 时 ， 对

外 贸 易 自 然产 生 ，

“

由 于对外贸进一 步扩大 了 市 场规模 ，产 生 新 的 生产专 业化

部 门 的新机会就 出现 了 ，资本积 累 的新机会也 出现 了 ，这种资本首先能够有利

可 图地用 于
‘

供给该 国 的消 费 ，并 维持其 生产性劳 动 ＼ 出现这种情况时 ，

‘

（资

本的 ）剩余部分 自 然把 自 己抽调 出来投入运送贸 易
，并用 于完 成对其他 国 家 的

职 责
， ”

（乔万尼 ？ 阿里吉 ， ２０ ０９ ：
５２ ） 。

新斯 密 马克思主 义者认为 ， 市场经济发展的 自 然 道路 实质上是 一种 经济

状况逐步 改善 的过程 ，其 内在 的 动 力 是建立在分工扩大和深化基础 上 的 生 产

力 的提高 ： 经济改善提高 了 收入和有效需求 ， 扩大 了 市 场 的 广 度 ， 从而 为新 一

轮 的分工和经济改善创造 了 条件 。 但是 ，随着时 间 的流逝 ，这种 良性 的循环会

遭遇该过程的地域规模和体制 环境对市场广度 的 限制 ，
出 现劳动 力 的 剩 余和

资本的短缺 。 它符合斯 密 对市场经济发展 的 描述 ， 即 建立在 市场基础 上 的分

工 的发展是推动经济发展 的 动 力 （ 即 所谓 的
“

斯 密 动 力
”

） ，其发展到 一定 阶段

后 可 能陷入的 困局 被称为
“

高 水平均 衡陷 阱
”

， 即 所谓 的
“

斯 密 陷 阱
”

。

市场经济发展的 自 然道路如何走 出上述 困局 ？ 在对这一 问题进行讨论的



１ ７ ６ 海派经济 学 第 １８ 卷第 １ 期

过程 中 ，新斯密 马 克 思主 义 者将 目 光 转 向 由速水融 （Ｈ ａｙａｍｉＡｋ ｉｒａ） 、杉 原 薰

（ＳｕｇｉｈａｒａＫａｏｒｕ ） 等 日 本 学者 所提 出 并加 以 阐释 的
“

勤 劳革命 （ Ｉｎｄｕ ｓｔｒｉｏ ｕｓ

Ｒ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

”

上 （Ｓｕｇｉｈａｒ ａＫａｏ ｒｕ ，
２００３ ：

７８ 

—

１ ２３ ） 。 所谓
“

勤 劳 革命
”

， 指 的 是

东亚地 区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形成 的 一种主 要依赖于人力 的经济发展模 式 。 具

体而言 ， １８００ 年前 的东亚核心地区 和西欧核心 地 区 在人 口 和土地比 例 上存在

着重大 的差别 ，东 亚地 区人 口众 多 而土地等 自 然资源有 限 ，为 了 适应 自 然 资源

的 限制 ， 东 亚地 区 形成 了
一

种建立在 劳 动 密 集技术发展基础 上 的 劳动 力 吸 纳

体制 ，在此模式下 ， 人 口 数量 的增加并 没有 带来 生活水平 的 恶化 ，
经 济过程得

到 了 逐步 改善——虽然劳 动者 不得不进行更 辛苦和更长 时 间 的劳作 ，但他们

的 收入增加 了 ，劳 动者在此过程 中学会 了 珍惜工作并形成 了
一种

“

牢 固 的 工作

道德
”

。 勤 劳革命为 东亚地 区 的 经济发展铺设 了
一 条独特 的技术和制度道路 ，

在迎接和追赶西方 工业革命的 挑战 中发挥 了 极其重 要 的 作用 。 不 仅如 此 ， 这

种 通过动 员人 力 资源 以寻求改善经 济 的做 法 ，
即 使在把 西方先进技术 吸收到

它 自 身 经济发展 中 去的过程 中 ，仍 然表现为该地 区 发展道路 的特色 ，这种特色

就在于 ： 它 是一条劳动 密集 、 能 源节 约 型 的 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 此外 ， 与这种

经 济发展模 式相适应 ， 勤 劳革命还创造 出 了 
一个东 亚模 式的

“

分配奇迹
’ ’

