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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裝版序言

2003 年 2 月 15 日，全世界有數百萬人加入反對美國和英國 V!l 

準備對主權關家伊拉克發動先發制人戰爭的公闊遊行。那是個令

人震驚的時刻，也許是全球輿論首度集體發聲的場合。我在這些

遊行展開前不久，開始寫《新帝國主義>> '於四月巴格達遭{占領

前完成。事件變化迅速，還有許多不確定。

因此，我開始在表面的混亂底下，辨識發揮作用的潛在力

。我在宣傳家的聲稱洪流中，找尋簡單的真相。為此，我建立

了一個一般思考架構，希望它夠堅間，能熬過真實結果的偶然和

不確定。我在這裡，仗著讀者告訴我的支持證據，大膽宣告這個

架構既扎實堅固，又派得上用場。讀者可以得到他們自己的特殊

詮釋，導向跟我相當不同的結論一一辦法是建構他們自己版本的

說法，涉及了:權力的領土邏輯和權力的資本主義邏輯之間的關

係如何運作;美國帝圓傳統的特殊形式;美關社會的「內外辯

證J ;掠奪性作為的角色;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政治的區

別;以及對抗性運動的力叢、策略和戰術。事情就該是這樣。此

刻有許多緊要關頭，我們要站在哪裡，以及最好要往何處去，都

必須有公開辯論來解答。

再者，我辨認出的驅動力量可謂根深抵眩，可以正確掌握

2005 年 1 月可能發生的華盛頓政權更替，能夠達致任何徹底改

變航路的程度。美鷗這一艘巨輪，就如將石油運抵美關海岸的龐

大越洋油輪，很難變更航道，連論逆轉航路了，即使我引發爭議

的主張指出，有證據顯示，它正在航向礁石。在美國廠內政治、



IV 新帝聞主義

美國帝國傳統，以及全球資本主義之政治…經濟動態的交錯立場

裡，可能發生的事情有其局限。這種限制條件的存在，誠如歪理

士閻王 (King Charles) 據說在邁向創子手時所說的，是應該

「全神貫注」的事情。很不幸地，有太多人寧願否認。我希望超

越論證(無論建構得多麼精巧) ，投身於當前多重限制的狀況

下，有關替代性之政治經濟未來的批判性討論。根據讀者的回

應，以及已經排上時程的許多種《新帝國主義》外文譯本判斷，

世界上已經有許多人準偏要投入這種辯論了。

第一版序言

克雷倫頓講座 (The Clarendon Lectures) 發表於 2003 年 2

丹 5 、 6 及 7 臼，牛津大學的地理與環境學院。這個時間點意

味深遠。與伊拉克的戰爭，雖看似無可避免， 1旦尚未展楠，停止

戰爭的微弱希望還在騷動。這個希望獲得大規模全球示威的支

持， 2 月 15 日約有一百萬人走上倫敦和巴塞隆納的街頭，全世

界其他地方的許多城市，包括美函，也記錄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人

數。聯合圓安全理事會裡的意見大致擁護以下觀點，主張由任何

人都同意的野蠻專制政權引起的威脅，可以透過外交手段解決。

即使有這些反對，對付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已在美國的指令下於 3

月 20 日展闊，而英圈和西班牙給予最明確的支持。在我寫作的

，戰爭的結局雖然在軍事方面毫無疑問，卻依然渾沌不明。

它最終會是(或者像是)一種殖民佔領、美國扶植的傀儡政權，

還是真正的解放?

一方面，面對這些快速變動的事件，很難設計出一套有關

「新帝圓主義」這個主題的演講。但另一方面，這些事件的性

質，以及它們對全球安全造成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威脅，卻有必

要加以深入分析。因此，我決定盡力嘗試穿透表面的紊流，探勘

形塑世界歷史地理的深流，或許可以藉此稍微唐明我們為何會走

到這種危險又艱困的關頭。

在追尋這項目標的過程裡，我從尼爾﹒史密斯 (Neil Smith) 

和歐瑪﹒達布爾 (üm缸 Dahbour) 所組織的，位於紐約市立大學

研究生中心 (CUNY Graduate Center) 的地方、文化與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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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以 f帝關主義J 為題的一年討論諜裡獲益甚多。我要感謝尼

