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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 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研究》一书评介

江　涌

　　战后, 世界经济出现的纷繁复杂的众生相——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经济

力量的此消彼涨——令人扑朔迷离; 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

国际资本的加速运行、国际金融体制的数度更迭以及国际金

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使人眼花缭乱;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以后, 知识经济虽初露端倪, 经济全球化也只小试锋芒, 但

整个世界经济格局, 以及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在因此而已

经、正在或即将迅速发生深刻变革——让人无所适从。作为

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 在已有的世界经济格局

中, 为自己赢得了什么样的席次? 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

之下, 中国又将何去何从? 陈昭方教授的新著《战后世界经

济发展不平衡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 以马

列主义理论为指导, 运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普遍规

律, 以历史的和逻辑的、继承的和创新的、理论的和现实的、

国际的和国内的、理性的和情感的统一, 深入透视分析世界

经济出现的复杂纷纭的众生相, 使人耳目一新, 让人领悟到

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所蕴藏的巨大生机与活力。

一、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进程业已有了一个多世纪, 其间

的各个阶段和不同时期,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又具有各自的

表现与特点。书作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

各个历史时期, 论述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和特点

以及影响, 从历史到现状, 从战前到当代, 从世界经济总体

格局到世界经济各主要领域, 从世界到中国, 充分体现出历

史的和逻辑的统一。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是《战后世界经济

发展不平衡研究》一书最突出的特点。

首先, 书作者对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世界经济发展不

平衡这一普遍规律的历史继承性作了较细致的考察。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 发现并论述了资本主

义的个别企业、个别部门、个别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初

步构成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思想; 列宁在深刻分析

他所处时代资本主义特征时指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由于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市场的统治, 各个企业、各个工业

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

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毛泽东、邓小平将马列主义经

典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战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相结

合, 提出了一系列用于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中国外交的不平衡思想, 丰富和发展

了马列主义有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经典理论。

其次, 书作者运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马列主义经

典理论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前、期间、战后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以及世界经济主要领域进行了较

细致的历史性考察。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及大战期间,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

衡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不平衡。19 世纪末 20 世

纪初, 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它的高级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 资

本主义各国之间出现了不平衡态势: 新兴的美国和德国发展

最快, 英国和法国则相对地落后了, 尤其是英国更为明显。随

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加剧,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

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矛盾斗争的结果便是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爆发, 而战争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进

一步加剧。在战争中, 美国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日本的

经济实力大为增加, 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实力则受到严

重削弱。战争直接导致了俄国的“十月革命”, 诞生了第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 打破了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格局, 世界经济体系从此出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与资本主

义经济体系并存的局面。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随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 世

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了新的内容, 既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

发展的不平衡, 又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

的不平衡。尽管苏联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但是世

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

不平衡。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经济恢复的速度不同,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 到 20 世

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初, 原有的主要存在于英美之间的矛盾,

逐渐为英、法、美和德、日、意两大集团的矛盾所取代, 矛盾

的焦点在于围绕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及投资场所的激烈

争夺, 矛盾的激化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均衡被

再次打破, 美国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 一度在资本主义世

界居于绝对优势, 对国际事务颐指气使, 不可一世。德、日、

意因受战争的严重摧残, 暂时退出了国际竞争舞台, 法国丧

失了原先的重要地位, 英国元气大伤, 昔日威风不在。社会

主义经济体系得到进一步壮大, 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相对垒的

社会主义阵营。与此同时, 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取得独立,

大力发展民族经济,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逐渐为自己赢得一席

之地。但是, 在发展中国家之间, 由于情况千差万别, 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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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也出现了不平衡的趋势。这样,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不

平衡呈现多样化趋势, 集中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些

不平衡关系之间, 以及各个不平衡表现内部, 又有自己的历

史脉络和内在逻辑, 书作者依据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逐一进

行研究分析, 得出一个又一个精辟结论, 这些分析和结论既

有继承性, 又不乏创新性, 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统一。

二、继承的和创新的统一
书作者的继承性主要体现在, 一是对马列主义经典理

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普遍规律的继承; 二是对马

列主义经典理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普遍规律有

关研究和分析的继承。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主要存在

于资本主义内部的企业、部门、行业以及国家之间, 这些在

马列主义 (特别是列宁) 的经典著作中, 已经有了较详细的

论述。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既有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又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衡, 在这两大类不平衡之间, 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依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集中

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

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理论界对以上问题也做了一

定的研究。本书作者兼收并蓄了这些研究, 使得自己的著作

富有历史的继承性。

书作者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 一是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平