（如果

说西方 工业革命创造 出 的是一个
“

生产 奇 迹
”

的话 ）
， 它 通过 劳动 密集 、 能源 节

约型工 业化 ，使生产奇 迹带来 的好处有 可 能扩散 到 世界 绝大 多 数人 口 中去 。

总之 ，通过勤 劳革命 ， 市场经济发展 的 自 然道路被认为 是一条可行之路 ， 这条

道路不仅使
“

大分流
”

之后 的东 亚地 区 能够在经济上迅速崛起 ，在某种 程度上 ，

它 还代表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未来 。

匚 ）市场经济发展的非 自然纖

市场经济 发展的 非 自 然道路 以荷兰为代表 的 欧洲 为典型 ， 正如斯 密在《 国

富论》 中指 出 的 ，

“

它 们 （ 即
‘

欧 洲各 国
’

， 笔者注 ） 的精制造业或适于远地销售 的

制造业 ， 多 由 国 外 贸 易 引 出 。 农业大 改 良 ， 也是制 造业和 国外贸 易 所产生 的结

果 。 这种反 自 然 的 退化 的顺序 ， 乃 是风俗 习惯迫成 的 。 他 们 原 来 的统 治 的 性

质使他们 的风俗 习 惯变成 了 这个模样 。 后来 ，
这种 统治 习 惯大 大改 变 了 ，他们

的风俗 习 惯却仍没有 多 大 改变
”

（亚 当 ？ 斯 密 ， １ ９７２ ： ３５０ ） 。 换言之 ， 市场经济

发展的 非 自 然 带路所遵循 的发展顺 序 是
“

对外 贸 易
一

制 造 业
一农 业

”
（ 沈斐 ，

２０ １６ ） 。

新 斯 密马 克思 主义者认为 ， 市场经济发展的 非 自 然道路 即 由 马 克 思所深

刻 阐 明 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 。 首先 ， 它 建立在如 下基础之上 ： 直接 的

生产者丧失 了 对劳 动 资料的控制 ， 那 些 组织 生产 的人丧失 了 他们 在 市场经 济

之外原 有 的 阶级地位 ；市场 竞争迫使生产 的组 织者 削 减成 本 ，
通过生 产的专 业

化和创 新使利 润最 大化 ；
而直接 的 生 产者被迫将 自 己 的 劳动 力 出 售 给 生 产 的

组织者 ， 并让 自 己服从于后 者强加给他 们 的纪律 。 其次 ， 资本的无休止积 累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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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提供 了 不竭 动 力 。 最后 ，
资本的过度积 累 使社会生产 陷 入危机 ，表现

为 有效 需求 同 社会供给 失衡 、 生产相对过剩 、利 润 率全面和 持续地 下降 ，等 等 。

在新斯 密 马 克思 主义者看来 ，对于上述危机 ，斯 密 和马 克 思有不 同 程度的

预见 。 但马克 思并不像斯 密 一样 ，认为这种 危机是资本进一 步扩 张 不 可逾越

的 障碍 。 在马 克思那 里 ， 资 本主 义 的
“

创 造性破坏
”？使其在一 定程度上走 出

或 延缓 了 上述危机 ，具体体现在 以 下 三个方 面 ：

一是
“

扩 大 资本规模 和 重组 经

营企业
”

。 资本规模 的 扩大有两种 途径 ， 即 资本积聚和 资本集中 。 当 竞争加剧

和 利润 率 下 降时 ，

一部 分小 资本就会消失 ， 另
一部分则 以

“

信 用 形式 交给大 经

营部 门 的指挥者 去支配
”
（马 克思 、 恩格斯 ， ２００９ ： ２７９ ） 。 随着资本主义 的发展 ，

信用体 系在扩大资本规模 的过程 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 的作 用 ， 以 至 于 它逐 步

成为 一个实现资本集 中 的庞大 的社会机构 。 资本 的集 中扩大和加速 了 技术 与

组织 的 变化 ，在 一定程度上为 资本积 累 的 继 续进行创造 出 了 新 的 条件 。
二是

“

形成 剩余人 口 和新 的 国 际分工
”