爾、歐瑪，以及這門討論諜的參與者，協助塑造了許多我的洞

察。紐約市立大學人類學學程的幾位同事，也坦率評論我的主

題，我也要感謝安IJ 尼罕 (Louise Lennihan) 、羅伯坦( Don 

Robotham) 、蘇塞 (Ida Susser) 、施耐德( J ane Schneider) 、阿踐

德 (Talal Assad) ，以及特別是布林 (Michael Blim) 和參與我們

聯合開設的「土地、勞動與資本J 討論課學生的貢獻。顧著我在

這裡建構的線索，從事某種介入的原始想法，最初是我與阿銳基

(Giovanni Arrighi) 在約翰種普金斯企闊的一門討論課裡，模模

糊糊想到的。我要謝謝牛津地理學院的同事邀請我回到我的老

，在這麼適切的時刻，這麼合宜的地點，發表這些演說。我特

別要感謝凱卡 (M缸ia Kaika) 、蘭頓( J ack Langton) 與史溫吉道

(Erik Swy時edouw) 的誠摯招待，以及他們對於這個主題的濃厚

興趣。牛津大學出版社的亞須比 (Anne Ashby )幫了很大的忙，

而伯克 (Jan Burke) 一如往常，扮演了刺激我付諸行動不可或缺

的角色。好幾年來，我從很難在此細數的眾多其他人的互動中，

獲益良多。我希望我已經在這些演講裡，善加運用了他們的個人

和集體智慧與認識。

第 1 章

全都為石油

我的目的是採取長詩段 (long durée) 視角，透過所謂歷史

地理唯物論 (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的鏡頭，審視

全球資本主義的現況，以及「新」帝國主義可能在其中扮演的角

色。我有意探索表面震盪與波動底下穩伏的深層變化，藉此閉關

一片新領域，供識者就當前情勢的詮釋與因應之道，加以討論。

當然，人所能經歷的最長時段，就是他的一生。我對世界的

初步了解，成形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那段臼子。當時，

大英帝閻餘音猶在，意義尚存。對我而言，世界真是寬闊，因為

世界地圖上還有眾多空閑套上海工色，象徵大英的日不落帝圓。如

果我需要更多展現所有權的證據，還可以看看我的郵票收藏:無

論來自印度、沙勞越、羅德西亞、尼亞薩蘭 (Nyasaland) 、奈及

利亞、錫蘭、牙買加......郵票上一律印有英王頭像。但是，我很

快就知道，英閻力量正逐漸式微，整個帝國正以驚人速度崩潰。

英屬已將全球強權地位讓給美圈，隨著解殖( decolonization )步

調加快，世界地圖顏色也開始改變。 1947 年印度獨立與印巴分

治的創傷性事件，就象徵了結局的開始。我最初得到的理解是，

那次章含IJ是「合理」民「公平」的英國統治，遭到非理性的本土

激情與回歸古老偏見所取代的典型範例(這類理解世界的思想架

構，不僅限於英國所有，還展現了驚人的持久性)。但隨著各地

的解殖鬥爭越演越烈，帝國主義統治的醜陋邪惡面也日益明顯。

對我和同時代的大部分人而言， 1956 年英法企圖奪回蘇伊士運

河控制權，便象徵了這波潮流的最高點。那次事件中，美國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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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打算以武力推翻阿拉伯領袖納瑟 (Nasser) 表達諾責，從西方

眼光來看，納瑟對其他鷗家構成重大威脅，其「邪惡」和當前對

海珊 (Saddam Hussein) 的描述並無二致。艾森豪總統傾向以和

平園堵代替武力，我們可以說，美關全球領導聲望~屆起之際，恰

逢英法地位的驟落。蘇伊士運河事件後，我發現很難再對這個急

速衰落卻獨特的大英帝團主義，及其自私自利、背信忘義的一面

視而不見。

就一個 1960 年代由紐約布朗克斯區 (the Bronx) 來到牛津

的年輕學生浦言，事情看來全然不同。伯曼 (Marshall Berman) 

描述他如何難耐那些「萎靡不振的年輕人，看來活像《白莊重遊》

(Brideshead Revisited) 裡的臨時演員，無精打采地穿著小禮服

3 (通常看來就像穿著上床睡過似的)賠蕩，茫然度日，他們的父

親卻統治著大英帝路和世界。或者說，至少他們的舉止表現，就

像父親真的擁有全世界。但我可清楚那不過是裝腔作勢罷了:辛苦

團已經完蛋，統治階級的子孫只能靠著一年少過一年的借託基金

過日子，能承的也是瀕臨破產的公司......而我至少知道自己正向

上攀升 J 0 1 不知他現在的感覺如何，如今美圓遍地都是廢棄的

r dot.comJ 公司，會計醜聞四起，股市暴跌，導致每儷人的退休

金都大幅縮水，加上時有突如奇來的挑釁叫痺，最有名的便是

2003 年 1 月 5 臼《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雜誌封面的

「美利堅帝國:快適應吧! J 2 對我而言，那種感覺真得很怪異，

1 M. Berman, 'Justice/Just Us: Rap and Social Justice in America' , in A. Merrifield 

and E. Swyngedouw (eds)，盯le Urbanizatioll of Injusti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8. 

2 M.Ignatie旺， 'The Burden', New York Times , 5 Jan. 2003 Sunday Magazine, pp. 22-
M 。重印時改名為 'Empire Lite', in Prospect (Feb. 2003), 36-的。另參見同作

