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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旨在论述当代帝国主义的形成、主体内容和发展趋势。
以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为引子，在通读《列宁全集》新版60卷的前40卷基础
上，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时代的形成与终结、当代帝国主义的定义、形成及其经济基础的
演变（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发展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态势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论述和梳理
，是一本用马列主义立场方法全面考察当代新型帝国主义来龙去脉的书。
　　全书没有回避那些难以论证的理论问题，从对于已成为人们习见的误读的观点准确的清理入手，
重新回到列宁观点的源头，结合这几十年的实际史实，对列宁的观点进行了较为准确的解读，适宜学
者、有一定专业背景的学生、广大对国际政治问题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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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帝国主义时代”及其形成：基本概念简释本书的中心任务是，考察二战后“当代帝国主义
”的形成及其发展趋势。
为了更好地把握这种新型帝国主义的来龙去脉，本篇拟对它的前身——列宁时期的传统的“殖民型帝
国主义”的形成和消亡过程做些回顾和分析；而本章作为全书的开篇绪论，则先对本篇乃至全书所涉
及的一些重要概念集中做一简略诠释。
在这些概念中，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多次提到的“帝国主义时代”这
一概念居核心地位。
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由“帝国”、“帝国主义”、“时代”等诸多术语组成的复杂体系，而这些概
念和术语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笔下均有特殊的质的规定性，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一 “帝国主义”与“帝国”并非同义语“帝国主义”如今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普通术语。
但在一百年前，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一术语的内涵和性质，却是列宁与资产阶级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中的各种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修正主义者激烈争论的。
至今，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典籍对“帝国主义”一词的解释仍有很
大差别，反映了它们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和立场。
在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一词做了这样的阐
释：“一国在本国领域之外违反当地人民的意愿而对其实行控制的政策。
这种政策使统治国得以为其本身的利益而开发从属国的资源，从属国不仅为帝国主义强国的工业提供
初级产品，而且成为其制成品的当然市场。
文化帝国主义则利用文化（如美国通过其影片和风尚等）支配其他社会。
现代帝国主义多用伪装作掩护，如苏联常以所谓‘友好条约’援助他国，实则控制它们的经济和命运
。
”英国《剑桥词典》把“帝国主义”一词定义为“一个国家有很强的实力或对其他国家有很大影响，
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中”。
《美国传统词典》把“帝国主义”描述为“通过占有领土或对其他国家建立经济和政治霸权来扩大一
国权威的政策”。
《韦氏网上词典》对此词的解释是：“一个国家为扩大实力和控制范围所采取的政策、行为和主张，
尤指占有领土或间接控制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广义：扩张或施加力量、权威和影响。
”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百科词典》对“帝国主义（HMrIepHana3M）”一词做了这样的阐释： “
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垄断集团的出现，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列宁在《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了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之后，
该条目根据列宁的思想用了近千字阐述了帝国主义的实质和内涵。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我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专家于光远等主持编写的《科学社会主义百科全
书》对“帝国主义”条目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即垄断资本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最高与最后的阶段。
”之后，阐述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等列宁所论述的内容。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对“帝国主义”这个条目做了这样的阐释：“自
由资本主义是十九世纪末向帝国主义过渡的。
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到1898～1914年间先在欧美后在亚洲最终形成了。
当时新旧两大陆出版的经济和政治著作已经愈来愈多地使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
”对于“帝国主义”一词的内涵，该条目引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腐朽性、寄生性和垂死性以及帝国
主义五大经济特征的论述。
由以上的引文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典籍对“帝国主义”一词的阐释，着眼于帝国主义的表
征或一般表现，绝口不谈它的实质及其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关系。
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典籍对这一术语的阐释，均来源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论的思想，主要着眼于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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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源、社会经济本质及其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关系。
恰恰是这两种不同的着眼点和观念，反映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思想的特有内涵及其与资产阶级以及社
会主义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改良主义观念的区别。
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帝国主义”这个概念还是在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国家殖民开发时期出现
的。
据霍布斯鲍姆的看法，帝国主义一词在19世纪70年代才出现，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突然变成一般用
语”。
在列宁以前，“帝国主义”一词究竟是何年、何人最先提出的，其含义为何，至今仍找不到权威性的
出处。
总之，它的出现和流行是相当晚的事，以致“帝国主义”这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的著述中仍未出现。
这说明，“帝国主义”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尚未流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更为经常和普遍地采用“帝国”一词来说明“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所要
表达的意思。
但“帝国”与“帝国主义”是两个概念，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
“帝国”早就存在，它是伴随着国家这个地域行政建制的出现而产生的，欧洲在奴隶社会就有罗马帝
国、拜占庭帝国，在封建社会又有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等。
而“帝国主义”则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
例如，上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帝国（Reich）”一词的解释是：“德语中对神圣罗马帝国的
通称。
第二帝国指1871～1918年间的德意志帝国。
第三帝国为1933～1945年间纳粹德国的正式名称。
”《苏联百科词典》对“帝国”一词的解释是：“以君主、君王、皇帝为元首的国家（如俄罗斯帝国
、不列颠帝国）。
帝国一般都有殖民地。
”《现代汉语词典》对“帝国”一词的解释是：“一般指版图很大或有殖民地的君主国家，如罗马帝
国。
没有帝王而向外扩张的国家，有时也称为帝国，如希特勒时代的帝国叫第三帝国。
”由上可见，与“帝国主义”这一已高度政治化的现代术语不同，对于“帝国”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已
成为历史的名词，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典籍的解释，都是大同而小异，没有原则
性的差别。
美国学者科林尼克斯在剖析当今美国“新帝国主义”的同时指出，即使在美帝国主义之前的传统的帝
国主义，也可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类。
“广义的帝国主义，指强国对弱国的控制和支配。
这个概念对古希腊和现代的美国都同样适用。
狭义的帝国主义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而且把帝国主义定位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之中。
明确地说，帝国主义是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垄断资本主义。
”这位学者用“广义”与“狭义”来区分马列主义的帝国主义概念与西方人士所用的概念颇为别致，
但这种说法显然并未反映出二者之间的原则性区别。
除了上述时间或时代背景上的差别之外，“帝国”和“帝国主义”在性质和内涵方面也有重大区别。
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的研究者有不同的阐释。
