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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说史和当代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说体系中，既是各门学科
的&ldquo;始祖&rdquo;，又是一棵古老而年轻的&ldquo;常青藤&rdquo;。
而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古往今来各种政治经济学流派中之&ldquo;巍巍
珠穆朗玛&rdquo;。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有两个迄今为止还无人逾越的高峰。
第一个高峰，是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社会观、历史观、经济观，以及发展观和方法论融合在一起，从
而提供了从多种视角考察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思想范式&mdash;&mdash;唯物史观。
如同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经济学&ldquo;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rdquo;
，&ldquo;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
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rdquo;。
第二个高峰，是运用唯物史观对以&ldquo;资本&rdquo;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进
行实证分析的经典范例&mdash;&mdash;资本论。
洋洋两百多万字的《资本论》，不仅系统揭示了资本的抽象本质、二重属性和多种现象形态，而且还
系统揭示了深藏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总过程之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基础和技
术基础、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分配体系和利益驱动方式。
《资本论》是经济学说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一系统论述资本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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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九章  国际分工和经济国际化　　国际分工和经济生活国际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通
过本章的学习，要了解国际分工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把握经济国际化的内涵、必然性和作用，重点掌
握当代经济国际化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包括商品资本国际化、货币资本国际化、生产资本国际化、经
济调节国际化以及经济一体化等方面。
第一节  国际分工和经济国际化的形成与发展  一、国际分工的形成和发展  国际分工是指各国间的劳动
分工或国际专业化生产，它是社会分工超越国家界限的结果，是国际问进行经济联系的基础。
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国际分工分为不同的类型。
按国家性质来划分，可以分成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分工。
按生产关联性划分，可以分成垂直型分工、水平型分工和混合型分工。
所谓垂直型分工是指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分工，通常表现为上、中、下游产业之间的分工
，以及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之间的分工。
随着科技进步，当代国际间的垂直型分工还体现在科研与生产的分工。
所谓水平型分工是指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国家之间的分工，既有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也有发展中国
家之间的分工。
水平型的国际分工体现了平等合作的关系。
混合型分工是指兼有垂直型和水平型在内的国际分工。
不少发达国家既与发展中国家保持垂直型分工，又与发达国家有垂直分工，构成发达国家之间的生产
专业化和协作。
决定和影响国际分工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内分工是国际
分工的基础，国际分工是国民经济内部分工超越国家界限的产物。
　　第二，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差异是影响国际分工的重要条件。
自然条件的不同，使得各国之间资源禀赋有较大的差异，由此形成了不同资源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利益
，影响国际分工。
自然资源的&ldquo;有与无&rdquo;和&ldquo;多与少&rdquo;，使得一些国家可以大量生产某种产品，而
另一些国家只能完全或主要依赖进口，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禀赋就成为建立在自然资源或地质、地理
等条件下的国际分工形成的直接原因。
　　第三，国际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各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不同，
是形成国际分工格局的决定性因素。
科技和生产力发达的国家，通常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以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为主，或者生产某种产品的核
心部件；其他国家则以生产一般技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或者生产某种产品的附件。
从发展的趋势看，科学技术的因素在现代国际分工中的影响不断提高，而自然条件因素的影响是下降
的。
　　第四，人口的规模和素质是影响国际分工的重要因素。
人口在世界各国分布不平衡，有的国家人口众多密度很大，劳动力相对比较丰富；有的国家人口密度
低，因而劳动力相对比较稀缺。
各种产品的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是不同的，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
较优势，而劳动力稀缺的国家则在其他生产要素密集的产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样就会在这样
两类不同的国家之间产生分工。
而且，人口教育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国际分工，教育事业发达、劳动力素质高的国家可以发展高科技
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而劳动力素质低的国家只能生产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第五，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是推动国际分工发展的重要力量。
社会分工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能够推动社会分工的发展；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
生产关系的扩展，反过来又能够排除旧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推动社会分工的发展。
　　第六，跨国公司的大发展是推动当代国际分工的又一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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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各个企业和各个生产单位通过市场而联系起来的分工；
另一种就是在企业或生产单位内部的分工，前者为社会分工，后者为企业内部的分工。
跨国公司把企业内部的分工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展到世界范围，推动了国际分工的发展。
　　此外，国际分工还受世界政治格局以及大国内外政策的影响。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不同的国家之间虽然有极少量的交换，但总体上看各国还处于孤立的闭关自
守的状态。
地理大发现之后，国际分工开始萌芽，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
段，国际分工的萌芽时期（15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期）。
地理大发现促进了近代国际分工的萌芽，促使欧洲一些国家的手工业生产向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同
时也为近代国际分工提供了地理条件。
但是，由于当时产业革命尚未发生，自然经济在各国仍占统治地位，西方先进工业国家采用暴力和超
经济强制的手段向落后国家输出商品，同时迫使它们为先进工业国家提供原料。
这时的国际分工和交换带有明显的掠夺性和地域分工的特色。
　　第二阶段，国际分工的形成时期（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
18世纪产业革命使近代国际分工形成。
18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产业革命，使人类的生产力获得空前的发展。
蒸汽机、纺纱机、织布机等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使工场手工业发展到了机器大工业，于是以小生产为
基础的自然经济开始崩溃，形成了一种同机器大生产相适应的国际分工体系。
机器大工业使社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一方面迅速扩大的生产能力需要不断扩大的销售市场与之相
匹配；另一方面又引起了对生产原料的大量需求，要求开辟新的廉价的原料来源。
这一阶段的国际分工有两个特征：一是分工体系的门类较为单一--国际分工实际上是先进的工业国与
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垂直分工模式；二是国际分工的表现形式是主要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
这种&ldquo;工业欧美、原料亚非拉&rdquo;的分工，实际上是殖民主义在国际分工上的具体表现。
　　第三阶段，国际分工的广泛发展时期（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19世纪后期开始发生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国际分工进一步发展。
随着电力的普及和广泛应用，钢铁、化学工业、机械制造业等重化工业的大发展，工业化国家之间开
始出现&ldquo;水平式&rdquo;的国际分工，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统治，扩大商品输出和资
本输出，形成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分工，殖民地和附属国成为发达国家商品输出地、原材料和农
副产品的提供基地。
　　第四阶段，国际分工深化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以电子、信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一方面加快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使一些制造业
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大大推动了生产国际化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促使国际分工的范
围进一步扩大。
在此阶段，国际分工表现出两方面的新特征：一是分工由单一的部门问垂直分工模式或水平型分工发
展成为二者结合的混合型分工模式；二是国际分工主要表现为企业内部生产过程的分工，以产品专业
化、零部件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为主要特征。
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的分工仍然存在，但已经不居主要地位。
　　二、经济国际化的内涵和必然性　　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
市场范围在不断扩大，由地区市场发展为全国市场，进而向国外扩展，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逐渐增多
。
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打开国门，将本国的经济活动和资本运动过程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和资本运动
过程紧密联系、交错在一起，这样才能顺利地实现社会再生产。
　　经济国际化是指一国经济发展超越本国国界，与别国经济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不断扩大和深人
的经济发展过程。
理解经济国际化的内涵，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参与国际化活动的经济是以分工和社会化大
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自然经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都不可能真正实现经济生活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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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国际化是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其过程要受市场机制的支配。
　　第二，积极参与经济国际化过程的，并不一定都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有国家宏观调控的
市场经济也可以参与经济国际化的过程。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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