者的 'How to Keep Afghanistan from Falling Apart: The Case for a Committed 

American Imperialism', New 跆rk Times, 26 July 2002, Sunday Magazine, pp. 26-58 。

第 l 章全都為石油 3 

你首次意識到這個世界的存在峙，適遂一個帝國逐漸消逝，而在

你接近退休之年時，又碰上另一個帝闊的正式誕生。

《紐約時報》那篇文章的作者是邁可﹒因格涅提夫 (Michael

Ignatieff) ，他以有力的文字葷複一個先前提出的觀點(<<紐約時

報》雜誌， 2002 年 7 丹 28 日) : r整場美關反恐戰爭，就是

一項帝國主義的演練。美關人對這種說法可能會大驚失色，他們

不喜歡視自己的國家為帝國。但除此之外，又要怎麼稱呼遍布全

球的美鷗軍鹽、開謀和特種部隊呢 ?J 他認為，美國不能再自滿

於「輕型J 帝圓 (empire lite) ，或期待只付出極少代價。它必須

準備採取更嚴肅、更持久的角色，長期堅持下去以實現重要的轉

型目標。像《紐約時報》這樣的主流刊物，竟明白標榜美利堅帝

國的想法，可說是意味深遠。冉說，提出這些主張的也不只因格 才

涅提夫。《華爾街日報>> (l拘II Street ]ournal) 編輯布特 (Max

Boot) 就認為， r美盟帝關主義或許是對付恐怖主義的最佳藥

方J '美閻應該致力擴張。他說: r阿富汗及其他動亂不安的國

家，現在極度渴求的，就是像以前那些穿著馬褲、戴上遮陽帽，

借心滿滿的英國人所曾提供的外來管理」。抱著對偉大帝國傳統

的無限緬懷，英圓人也插上一腳。保守派史學家傅格森( Niall 

Ferguson) 建議美圓下定決心，投下大筆經費，由「非正式帝團

轉型為真正的帝廠J (傅格森的一系列電視節目和相關書籍，充

斥著愛簡分子觀點，不僅記載大英帝鷗創建者的英雄事蹟，更宣

揚帝國可以帶給世界和平榮景與褔扯)。許多人現在都認為，

「新帝盟主義J 的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但美閻若想建立所謂的

「美利堅盛世J (Pax Americana) ，為世界帶來有如十九世紀後半

「大英盛世J 般的貢獻，還需要更公開的表白和更堅定的承諾。 3

3 B. Bowden 於其 'Reinventing Imperialism in the Wake of September 11' 中，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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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總統似乎頗樂於承擔這項承諾，儘管他在西點軍校發表

演說時，還信誓旦旦表示: r美關既沒有要擴張帝闊，也不打算

建立烏托邦J 0 9日悲劇事件週年，他在《紐約時報》專欄版發

表一篇文章，指出 911 事件閻明了美關在全世界的角色，也帶來

無限機會。 f我們將善用我們無與倫比的實力和影響力，建立一

個國際秩序與開放的氣氛，讓更多關家得享進步與自由。唯有更

加自由的和平世界，才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反映恆久的美關理

想，團結美國的盟邦......我們追求正義的和平 (just peace汀，他

邊備戰，邊寫下這些文字: r壓迫、 1賞恨和貧窮，將由民主、發

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希望取代ν 而最後兩項「是已知替

領社會脫離貧窮的最佳方式」。他堅稱美觀「將提倡節制、寬容

的精神，以及無可妥協的人性尊嚴需求…一法治、限制政府權

力，以及尊重女性、私人財產、言論自由和平等正義j 。他總結

道，今天「人類握有絕佳機會，戰勝一切古老的敵人，帶來自由

的勝利。美國願意欣然接受這個責任，帶頭完成這項使命J 0 類

似說謂也出現於稍後發布的《閻防策略)) (Nαtional Defense 

Strategy) 文件序言。 4 雖然這可能還稱不上是帝國的正式宣

，但無疑巴帶有帝圓的意圖。

歷史上曾經存在各式各樣的帝盟:羅馬帝國、那閻曼帝國、

了許多類似引文，非常方便，該文刊載於 Alternatives: Tllrkish JOllrnal 01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1/2 (Summer 2002) 。線上查詢娟垃為:

<http://alternativesjournals.net/Bowden .htm> (譯註:原文所列綱址為

http://altematives抖umal.fatih.edu.trlBowden.htm '但經查該網址已不存在)。

4 G.W. Bush,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 New York η171es ， 2002 年 9 月 11 日，
p. A33 0 <<美囡囡家安全策略》文件( The National Securiη St!叫egy 01 the 

UnÌted State 01 America )請參見下列網址: <www.whitehouse.gov/nsc/nss> 。
前引因格涅提夫“the Burden" 一文，即以討論小布希的西點軍校演說當做

開場白 (p.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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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帝閩、俄羅斯帝國、蘇維埃帝圓、奧匈帝器、拿破崙帝國、

大英帝國、法蘭西帝國等。看了這些形形色色的帝國，我們可以

輕易總結，聽於帝闋的解釋、管理和積極構成，還有很大的操控

空間。有時遠不同甚或對立的概念，都可以兼容並蓄於同一空

間。中華帝圓曾經有透過海洋探險而大幅擴張的階段，隨後卻突

然神祕退縮，採取間關政策。美國帝盟主義自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就呈現不穩定的狀況，在多種不明確的帝國概念問徘徊擺盪

(不明確是因為這些概念都未曾深入討論)。若說小布希展露了某 6 

種拿破崙式衛勁，想要在巴格達遊行，甚至前進德黑蘭(顯然布

希政權的鷹派人士認為這裡才是「男子漢」的天地) ，柯林頓的

風格(布希政府譏其為「娘娘腔y 頗令人玩味)就比較接近全

按時期的那圓曼哥圈。柯氏主政時期，美鷗的強大力量集中於財

政部，在財政部長魯賓 (Rubin) 和桑默斯 (Summers) 支持

下，強調以軟性國力( soft power) 代替硬性屬力( hard 

power) ，同時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多元文化，採取較寬容的態度。

政治操作也傾向多邊協調而非單邊行動。至於羅斯褔、杜魯門和

艾森豪時期，直至尼克森主政下的帝國權力建構，則大體是蘇維

埃附庸保護國 (subordinate client state) 體制的翻版，唯一的例

外是日本，只要在政治與軍事上順從美國意志，就可以取得較大

的經濟發展自主權，免於淪落到有如匈牙利及波蘭的地位。因格

涅提夫指出，美利堅帝圓的形成，並非無心插榔的結果(英國人

偏好這種說法) ，而是在不斷的否認和撇清中成形:絕不承認美

國的行動能夠視為帝關行徑，也不允許這些行動在圈內產生任何

影響。就是這種心態致使美國建立的是一「輕型帝關 J '而非穩闊

的長期帝國。 5

5 M.W. Doyle 所著的《帝圓)) (Empires , Ithaca, NY: 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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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所謂的「傳統左派」人士認為，美簡早在一個多世紀之