。 资本 的集 中和企业 的 重组 同 劳动后备军 的

形成和 国 际分工 的 重组相伴而 生 。 技术和 组织 变 化 的扩 大和加速强化 了 资本

密集和 劳动 节约 的资本 主义发展偏 向 ， 产 生 了 相对过剩 的工人人 口
， 从而为资

本主义 新兴 的 生产部 门提供 了 充足的 劳动 力 。 通过 内部 制造 出 的 无 限的 劳动

力 供给 ， 资本主义大 工业仿佛获得 了
一种 弹力 、

一种
“

跳跃 式
’’

的发展的 能 力 ，

这 时 ，
只 有原料和销 售 市场 才是 它 的 限制

——但是 ，这个限制在机器大 生产过

程 中很快被克服 ，

“

机器产 品 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 的 变革 是夺取 国 外市场 的 武

器”
（马克 思 、 恩格斯 ， ２ ００９ ：

５ １ ９ ） ， 它迫使 一些 国家和地 区 变成其原 料产地和产

品 销售 市场 。 在此过程 中 ，

一种新的 国 际分工体 系 形成 ：地球的 一部分成 为主

要从事农业 生产 的地 区 ， 以服务于从事工 业 生 产 的 另
一部分地 区 。 三 是创 造

出更大 的 、新的资本积 累 中心 。 马克 思在 《 资本论 》 中 对 国 债和信用 体系 的讨

论更 多 的是在资本原始积 累 的框架下进行的 ，但是马克思 承认
“

国债作为 把剩

余资本从衰落 的 资本主义积 累 中 心转到 上升 的 资本主义 积累 中 的手段具有持

续 性重要意义
’’

（亚 当 ？ 斯 密 ，
１９７２ ：

７８） 。 在资本积 累遇到 障碍时 ， 它 可 以借助

国债和 国 际信用体 系转移到
一

个更大 的 、新 的平 台 上来逃脱积 累 的停滞 ，例 如

从威尼斯转移 到荷兰 ， 从荷兰转 移 到 英 国 ，
再从英 国 转移 到美 国 等 等 ， 然后在

新的平 台 即 产 生 的资本积累 的新 的 中心 重新开始更大规模 的积累 。

（三
）市场经济两条发展道路的比较

市场经 济发展 的 自 然道路和 非 自 然道路不仅在发展 顺序上 不 同 ， 其发展

动 力 、发展过程 中所遇到 的 困 境 以及走 出 这种 困 境 的 方 式也存在着较大 的 差

异 。 那 么 ， 市场经济发展的 这两条道路孰优孰 劣 ？

在新斯 密 马克 思 主义者看来 ，相较于市场 经济发展 的 非 自 然道路 ，市场经

① 借助于约 瑟夫 ？ 熊 彼特 （ ＪｏｓｅｐｈＡｌ ｏｉ ｓ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 ｒ） 关于 资本主义
“创造性破坏

”

的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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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 的 自 然道路主 要有如 下优越性 ： 第
一

，
斯 密 为政治经济 学确 立的 目标是

强 国 富 民 。 市场经济发展 的 自 然道路更加符合这 一

目 标 。 例如 ，市 场经 济发

展的 非 自 然道路主要建立在 国 外 贸 易 的基础 上 ， 而 自 然道路首 先将资本投入

本 国农业和 国 内 贸 易 ， 它 不仅能 够带来较 大 的 收 益 ，而且能够 为本国 人 民 创造

更 多 的就 业 。 投入对外 贸 易 的资本所产 生 的 积极影响 远不如 国 内 贸 易 那样直

接和确 定 ，
之所以 如此

， 是 因 为不 能保证 它最终 能够在 国 内 经 济 中 产 生 同 样的

收益和就业 ，这也是斯 密 建议立 法者推 动非 自 然道路 自 动地 与 自 然道路趋 同

的重 要原 因 之一 。 第 二 ， 市场经 济发展 的 自 然道路形成 的是 一种 以
“

劳 动 密

集 、 能源节 约
”

为特征 的 经 济发展模式 ， 而 市场经济发展 的 非 自 然道路形成 的

是一种 以
“

资本密集 、 能源 消耗
”