衡这一普遍规律有关研究和分析的创新。书作者在论述马列

主义有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经典理论之后, 深入研究

了作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理论, 扼要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体系当中有

关发展不平衡思想, 并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一系列用于指导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中

国外交的不平衡思想,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世界经

济发展不平衡这一经典理论; 二是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

一普遍规律的运用的创新。后者又主要表现在, 战后世界经

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领域。

战后尤其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 是书作者研究分

析的重点。作者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集中表现的几个方

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社会主义

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以更深

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 特别是这些不平衡在当代世界经济中

的最新表现和最新特点, 使得自己的著作在历史继承性上充

满了创新。

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以及国际货币金融是世界经济几个

主要领域, 同样被纳入书作者的考察视野。在考察中, 书作者

始终以一个“新”的特色呈现在读者面前。书作者列出了战后

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金融市场出现

一系列的新特点, 以及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甚至是 21 世纪初业

已或即将出现的一些新趋势, 而且在考察这些新特点和新趋

势时, 不断运用新数据、新观点甚至是新概念、新名词, 拓展

新领域、新思路, 最后得出一个新的结论: 世界经济主要领域

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主要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

结果。这样, 由于知识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使得这些

领域出现看似纷繁复杂、令人扑朔迷离的表象, 经由书作者点

拨, 便豁然开朗。虽是一家之言, 但是富有新意, 视角独特。

三、理论的和现实的统一
新著的理论性主要体现在,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普遍规律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分析。

而现实性主要体现在, 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普遍规律

的相关研究和分析, 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

像其他诸多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一样,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

一规律本身就是在理论与当时的现实紧密结合之下得出的,

而且经过历史的反复检验。书作者在论述经典理论及对理论

的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 依旧贯穿了理论的和现实的统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初步

思想, 是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尚处在低级阶段——自由竞争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尚未充分展

开; 而列宁则是对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即

帝国主义阶段,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

的矛盾业已充分展开, 因此科学得出,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

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毛泽东尤其是邓小平所处的历史

时代, 不同于列宁时代, 更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 和

平和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 因此毛泽东和邓小平将马列

主义经典理论与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以及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相结合, 提出了一系列用于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以及新中国外交的不平衡思想。

在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普遍规律有关研究和分

析, 以及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普遍规律的运用的创新

过程中, 书作者同样贯穿了理论的和现实的统一。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征: 经济格局多

极化、区域经济集团化、世界经济全球化。由于西欧在不断加

强一体化过程中经济得到快速恢复, 日本于实行经济改革的

基础上经济得到高速增长, 到 70 年代初, 美国失去了在资本

主义世界一大独尊的地位, 在GD P 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国家

竞争力、国际贸易、对外投资等诸多方面相对出现了萎缩, 资

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实力趋于均衡化, 形成美国、西欧与日本三

足鼎立的局面。与此同时, 由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

经济成就, 以“经济互助委员会”的集团形式不断强化其与资

本主义的阵营对垒。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些经济持续快速增

长的新兴经济体, 在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同时, 拉

大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这样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出

现了不平衡。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 奠定了作为世界

不可忽视的大国地位。这样, 经济格局多极化、区域经济集团

化便构成了战后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新内容。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世界经济不平衡又出现新的现

象: 在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经济全球化迅速扩展之下, 世界

经济出现“一超多强”的格局。苏联、东欧发生剧变, 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基本消除; 欧洲经济一体化

步伐加快, 组成了经济与货币联盟, 其经济实力总体上与美

国平分秋色, 但是在“新经济”方面, 与美国存在明显差距;

日本因“泡沫经济”的破灭, 经济出现持续低迷, 国内经济

问题业已让日本应接不暇; 而美国因为执世界知识经济之

“牛耳”, 经济实力得到进一步膨胀, 巩固了作为世界经济

“老大”的地位; 另外, 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以及东盟

等国家和地区也不断努力强化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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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世界经济不平衡现象的论述中, 书作者始终坚持

以不平衡理论与各国经济现实紧密结合, 因此有着充分的说

服力。

四、国际的和国内的统一
在论述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过程中, 书作者还贯

穿了国际和国内的统一。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对世界经济发展

不平衡这一普遍规律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分析, 主要通过国际

经济以及主要国际经济关系来展开; 二是在将世界经济发展

不平衡这一普遍规律, 对国际经济以及主要国际经济关系的

研究和分析之后, 结合中国在战后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变

化, 来分析预测 21 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以及相关对策。

首先, 在对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这一普遍规律作历史性和继承性论述时, 就贯彻了国际和国