前，就已經是個帝國了。早在 1960 年代，即可見大最有關美國

帝國主義的分析討論，尤其著重於美國在拉丁美洲和東南亞扮演

的角色。當時的新興「依賴理論家J (dependency theorists) 如法

蘭克( Andre Gunder Frank) ，跟那些信奉霍布森( John 

Hobson) 、希爾佛丁 (Rudolf Hilferding) 、列寧( Vladimir 

Lenin) 、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和其他世紀之交理論家的學

者之間，使曾有過激烈論戰。毛澤東 (Mao Zedong )則無疑認定

美帝是他必須搏門的主要矛盾。然而， 2000 年哈德(Michael 

Hardt) 和涅格利 (Antonio Negri) 出版《帝圓)) (Empire) 一

，以及隨後圍繞該書的爭議，挑戰了傳統辯論，並指出左翼論

者應該讀新思考，考察一個具有許多全新後現代特質的去中心帝

圓的形貌。許多左翼人士儘管對該書論點大加攏伐，但也開始認

知到全球化(無論如何解釋)的力量，業已創造出全新的環境，

需要有偕全新的分析架構。 6 由此而論，右翼分子與自由派人士

同時公開承認帝國和帝閻主義，就是對既有事實的正式致意，但

是一本有趣的帝國比較研究著作。至於美國帝菌研究，可以參見 W.A.

Williams 的《帝國:一種生活方式)) (Empire as a Way of L阱，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0) 。

6 左派學者巴尼奇 (Panitch) 曾對「新帝囡主義 J 一題加以討論，參見 L

Panitch; 'The New Imperial State', New Lφ Review， 1111 (2000)，于初，以及 R

Gowan , L. Panitch and M. Shaw, 'The State ,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A Round Table Discussion'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9 (2001)，于
38 。其他相關討論參見 J. Petras and H. Veltmey缸， Globalization Unmasked: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Zed Books , 200 1); R. Went , 

'Globaliz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Imperi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 66/4 (2002-

3) ， 473θ7; S. Amin, 'Imp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Monthly Review (June 2001), 

卜10; 以及 M. Hardt and A.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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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顯示當今的帝團主義，或許已經展現了不同以往的魅力。其

影響就是讓帝閻和帝劉主義問題，成為政治界公聞辯論的議題

(值得一提的是哈德和涅格利的作品，獲得了主流媒體的注意)。

但隨之而起的問題是:這一切到底有何新意(如果真有的話) ? 
我先切入當前的事件來討論這個問題。美國在英國、西班牙

和澳大利亞的支持，以及幾個其他圓家的認可下，對伊拉克閒

戰。但是，美國此舉也引起許多路家的強烈反對，其中有些是老

盟友(以法國和德圓為主) ，另有一些是宿敵(主要是俄盟及中

圓)。全球各處都有大批民眾集結，舉行反戰示威，許多人對布

希政權為何如此鐵了心蠻幹，都感到大惑不解。證據顯示，這件

事背後必有深層意義，卻又難以看清全貌。耍了解這些深層意

義，就必須撥開誤導人的修辭和假情報不可置信的表面泡沫，伸

入底部，向下挖掘。

鬧個產油齒的故事

2002 年 4 月，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 (Hugo Chavez) 在一場

政變中下台，華盛頓方面對此顯得歡欣莫名，不但立即承認新政

府(新總統是個企業家) ，並表示該國社會將因此重獲安定秩

序，創造未來發展的堅實基礎。《紐約持報》社論也使用了格同

語言。然而，大部分拉丁美洲人民卻立郎看到事件背後那隻中央

情報局 (CIA) 的黑芋，也聯想到 1973 年智利皮諾契( Augusto 

Pinochet) 將軍發動一場殘暴的政變，推翻民選總統阿葉德

(Salvador Allende) 一事，智利人如今諷稱該次政變為智利的小

1911 事件J 。與那次事件相關的國務院檔案中，有一封 CIA 的電

報，內容如後: 1必須以政變推翻阿葉德，這是一項堅定不變的

政策......我們將繼續利用各種適當資源施加最大壓力，以求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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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惟這些行動務須以最牢靠且機密的方式進行，確保美閻政

府與美關推手的角色不致曝光J 0 7 不難想見，未來有一天，可

能會在國務院牆站上，看到有關委內瑞拉的類似電報資料。

政變發生三天後，查維茲奪目政權。國務院於是鄭重否認事

前知道任何政變消息，並宣稱該事件純屬委內瑞拉的家務事，還

表示希望該國能循和平、民主及合乎憲法的途徑，解決各種可能

因此而起的難題。《紐約時報》社論依樣學舌，只不過另行附帶

表示，一個經民主程序選出來的政府，不管如何令人不滿，恐怕

都不適合在推翻該政府的政變發生峙，立即表現欣然接受的態

度，畢竟支持民主發展是美闊的基本價值觀。

伊拉克情況的類似之處(恰巧又是一個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OPEC] 的重要成員) ，也啟人深思。美圓宣稱在該圓建立民主

體制，才符合美國利益。當然，它先前於 1953 年推翻了伊朗民

選的暴沙德(Mossadegh )政府，扶植伊朗閻王巴勒維 (Pahlavi)