为特征 的经 济发展模 式 。 在前一种模 式 中 ，不

仅大量 的 劳动力被 生产 过程所吸纳 ， 劳 动者在劳 动过程 中 的 主 体性 也 明 显高

于后者
——

因 为在后者也 即 资本主 义市 场经济发展过程 中 ， 劳 动 力 必须绝对

服从于资本 ， 并且 由分工所带来的人的 片 面 化发展更加严 重 。 此外 ， 考虑 到 与

工业化扩展联 系在 一起 的环境破坏 ，前 一 种模 式更加具有发展 的 持续性 。 第

三
， 市场经济发展 的 自 然道路在 实质 上是 一种 以 生产和市场 为 基础 的 经济稳

步 改善 的过程 。 而 以 资本的 无休止积 累为 动 力 的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之路

建立在资本无 限扩张 的 基础 之上 ： 在 国 内 ， 资本 利 益凌 驾于整个 国 民利 益之

上 ；在 国 际上 ， 资本 的 无休止积 累 带来 了 全球动荡 。

三
、 中 国的市场经济之路 ：

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讲述的 中 国故事

对 中 国 所进行的 市场化 改革及其发展的 关注是新斯密马克 思主义产 生 的

重要 原 因 《 新斯密马 克 思主义者坚定地认为 ， 市场经济并非西 方的发明
，
正如

亚 当 ？ 斯 密在 《 国 富论 》 中所描述 的那样 ：在整个 １ ８ 世纪 ， 最大 的 国 家市场不

在欧 洲 而在 中 国 。 通过回顾历史 、分析现在 、 展望未来 ， 新斯 密 马 克 思主义者

向世人讲述 了 市场经 济发展 的 中 国 故事 。

回 顾历 史 ， 中 国在历史 上不仅产 生 了 同 时代较为发达的 市场经济 ， 而且 它

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 自 然道路 。 例 如阿 里吉指 出 ，在 南宋 时期 ， 北方 的 军事压

力 带来 了 向 南 方 的大规模移 民 ， 而 南方地 区特别 适合于高产水稻的种植 ，通过

种植方 法的 改 良和额外 劳动 力 的投入 ，
土地 的 生产力 得到 了 大 大提高 ， 高产水

稻 的种植使粮食产量大 于生 存所 需 ，这使 得农 民 可 以 参 与 到 非农活 动 中 去 。

此外
， 为 了 增加 国 家收入 ， 政府鼓励私人海外 贸 易 ， 并通过对造船者提供资本

与技术上 的支持来鼓励航海技术 的发 展 。 元 朝 时 期 ，政府继 续对海上私人 贸

易和 向东 南亚 移 民 给 予 国 家支持 ， 形成 了 横跨南海和 印度洋 的 海外 华人 贸 易

网
，但这种趋势并未像欧 洲那样 引发 关于 建立海外经济和领土帝 国 的 国 家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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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 到 了 明朝 ，
国 家制定 了 优先开展 国 内 贸 易 并不 时地进行禁止海外贸 易 的

政策 ，通过将首都从南 京迁往北 京 ， 已在 南 方形成 的 市 场交 易 圈得 以 向 北延

伸 。 此外 ， 为 了 保证首都及其周边地 区 的粮食供给 ， 明 朝修复 并扩大 了 将南方

稻 米产区 与 北方政 治 中心连接起来 的运河 系统 ， 同 时 ， 政府在北方鼓励棉花种

植 ， 随后 北方在原棉 生产和长江下游地 区在棉纺 织 品制 造方面 实现 了 专业化 ，

通过扶持大运河 沿线 的 南 北贸 易 ，进一 步扩大 了 国 家市场 。 而 到 了 清朝 时期 ，

明朝 早期 国 内 贸 易 优先于对外 贸 易 的政策得到 了 更加强有 力 的恢复 ，

“

清政府

依靠市场机制 ，养活 了不少 于而且 可 能 比此 前任何朝代都要 多并且不断增 长

的 中 国 人 口
”

