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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本全球化》法文第一版引起了两类读者的关注：第一类是教师和年轻学者，他们在《资本全
球化》中读到了对全球化的解释以及对资本主义“国际产业经济”这一发展阶段的初步描述；第二类
是政治活动家、工会或其它协会的积极分子，他们很赞同我和“那些第一反应不是去适应现存的秩序
，而是通过辩论的方式尽可能清楚地认识它，并最终勾画出不同于现行道路的其它道路的人”（第一
版，第31页）进行对话。
　　然而，这方面的辩论取得了应有的进展吗？
我认为没有。
我和维尼亚·弗莱斯特（Viniane Forester）不得不承认，我们为目前一种残酷的“缺憾”而深感痛苦
。
所谓缺憾倒不在于缺少任何形式的斗争，而是缺少任何批判性的商榷和知识界有组织的回应（《经济
大恐怖》，第164页）。
1995年11月和12月，为抵制阿兰·朱佩政府的政策而掀起的大罢工和游行斗争（有人说它们是对全球
化的第一次反抗行动），本可以也应该成为辩论活动的起点。
然而由于诸多的政治和社会方面原因，结果并非如此。
因此，必须等待比1995年更猛烈的活动或者更严重的事件的到来。
在此期间，应当继续充实和丰富有关思考。
　　我在1994年撰写《资本全球化》时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的：从本质上讲，资本的全球化构成了
生产性资本国际化运动一个新阶段。
我还在书中添加了两章，用来说明金融实力的突起。
不过，尽管谈到了金融的不稳定性和实际正利率的作用，但是对世界资本主义整体运动的解释以及
对90年代出现颓势的分析，更多地是基于产业资本而不是金融资本的运动。
现在，情况则有所不同。
　　《资本全球化》再版的主导思想有二。
首先，如果想了解当代世界资本主义运动，就应该从金融领域出发，而不能仅仅从产业资本的运营入
手。
其次，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运行方式，或者说一种新的“积”累制度”。
在这种积累制度中，财富的创造明显变得缓慢，与此同时，有产阶级对收入分配的索求空前增大，手
段也空前的强硬。
股票和债券（它们属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描述的“生息货币资本”）持有者的苛求尤为迫
切。
　　食利资本曾受到凯恩斯的抨击。
在食利资本引导下的资本主义是否在中期或者至少短期内还会有生存能力呢？
凯恩斯认为不会。
基于30年代的政治背景他对食利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感到非常的悲观，在对世纪即将到来之际
，食利资本主义会有别的出路吗？
如此设想其实毫无根据。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应该等待着该体系走向死胡同，还是不失时机地立即寻找一条建立在别的政治
和社会基础上的出路，一种把其它需求放在首位的制度。
今天，背负着新积累制度的最沉重担的人，是终身失业者、是像犯人一样生活的年轻人（他们在资本
主义各地的产业后备军中处境最劣）、无身份证者、无家可归者和被剥夺了各种权利的人。
这些人显然不能等待。
难道受雇佣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可以等待吗？
在1995年的罢工集会中，公共部门的一部分工人对这种可能性表达了严肃的疑虑。
遗憾的是他们没能触动他们的领导人。
　　如果我们的假说是正确的，那么受到质疑的就不该是正在进行的“技术革命”，而是新积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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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原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劳动末日”问题，而是体制的社会与政治基础的问题，因为在这
种体制下，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已不再从满足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的基本需求出发。
由于就业“不足”而一味地瓜分就业，却不去寻找财富创造不足的原因，这不过是对扩张不足（如果
不说相对收缩）的体系另一种形式的且更不易为人觉察的“必须适应”的做法而已。
如果人们站在全球角度，就会看到问题已经变得非常迫切。
　　鉴于有关全球化的辩论已日益推进，《资本全球化》借再版之际重新撰写了引言。
根据金融领域支柱作用的假说，第一版的第十章在本版中改为第2章，内容当然也有一些实质性的修
改。
最后一章全部重写，并对新体制作了总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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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一章 如何理解“全球化”这一术语？