獨裁政權。依此推論，顯然美圓只容忍某一種民主方式選出來的

政府。但是在伊拉克的情況中，推動伊拉克及整個區域民主化的

說法，只不過是為了解釋對伊動武的必要性，而提出的諸多經常

自棺矛盾說法中的一項。大多數人，甚至包括支持者在內，都被

這些理由搞得頭昏眼花，大惑不解。事實證明，想要揭開層層的

假情報和不斷轉變的論據，並非易事。先前一度嘗試將美關境內

的炭痘熱攻擊事件，跟伊拉克牽扯上關係，下場也落得慘敗。儘

管伊拉克在生化武器使吊紀錄上惡名昭彰，但絕大部分紀錄都發

的 生於兩伊戰爭，開且還是在美國支持下對付伊朗時所用。美關當

時刻意誤導全球視聽，製造雙方都會使用這種可憎武器的訊息，

7 引自C. Johnson ,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 l7lpir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 P悶。

第 1 章全都為石油 9 

事實上伊拉克是唯一違反規則的一方。自當然，你還得考量伊拉

克同等駭人聽聞的人權紀錄，但以此做為決策理由，恐怡也說不

通，因為美國對另一個違反人權紀錄足可與伊拉克一較長短的關

家阿爾及利亞，卻樂於提供軍事協助。據估計，阿關政府對境內

伊斯蘭主義分子的鎮壓，在過去八年內造成的死亡人數高達十二

萬人。儘管如此，美國中東地區助理圓務卿伯恩斯(William 

Burns) 甚至會表示， r就打擊恐怖活動而言，我們(美國)仍

有許多要向阿爾及利亞人學習之處J 0 9 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

「何時酷刑可視為正當行徑j 會突然成為熱門的公共辯論議題

(再一次佔據《紐約時報》的醒目版面)。

再來，還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的問題。伊拉克實際上擁有什麼，我們很難知道，但其軍事力蠹

在波灣戰爭期問與之後，已經大幅削減，甚至 CIA 也評估該國

對整個地盔的和平並未構成真正威脅。這種狀況下，伊拉克會對

美關構成威脅的說法，就顯得頗為荒謬(布希總統甚至很奇怪地

堅稱伊拉克若攻擊美國，將會重會j美鷗經濟)。根據 CIA 的推

斷，即使伊拉克真有生化武器，海珊也只有在遭受挑釁時才可能

使用。如此一來，引人疑蠻的是為何美圓好似下定了決心，非做

個挑釁者不可?或許伊拉克確實嘗試發展核武，但很多其他國家

也一樣，北韓甚至還公開宣布意圖。當武檢人員終於獲准進入伊 尸

拉克境內時，卻又找不到太多證據。總而言之，更換政權

(regime change) 是原有目標，解除武裝不過是取得聯合國授權

的藉口，主要是因為聯合圓憲章禁止先發制人攻擊( pre-emptive 

8 J. Hilterman 'Halabja: America Didn't Seem to Mind Poison Ga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仰的， 17 Jan. 2003 , p. 8. 

9 出自 R. Fi此， 'The Case Against War: A Conflict Driven by the Self-Interest of 

America', Independent, 15 Feb. 2003 , p.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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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k) 之故。就算所有藉口都行不通，海珊還是得走，因為他

是個騙子(不過，這也是太多政客的代名詞，所以很快就成了笑

話一則) ;冷酷無情(可是夏隆 (Sharon J 也不遑多讓) ;衝動

魯莽(這點未經證實) ;或是必須奮起抵抗的邪惡化身，中東戰

爭彷佛成了某齣中古道德長劇的一幕(海珊飾演邪惡的摩多

(Mordor J '小布希扮演勇敢的佛羅多 (Prodo J '布萊爾就是他忠
實的夥伴山姆 (SamJ) 。這一切的最終目的，不過就是要製造一

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好賦予美關與英國某種高超的道德使命，可

以不計一切解放伊拉克人民，將美式啟蒙散播到中東。

然而，在這一連串障跟法背後，總讓人感覺好像隱藏了什麼

極重要的事情。起初，好像有些什麼不能透露的祕密資訊，但每

次作勢要公開祕密檔案資料峙，透露的資訊若非站不住腳的枝微

末節，就是草率到不能當真的研究報告。最佳實例當然就是英團

政府公布的某份文件，竟是抄襲一份五年前的博士論文內容，而

且車前並未獲得作者授權(該論文有部分會刊登於《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 J )。根據美國情報圈消息表示，某些圈內人士對

12 其所獲資訊遭政府任意舉改，深為不滿。這也就難怪， f:盡管好戰

媒體猛敲邊鼓(雖然按理說所有新聞編輯人員，都是因獨立自主

的專業能力而受聘，但梅鐸擁有的全球 175 份報紙，郤都一面倒

地支持宣戰，許多其他媒體大亨旗下媒體也有相同情形) ，加上

政客的大肆威脅惘嚇，但全球輿論仍是一片懷疑和反戰之聲。

所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所有已知的理由都無法令人信

服;這些論據繁體而言未能構成必須採取行動的狀況。那麼，沒

說出的理也可能是什麼呢?在這裡，我們必須血對一件事實，那

就是可能連這齣戲擇的主要演員，都對這些理由不甚了了，或

，就算有人曉得這些理由，也都極力隱瞞或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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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盟公民社會的內部辯證