例如，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帝国主义是“旨在推翻现状，根本颠倒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强
权关系的政策”；塔拉克·巴尔卡维和马克·拉菲认为，“帝国概指一种政治实体，而帝国主义是一
种外交征服、统治政策”；等等。
我国学者刘阿明以及沈丁立等的新著则认为：“一般说来，帝国具有超强的实力和充足的资源，自身
比较安全，在对外关系上愿意甚至追求采取与其实力相当的政策，这样便不可避免地会走上帝国主义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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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必将追求帝国主义对外政策，而实施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却并不一定是帝国。
帝国主义是帝国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中外学者对“帝国”和“帝国主义”概念的上述种种阐释，虽然是在不同年代、为了不同目的而提
出的，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都从外对政策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帝国主义问题，都把
帝国主义理解为是一种统治者的“政策”。
应该说，对帝国主义的这种理解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据，即帝国主义都是与侵略扩张相联系的，在殖民
主义时期，都是与争夺和占领殖民地相联系的；不侵略扩张，不占领和掠夺殖民地，就不会成为帝国
主义。
这一点的确表明了“帝国主义”与“帝国”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但是，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认识并不全面，并未反映帝国主义的本质。
而且，是仅仅把帝国主义看成资本主义国家当权者推行的一种政策，还是揭示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
制度的内在联系，恰恰是当时列宁与工人运动中的种种机会主义者特别是与考茨基争论的一个焦点。
二　列宁之前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观正如我们在本书的《导言》中所指出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面对动荡不安、错综复杂的世界形势，如何认识和对待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战争，是当
时世界各国、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势力特别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普遍关注的问题。
正因如此，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欧洲，出现了一系列论述帝国主义问题的著述，它们代表或反
映了不同阶级和政治势力的观点、愿望和利益。
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并且是在研究、分析、吸收和批判已有的相关著
述基础上提出的。
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思想的内涵及其特点，有必要先对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
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发表前已有的一些主要著述做些概略介绍。
1902年，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出版了《帝国主义》一书。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对帝国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著作。
该书指出：帝国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内部的失调。
一方面，资本过度积累，生产急剧扩大；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一贫如洗，国内市场相对狭小。
因此，过剩的资本不得不投到国外。
这就是帝国主义形成的根源。
很明显，霍布森这种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的资本主
义世界扩张思想的影响和启示，虽然他并非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霍氏的著述也有独到之处，这就是他在分析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时，
特别强调了金融资本的作用和地位。
他认为正是金融资本成为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各种力量的推动者和组织者，成为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
。
他说：“金融资本精于谋划且力量集中，这是帝国主义兴盛的条件。
”霍氏对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联系及其社会经济特点的这种分析，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者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该书，列宁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列宁于1916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第一页一开头就写道：“1902年，在伦
敦和纽约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
作者所持的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观点。
”“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
”191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R.希法
亭出版了《金融资本》一书。
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了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出现的各种新现象，特别是深入剖析了银行资
本和工业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了诸如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是金融资本的时代、金融资本要
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金融资本是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到资本寡头手中的最高阶段、资本输出必然加
剧殖民地的矛盾和民族反抗、对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答复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等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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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论对于认识帝国主义的性质是有益的。
列宁对希法亭的这一著作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并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了希法亭书中的一些资料，
但同时也指出了该书的一些错误和不良倾向。
列宁说：“虽然作者在货币理论问题上有错误，并且书中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
倾向，但是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副标题）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
论分析。
”该书的主要缺点是，在研究金融资本时，不是从帝国主义的最主要的经济特征即生产过程的集中和
垄断的产生开始，而是从信用和货币开始，由此忽视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世界的瓜分，忽视了帝国主义
的寄生性、腐朽性以及帝国主义与机会主义的联系。
1913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R.卢森堡发表的《资
本积累论》，集中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实现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掠夺殖民地和对外扩张的反动政
策。
在以后发表的文章中，她对考茨基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对于卢森堡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和行动，列宁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她关于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剩
余价值的资本化部分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只有依靠非资本主义的环境即农民和手工业经济才能实现这
一观点，则受到列宁的批评。
1914年，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考茨基发表了《帝国主义》一文，随后又
发表了《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和《两本论述重新学习的书》两篇文章，这些文章系
统地阐述了他的“超帝国主义”思想和主张。
其基本观点是：帝国主义只是金融资本所采取的一种与其经济本质并无必然联系的“政策”或“方法
”；帝国主义的武力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必不可少；如果资本的扩张不采用暴力方法，而
是通过和平和民主途径，就会实现得更好；如今正是资本主义本身受到了帝国主义政策的严重威胁；
因此，“任何一个有远见的资本家今天都要向他的伙伴们大声疾呼：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从
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
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这样，联合起来的国际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共同剥削将代替各国金融资本
间的相互斗争，资本主义将步入一个新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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