， 等等 （乔万尼 ？ 阿里吉 ， ２００９ ： ３２３ 

—

３３ １ ） 。 正 因 为如此 ，
１８ 世纪

的 中 国被斯 密 当作市场经济发展的 自 然道路 的典型 。

分析现在 ， 十 一届 三 中全会之后 ，具有 市场经济传统 的 中 国通过改革开放

重启 市场经济发展之路 ， 而这一道路 同样带有鲜 明 的 自 然道路 的特征 。 中 国

改革首先从农业开始 。 １９７８
—

１ ９８３ 年推行 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激活 了 农

民 生产的积极性 ；
通过提高 农产 品 收购价格 ， 农业 生 产 得到 了 发展 ， 农 民 实现

了增 收 。 其次是 乡 镇企业 的兴起和 制造业 的发展 。 农业 生产力 的 提高和农业

生产的发展推 动 了 非农产 品 的生产趋势 。 从 ２ 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起 ， 中 国从事 非

农活 动 的农村劳动 力 开始爆炸性增长 ，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乡 镇企业 的兴

起 。 乡 镇企业对 中 国 经济 的 崛 起具有重要 意义 ：第
一

，其劳 动力 密集型定位使

其能吸 收农村剩余劳动 力 并提高 农 民 收入 ， 同 时又未造成城市地 区 流动人 口

的大 幅增长 ；第 二 ， 乡镇企业进入各种 市场后 ，
加剧 了市场 的整体竞 争 ，在一定

程度上迫使 国有企业 必须努力 提高 自 身 的经营 业绩 ； 第 三 ， 乡缜企业开辟 了 农

村税收 的来源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 了 农民 的 负 担
；
第 四 ， 通过将利 润在 当 地进

行重新投 资 ， 乡镇企业扩大 了 国 内 市 场规模 ，并为 新一 轮投 资 、就业和 劳 动 分

工创造 了 条件 （ 乔万尼 ？ 阿里 吉 ， ２００ ９ ： ３６６ 

—

３ ６７ ） 。 在此过程 中 ， 通过沿海开

放和 引 进外 资 ， 中 国 的制 造业得到 了 快速发展 。 最后是对外贸 易 的发展 。 在

农业和制 造业发展的基础 上 ，
２００ １ 年 １ １ 月 ， 中 国 加入世界贸 易 组 织 ， 开始 了

对外贸 易 大发展阶段 。 但是 ，这种 对外 贸易 的发展 同 资本主 义崛起过程 中 武

力争夺资源和对外殖民 不 同 ， 中 国 走 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对外贸 易之路 。

展望未来 ， 以 资本无休止积累为 动 力 的 市场经济发展的 非 自 然道路 （ 以美

国 为代表 ）正在 陷入 困境 ，而 以 中 国 为 旗手 的 市场经济发展的 自 然道路有着光

明 的 前景 ，

“

中 国 很有可 能 能够 为 真正尊重 文化差异 的文 明 邦联的 出 现做 出决

定性贡献
”

（乔万尼 ？ 阿里 吉 ，
２００９ ： ３９２ ） 。 具体而 言 ，

在美 国成 为 新 的资本积

累 中心 之后 ，这种积 累在 美 国 试 图 创 立世界历 史 上 第 一个 真正 的 全球 国 家 。

通过由 国 家之间 竞争推动的 资本主义 、 工业 主义和军事主义协 同 配合 ， 它
一方

面造就 了
一个欧 洲 后裔

“

致 富和获权
”

的 良 性循环 ，
但 另

一方 面 也相 应地造成

了 大 多 数其他民 族
“

致贫和失权
”

的 恶性循环
——

这是资本 主义
“

创造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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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空 间上 的 两极分化
”