2002 年，就在德國學行大選之前，德國司法部長發表了一

番談話，引起軒然大波。內容大致是說，布希政府自前之所以採

行對外冒進主義，主要是為了轉移對國內問題的關注。這位部長

所犯的錯誤，在於她接下來說，這也是希特勒常用的技倆，她因

間必須為這項失言下台。可惜如此一來，也埋葬了該說法前半段

所可能引發的任何嚴肅討論。

的確，政府囡遭遇內政問題，而採取對外冒進政策，或是利

用外來威脅以鞏固內部團結，藉此轉移注意力的事側，歷史上可

謂屢見不鮮，而在此處更值得認真思考。因為，就各方語而言，

2002 年美圈內政的密難狀況，實為多年來之最。自 2001 年起，

美圓經濟便陷入衰退，後來更自 911 事件而雪上加霜。失業率持

續攀高，社會一般大眾對經濟前景明顯缺乏安全感。企業醜閉一

樁接一樁，看似強健的企業王悶，可以在一夕間土崩瓦解。會計

制度失效(及公然貪汙)加上調節失敗，在在讓華爾街聲名掃

地，造成股票與其他資產價值暴跌。退休基金損失了四分之一至

三分之一價值(如果夠幸運，沒像安隆 (Enron J 員工退休基金

般化為烏有的話) ，對中產階級退休的前景造成嚴重打擊。醫療

保健制度一蠻糟，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盈餘迅速消失，財政赤

字缺口日益擴大。對外經常帳務狀況原本就不佳，現在更是雪上

加霜，美圓巴成為有史以來最大的債務圈。原本就已逐漸嚴重的

社會不平等問題，由於執政者迷信減稅政策，更是加速惡化。環

保問題不受重視，即使茁對明顯的市場失敗證據，依然不願意重

新檢討，制定新的市場管制架構。更有甚者，總統並非經由人民

投票當選，而是由最高法院以五比凹的票數判決才當選總統。在

9日事件前夕，他的正當性受到至少一半美蹋人民質疑。防止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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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和黨政治滅亡的唯一途徑，就是利用 911 事件與炭瘟熱恐慌(奇

怪的是，除了向世人展示海珊會毫不猶豫採取恐怖手段之外，這

樁疑案從未破解，慕本上也遭到了遺忘) ，凝聚團結一一幾近於

齒族主義的復興。儘管成功地在沒有傷亡的情況下(對美國而

) ，讓阿富汗迅速屈服於美國的力量，卻 r不論死活」都沒能

逮到賓拉登 (Osama bin Laden) ，反恐大戰也未曾締造任何輝煌

成果。既然伊拉克是「邪惡軸心J 的重要一員，又是布希政府鷹

派人士繼上次那場不了了之的波灣戰爭後，就一直想追殺的對

象，那麼要將注意力轉移到伊拉克，還有什麼比此刻更好的時

機?至少就短期而言，轉移目標的招數有效，已是歷史實諦。美

國大眾大致接受蓋達組織 (al Qaeda) 和海珊政權問確實有某種

關係，而後者本身就是個夠危險又邪惡，應該採取軍事行動加以

創除的敵人。共和黨又可藉由國會大選，順道鞏固政治權力，總

統也可擺脫總統大選後揮之不去的「不正當」陰影。

然而，可能還有某些更深層的因素，讓看來淺薄的政治機會

主義，轉化為美國地緣政治史上一股強大而持久的政治力量。當

先，歷任美圓政府內部，一直以來都潛藏著某種對伊拉克勢力和

泛阿拉伯運動(真有潛在破壞力)的畏懼。鮑威爾 (Colin

Powell )早在第一次波灣戰爭議，就擬訂了軍事應變計畫。布希

政府國防部副部長伍夫維茲 (Paul Wolfowitz) ，早在 1992 年便

明確主張要更換伊拉克的政權，並在整個 1990 年代不斷公開宣

揚這項主張。及至柯林頓政府時期，更換政權已經成為既定政

策。 1997 年，新保守主義團體集結於「新美國世紀計畫」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大旗下，堅決以更換政權

做為主要目標，並要求透過軍事手段達成目的。這個團體的多員

大將，包含倫斯斐 (Rumsfeld) 、伍夫維茲、阿米塔吉

(Armitage) 、培爾 (Perle) 和其他幾位人士，稍後構成了布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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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戰防和外交團隊核心。就地緣戰略而言，伊拉克一直是這個

集團的觀察對象。然而，他們也在一份 1999 年的報告中承認，

除非發生「類似珍珠港事變般的災難性刺激事件ν 否則軍事攻

擊恐怕難為圓際社會和國內大眾接受。 911 事件提供了大好機

會，他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將蓋達組織和海珊牽上關係 10 。由

於美園民眾大多對地理事務既無知又不關心，利用追捕恐怖分子

之名，轉而成為獵殺海珊的行動，倒不是件難事。但是其他囡家

可就沒這麼容易說服了。

這種內部辯證還有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向度。美觀是一{自奇特

的多元文化移民社會，其社會、經濟與政治生活不斷產生變革的

主要動力，便是高度競爭性的個人主義。這些力量導致其民主體

制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除非藉由金融勢力的腐蝕，否則幾乎難

以駕敗。有好幾次整個圓家看來簡直是無法無天，幾乎處於失控

狀態。漢娜﹒那蘭( Hannah Arendt) 就會捕捉到這種公民社會的

精確影像:

既然權力基本上只是達成目的的手段，一個純粹建立持權力之上

的社會，必定會因平靜的秩序和穩定而逐漸衰溶;它的絕對安全

透露出其係建立於泥沙上。因此，唯有獲得更多權力，才能維持 的

現狀;也只有不斷擴張權威，透過權力累積過程，才能保持穩

定。霍布斯 (Hobbes) 的共同體是一個不穩定的結構，得不斷提

供外來支撐做為依靠;否則會在一夕之間崩解，陷入謀求私利的

無目的、無理性混亂狀況......無所不在的戰爭威脅，是共同體吃

10 出自R. Fi此， 'This Looming War isn't about Chemical warheads or Human Rights: 