1.全球化是一个“神话”吗？
2.“全球的”这一术语对于集中资本的意义3.资本“无国籍”吗？
4.资本运作的高度选择性5.需要一种体系理论6.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7.1979-1980年的转折8.美国的地位
与身份9.决定“游戏规则”的能力10.全球化与更为严重的单极化11.雇佣劳动者被卷人国际竞争12.全球
化与经济增长滞缓第二章 资本全球化的支柱：金融1.一种非常特殊的全球化形式2.市场金融领域的主
要角色3.“投机动机”与证券套利4.证券的多样化5.金融靠转移实际财富养肥自己6.食利资本重新抬头
经历的几个发展阶段7.“债权人的专政”意味着“政变”8.公共债务“雪球”第三章 对外直接投资：
优先性、几点质的特征与近期趋势1.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贸易专业化的作用2.奠基者的理论工作3.国际
化的三种条件与资本的差异循环4.世界经济如同政治领域的等级制度5.对外直接投资几点质的特征6.80
年代以来的直接投资与金融投资7.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业中的主导作用8.交叉投资与并购9.全球范围的
对外直接投资与单极化趋势第四章 当今的跨国公司1.跨国公司的定义及其局限性2.组成集团式跨国公
司的意义3.技术金融战略与“新型”跨国公司4.“几种新型投资方式”5.要了解跨国公司，必须把握好
资本的概念6.交易成本与内在化第五章 资本的国际集中与世界垄断的形成1.国际或全球垄断2.全球化竞
争特征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3.全球的集中化程度4.消除原有国内垄断的阻隔5.垄断之间的竞争还是整个
体系的竞争？
6.集团全球化战略的三个层次7.美国在全球垄断中的特殊地位8.原籍国体系的凝聚力与“公司优势”9.
大量输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危险性第六章 垄断竞争、工业生产地方化与公司网络1.“全球产业”？
“全球工厂”？
2.交叉投资与垄断竞争3.法国工业集团的对外投资4.弹性生产、市场近距离与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5.洲
际工业一体化6.成本协调、信息技术与集中7.外部效应化与公司网络8.日本公司：系统化与“丰田管理
模式”9.外部效应内在化与准一体化10.没有直接投资的异地化生产第七章 科技在集团全球扩张中的作
用1.当前高科技的几个主要特征2.国家一集团联合与体系竞争3.跨国公司科技发展的五个方面4.国外实
验室的任务5.异地化研发的近期趋势6.技术潜力与“互相入侵”7.各国研发异地化程度的差异8.日本该
用何种指数？
9.欧洲集团的差异10.法国集团研发的国际化程度第八章 技术、垄断合作与壁垒1.在国外获取专利2.垄
断集团与联合网络3.技术革新的占有与垄断4.知识分配与交叉经营5.今天的壁垒状况6.以电子业的壁垒
为例7.垄断与工业准则8.以电讯业为例9.合作：垄断竞争的工具第九章 服务业--资本全球化的“新防线
”1.不同的国际化原动力2.残余理论走入死胡同3.保持对价值链条的控制4.含有大量人际关系活动的跨
国化5.跨国服务公司内部关系的几个重要特征6.众多活动的垄断特征7.对外直接投资与联盟相结合8.服
务业中的公司网络9.技术劳动力资源的开发10.电讯业的国际化11.多媒体：服务业中对外直接投资的“
新防线”第十章 工业集团--金融全球化的积极代理人1.工业和金融之间的多种渗透方式2.金融的多样化
发展与集团银行3“金融工程”与资本全球化4.货币的不稳定性与私人国际化集团金融市场的形成5.工
业集团与汇率投机6.对企业治理的几点看法第十一章 “全球化”格局中的贸易1.影响贸易体系形成的
因素及贸易体系的最明显特征2.贸易增长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3.70年代的分道扬镳4.极地化与边
缘化：第三世界债务国的命运5.对贸易往来起破坏作用的基础替代材料6.跨国公司在贸易体系中的多种
角色7.整体或区域“板块”的形成8.“竞争的迫切需要”第十二章 以金融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积累制度1.
具有体系特征的变化2.非同寻常的强大的“食利性”金融资本的重新建立3.金融资本的几点特殊性4.一
种特定类型的金融全球化5.以金融为主导的积累阶段中的工业资本6.没有全球化积累制度，“坏资本主
义”怎能赶跑“好资本主义”？
7.九十年代：积累缓慢与爬行萎缩趋势8.起紧缩作用的积累机制9.统一积累制度格局下各国的差异10.“
逍遥于危机之外的美国”还能坚持多久？
11.全球化体系外围的状况12.如何看待“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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