（表现为世界的 南北分化 ） 。 这种 两极分化 对北 方 支配

地位的再生产 的社会和 政治合法 性造成 了 越来越难 以解决 的 问题 ， 而美 国通

过强制 手段解决这些 问 题 的企 图遭到 了 强 烈 的反弹 。 欧 洲道路对于东亚道路

的优 势 主要有赖于金融和 军事 能 力 的协 同 配合 ，但 它 难 以在 日 益 一体化和 竞

争加 剧 的全球经济 中维持下 去 。
一旦 这种 协 同 配合停止运作 ，

以 中 国 为 旗手

的 市场经济发展 的 自 然道路就会重 获优 势地位 （乔 万尼 ？ 阿里 吉 ， ２００９ ： ８８ 

—

８９ ） 。 当然 ， 中 国 市 场经济的发展也产 生 了 许 多 问题 ， 如 能 源 密集 型 的 经济增

长 带来 的环境问 题 、 城 乡 地 区 间 发展 的 不平衡 问题 等等 ， 因 此 也 面临着 转型 。

但是 ， 如果这种 转 型能 够 成功 恢 复 并巩 固 中 国 的 传统 （包括 以 自 我发展为 中

心 、 以 市场 为基础 、 非剥夺性积 累 、人力 而非 人 力 资 源 的流 动 以及 民 众参 与 政

策制定 的政府 等等 ）的话 ， 中 国 很有 可 能能够 为真正尊 重文化差异 的 文 明 邦联

的 出现做 出决定性贡献 。

需要特别指 出 的是 ，在对 中 国 市场化改革及其发展 的分析过程 中 ，新斯密

马克 思主义者坚定地认为 ： 改革开放 以来 ， 中 国 市场经济 的发展并 非资本主义

性质 的发展 ，最根本的 原 因 是 它建 立在
“

非剥夺性积 累
”

的基础 之上 。

“

非 剥夺

性积 累
”

是 同
“

剥 夺性积 累
”

相对应 的概念 。

“

剥 夺性积 累
”

是大 卫 ？ 哈维 （Ｄａ？

ｖ
ｉ
ｄＨａｒｖ ｅｙ

）
提 出的用 来取代马 克思

“

原始积 累
”

这

一概念的术语， 按照 哈维 的

看法 ，

“

剥夺性积 累
”

在历 史上有许 多 表现形式 ，但金融 资本和信贷体 系
一 直是

进行剥 夺性积 累 的 主要杠杆 ，

“

剥 夺性积 累所做的就是 以 非 常低 的 成 本 （有 时

是零成本）释放一 系 列 的 资产 （包括劳 动 力 ）
。 过度积 累 的资本可 以抓住这样

的 资本并立 即将其转为 臝利 用 途
’’

（Ｄａｖ
ｉ
ｄＨａｒｖｅ

ｙ ，
２００ ３ ：

１ ４５ ） 。 而 １９７０ 年末

以 来新 自 由 主义意识形态 以 及与 之相 关 的私有化政治 的 兴起 （特别 是 由 资本

主义大 国和 国 际金 融组织建议推行的
“

休克疗 法
”
） 构 成 了 现阶 段剥 夺性积 累

的 利器 。 不 同于哈维将 中 国 的 市场化 改革视为
“ ‘

有 中 国特色 的
，

新 自 由 主义
’’

（大卫 ？ 哈维 ，
２０１ ６ ： １ ２４ ）

，新斯密 马 克 思 主义者认为
，
中 国 在改 革过程 中 并没

有接受
“

休克疗法
”

的 方案 ， 中 国在
“

经济改革 中 所推行的相对渐进 主义
”

以 及

中 国政府为促进国 家市 场 的扩 大 与 新社会分工之 间 的 协调 而采取 的 应 对行

动
——如在推动知 识 密集型 产业 的 同 时 不放弃 劳动 力 密 集型 产 业 的 战 略 、 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和 广度扩大并使高等教育 现代化等 ， 都表 明 了这种 改革 同
“

新

自 由 主 义学 派所推 崇 的 休克疗法 、最低纲领 派政府和 自 我 监 管 的 市 场等乌 托

邦 式信仰
”

是格格不入的 （乔万 尼 ？ 阿 里 吉 ，
２００ ９ ： ３ ６ １ ） 。 其 中最 为根本 的是 ，

中 国政府始终坚持壮大 国有 经济 的方 针 ， 中 国在法律上始终坚持土地公有 制 ，

“

只 要这个原 则在实 践 中得到 维 护 ， 布伦纳 关 于资本主 义发展 的 第二 个条件

（直接 生产者 必 须丧 失对 生 产资料的 控制 ）就远没有 完全建立起来
’
’

（乔万尼 ？

阿里 吉 ，
２００９

： １ ５ ） 。 由于 中 国 的 市场 经 济坚持 了土地这 一最 重 要 的 生 产资料

的 公有 制 ， 所 以 中 国 市场经济发展走 的是一条非剥 夺性 积 累之路 ， 它 的发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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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资本主义 的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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