It's about Oil' , Independent , 18 Jan. 2003 , p.18 。另請參見網站:

<www.newamencancentury.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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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不搖的最佳保證，因為這讓國家可以藉由損害他圓的利益，來

擴張自身的權力。 11

冷戰業已結束，俄國人穿著沾滿雪的靴子，緩步穿越加拿大

而下的說法，也不再可信。 1990 年代期間，國際上不再有明顯

的敵人，美國國內經濟也一片榮景， f果按整個公民社會中，除了

最弱勢、最邊緣的群體外，都會感覺到前所未有的知足與滿意水

準。然而，誠如那蘭可能會預測的， 1990 年代卻擠身美國史上

最不討人喜歡年代的行列。競爭激烈已至窮凶惡極的地步; r新

經濟」的代言者一夜致富，忙於炫耀他們的財富;陰謀詐騙層出

不窮;大眾興致勃勃討論一樁又一樁的醜筒(無論真實或純屬想

像) ;到處流傳著白宮裡策割暗殺的可怕謠言;總統幾乎遭到彈

劫;脫口秀主持人種華德﹒史登 (Howard Stern) 和洛許﹒林波

(Rush Limbaugh) 堪稱媒體失控的最佳代表;洛杉磯發生群眾暴

動;華科 (Waco) 和奧克拉荷馬市( Oklahoma) 事件象徵了內

部長期對抗與潛在暴力的強烈傾向;科倫拜中學( Columbine ) 

裡，兩位青少年開槍射殺同學;非理性的激烈行徑大行其道，起

17 越常理;政治過程充滿露骨的集體貪汙現象。簡言之，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 一點也不文研( civil) 。整個社會正以驚人的速度

分裂，四下飛散，誠如那蘭所形容，一步一步崩解，淪為無目

的、無理性，追求個人私利的社會。

我猜想， 2000 年小布希的競選訴求之一，便在於他承諾將

對這個逐漸失控的公民社會，提供一個剛毅不撓的堅定道德、指

引。他的所有重要任命，都來自新保守主義階層人士，多半傾向

採取威權國家行動，例如擔任司法部長的艾希克羅 (John

11 日. Arendt, Imperialis l11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lanovich, 1968 edn.) ,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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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croft) 。新保守主義替代了柯林頓崇尚的新自由主義。不過，

直到 911 事件發生，才提供了足夠的推動力，一舉和放縱的

1990 年代戰清界線。它不但是確立劉家目標和宣示全關團結的

政治契機，也提供維護國內公民社會秩序和安定的良機。就是此

等反恐戰爭及隨後對伊動武的可能性，讓政府逐漸累積權力。對

伊拉克的戰爭絕不僅止於轉移對國內困境的注意力，而是強力重

聲社會秩序，讓全體路民順從就範的大好機會。批評如被視為不

愛國而襟聲消音。外部的邪惡敵人，成了驅除或馴服內部潛伏惡

魔的利器。這種政治力靈內外條件之間的關{系，在引燃對伊衝突

的動因上，雖然大致隱布不見，卻極為重要。我們在後續的討論

中，將會一再重提此點。

全都為石油

反對攻打伊拉克者，經常說這場衝突完全是為了石油。美國

政府對這種說法，不是立即大加駁斥，就是完全不予理會。

疑問，石油絕對是關鍵。但是為什麼以及就何種意義而言是關

鍵，就不容易斷定了。

某種牽強的陰謀論曾指控華盛頓政府，不過是個賽奪公權力

的石油犯罪集團。證據是小布希和錢尼 (Cheney) 與石油利益團

體之閉關係密切，加上報導指出，副總統錢尼的老東家霍利佑頓

公司(Halliburton) ，預計可因戰後的石油服務合約，獲得高達十

億美元利益。 12 儘管這些都無大害，但是就整個政治軍事建制，

或是一般企業利益而言，我完全無法想像有任何基於這種理由而

12 N. Banerjee, 'Energy Companies Weigh their Possible Future in Iraq', New York 

的'mes， 26 Oct. 2002, p.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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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戰爭的可能。當然，伊拉克石油原本一直由法國、俄關和中

圓石油公司掌握，英美石油公司反而排除在外。主張和平解除武

裝，反對開打鼓力的圓家，就是那些原本獲有石油開採特許權的

盟家。如果裁減軍備確定，聯合國便會解除制裁，這些已獲特許

權的關家就可因此受益。若以武力造成政權更替，貝IJ表示所有的

特許權利都必須重新協詣。但擁有石油的是伊拉克，即使政權成

功轉移，石油公司也不見得就能撈到好處。所以，唯一可行的方

案，就是某種戰後的美國行政機構接管伊拉克石油公奇，或設立

19 某種類似國際財闋的掩議組織，管理石油的開採與使用，而美國

則擁有否決權(就像在聽際貨幣基金一樣)。不過，這種作法恐

將引發伊拉克內部，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強權的激烈反對。

然而，我們還能從另一個更宏遠的視角理解石油問題。這種

視角可用下述命題掌握:控制中東地區，就能控制全球石油來

源;控制全球石油來源，就能控制全球經濟(至少控制一陣

子) 0 13 

所以，我們的考慮不應該局限於伊拉克，而要進一步考察地

緣政治狀態，以及整個中東地區對全球資本主義的重要性。

點在官方說認中早有論及。在更換伊拉克政權的計畫中便公開表

，建立一個民主親美的政府，不但有利於整個地區，更可能因

其影響而促使其他地區，也發生類似的政權更替(伊朗和敘利亞

是頭號目標，沙烏地阿拉伯貝IJ緊隨在後)。某些布希政府人員甚

至傲慢到認為，如果能在這值區域挑起一場大戰，便可以提供重

中東版圓的絕佳機會(猶如舊蘇聯和南斯拉夫的例子)。畢

，這個極域自前的國家版圖劃分，也不過就是第一次大戰後凡

的 M. Kla間， Resource '"是7rs: 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Conflic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1) ，提供了極佳的石油地緣政治總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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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賽( Versailles )協議的附帶結果。一般公認，這項協議所強制