内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列宁有关世界经济发展不

平衡这一规律的论述, 是依据整个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

特征分析而得出的, 而且列宁根据这一规律, 提出“社会主

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

胜利”这样一个经典思想, 以此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并取

得了胜利。毛泽东和邓小平将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以及世界政

治经济格局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相结合, 得出一系列用于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中国外交的不平衡思想。书

作者在论述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时, 都是体现了

国际与国内的结合。

其次, 在对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这一普遍规律作具体理论与现实运用时, 也贯彻了国际和国

内的统一的指导思想。新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随着经济长期高速增长,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巨

大变化。主要体现在: 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不断上

升; 对外贸易持续增长, 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综

合国力大为增强。因此, 中国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

也出现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

美国和其他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正在成为多极化

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极, 并且正在不断强化这一极在世界经

济中的地位。

最后, 书作者的落脚点回到了中国, 以独立章节专门论

述“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 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

就——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

长,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对外贸易、利用外资迅速增长, 城

乡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等等。这些大大改变了中国在

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而且中国能够凭借自己的各方面优势继

续提高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总之, 书作者在论述经典理论及对该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的过程中, 虽处处放眼世界, 但时时胸怀祖国, 放于国际, 收

于国内, 形散神聚, 体现出国际的和国内的统一。

五、理性的和情感的统一
理性的和情感的统一是新著的又一鲜明特色。在对世界

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普遍规律进行历史与逻辑、继承与创

新、理论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的研究和分析当中, 书作者紧

紧把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普遍规律的内在联系, 讲求

客观性与科学性的结合, 一方面以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世

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 另一方面在运用世

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普遍规律时, 讲求论证以及写作方法

的科学, 重点突出, 论证充分, 详略得当, 语言精练流畅。体

现出书作者的高度理性。另外, 在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

一普遍规律进行历史与逻辑、继承与创新、理论与现实, 国

际与国内的研究和分析当中, 贯穿了书作者个人情感的流

露。如: 在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本身的“发扬光

大”的论述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资本主义世界各列强

出现的“你唱罢来我登场, 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论述中, 在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形成的阵营对垒的“东风”与“西风”较

量的论述中, 在鲜明的政治立场之上, 于字里行间都渗透了

书作者的价值评判标准。特别是在结合中国在战后世界经济

中的地位及其变化, 来分析预测 21 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光

明前景以及相关对策当中, 表现尤其明显。

理性的和情感的统一, 在书作者的最后落脚点得到升

华。中国是一个后起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 在描绘自己

的未来宏伟蓝图——于 21 世纪前半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时, 面临着各种有利的和诸多制约的因素。有利因素主要有:

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升级, 消费水平的提高与消费结构的变

化, 较高的投资率和充足的投资保障, 大国与后发优势以及

越来越明显的“改革效应”等, 这些会有力地促进中国宏伟

蓝图的实现。但是, 一系列不利因素——主要有人口问题、资

源问题、粮食问题、环境问题等, 制约着中国成为强大国家

的潜能的发挥。不过书作者满腔热忱地坚信, 只要政策科学、

措施得力, 就有可能将制约因素转变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利

因素, 因此在进入 21 世纪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中国经

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的态势是完全有可能的。充分体现出书

作者对国家强大、民族昌盛的责任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昔日的世界经济格局, 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的“血与火”的

文字来描述; 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 应当以发展中国家对“和

平与发展”的渴求来抒写。但是,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以市

场经济为基础的世界经济, 总是以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 来

演义全球的战国与春秋。尽管在不同时代, 规律的表现形式有

所不同, 但是规律本身以及规律作用一般是不会有根本性的

改变。因此,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过去曾经是、现在依旧是、将

来恐怕仍然是世界经济的普遍规律。陈昭方教授的《战后世界

经济发展不平衡研究》一书, 不仅深入透视分析世界经济出现

的复杂纷纭的表象, 使人耳目一新, 让人领悟到马列主义经典

理论所蕴藏巨大的生机与活力, 而且还给读者以诸多启示, 发

人深思: 两次世界大战表明, 世界经济发展的旧的不平衡最终

是通过战争来达到暂时的平衡, 然后又出现新的不平衡。战后

出现新的不平衡, 其演变的结果如何? 通过何种方式 (战争的

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 而竞争的趋势越来越强) 加以解决? 未

来特别是到 21 世纪中叶, 依照书作者的论述, 中国将成为世

界经济中十分强大的国家。那么, 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对中国

实现其宏伟蓝图会产生哪些影响? 而当中国果真成为世界经

济中十分强大的国家时, 整个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将会出现何

种变化? 这种新的不平衡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诸如此类相

关问题, 值得进一步思索研究。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陈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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