形成的盟界劃分，反映的其實是英國和法國的利益，而完全倖離

阿拉伯人民的利益，是既是勁又不合時代的劃分法。重新制定完

整的協議，或許較能符合某些分離主義者的利益(例如，伊拉克 20 

庫德人 (Kurds] 取得聯邦地位，或者分割伊拉克，在南部成立

以巴斯拉 (Basra] 為中心的什葉派國家)。最重要的是，藉由建

立一個大巴勒斯坦燭，包含約旦及部分的沙烏地阿拉伯，或許就

可以解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問題。然而，聯合圈內部也有一股

強大的反對聲浪，堅持不論戰後協議如何，首要目標必須是保存

伊拉克琨行領土完整，而美盛至少在表茁上同意了這點。

美團在這個區域擁有長期的地緣政治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發展出來的全球控制概念中，主要的關鍵便在於

控制中束，這裡不僅是舊大英帝國的一部分，對於控制全球經

濟、軍事和政治也是絕對關鍵，重要的原因在於這裡是全球大部

分已知石油蘊藏的所在地。美國因此於 1950 年代，在這個區域

展問一系列或明或暗的運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1953 年推翻伊

朗氏選的墨沙德政府，因為政府下令將外國石油公司收歸國有 0

美國的努力顯然十分奏效。 1940 年至 1967 年間，美國公司對

中東石油慈藏的控制權大幅提升，由原本的 10% 增加至IJ 將近

60% '而英國控制的石油蘊藏則由 1940 年的 72% '降至 1967

年的 30% 0 14 

1960 年代末期，英國放棄所有蘇伊士運河以東的軍事佔領

，由美國單獨控制。由於越戰之故，美國乃利用伊朗和沙為地

14 The Editors, 'o.S. Imperial Ambitions and Iraq', Monthly Review, 54/7 (2002) ,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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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擔任美圖在中東地區的代理國 (surrogate state) ，照管 員進入伊拉克，確認伊拉克確實根據和平協議解除武裝。飛彈攻

21 它在該廠域逐漸增加的利益。此外，美關也毫不保留給予以色列 擊和空戰街突逐步升高。為了支持其行動，美圓遂與沙為地阿拉

堅定支持，藉此在中東地區建立一個足以代理美圈勢力的前哨 伯、科威特和其他國家，共同組成「波灣合作理事會J (Gulf 

站。然而，先是 1973 年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OPEC) 進行石油 Cooperation Counci1) ，出售軍事裝備給這些圓家，成為美關武力

抵制並迫使價格飆漲，而後伊朗閻王於 1979 年垮台，利用代理 在該值的後援 (1990 年代問移轉武器共計 420 億美元，僅沙烏

國從事遠距離間接統治的方式難以再續。卡特總統單申美國的一 地阿拉伯一國使佔了 230 億美元)。美國於 1990 年代便完成中

貫政策，絕不容許波斯灣石油運輸中斷。這項宣示代表維持荷姆 東地區的軍事部署，並在科威特、卡達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地建立

茲海峽 (Strait of Hormuz) 暢通的決心(因為石油運輸和配送系 大型武器儲藏庫，讓美軍得以隨時待命移動。冷戰結束後的軍事

統的重要性，不亞於油田本身) ，以及美盟在該區將進行永久性 計章，係以同時進行兩場區域戰爭為目標，而伊拉克和北韓分別j

軍事駐防，外加成立一支可以因應任何緊急狀況的快速部署部隊 被挑選為訓練的假想敵。及至 1990 年代末，部署於該罷域的軍

( Rapid Deployment Force )。美關暗中支持伊拉克對伊朗發動手段 事人員已經超過兩萬名，每年耗照經費高達 40-50 億美元。

殘暴的戰爭，但是伊拉克力量日接坐大，促使美國早在伊拉克侵 我在此簡短回顧這段歷史，目的在於強調兩個基本重點。

略科威特之前，使著手擬定對伊戰們計叢(自鮑威爾提議)。為 先，自 1945 年以來，美翻對中東地區事務涉入程度便持續升

(可美圓駐伊大使會向伊拉克暗示，美關不會就伊拉克進佔科威特 高，其形式於 1980 年後產生重大變化，轉而依賴在當地直接軍

一事採取軍事行動，背後原因雖然仍具爭議，然而，與其說是結 事駐防。其次，美伊衝突由來已久，而且美國早在上次波灣戰爭

局悲慘的單純誤解，設陷誘敵應該是比較可能的解釋。 開始前，便已著手籌劃最後的軍事對決。現在和柯林頓政府將代

波灣戰爭儘管未能對伊拉克造成任何重大改變 ， i旦美軍在該 唯一的不同，在於由其終於扯破了，原先尚有的稍許節制，現在

區域的軍事駐防規模卻大幅擴張，這種狀況也延續至柯林頓政府 也代之以好勇鬥狠。這種轉變的部分原因在於 911 事件後，美圓

期間。美英在「禁航值J (no-fly zone) 內執行聯合巡邏任務， 內部政治氛圓驟變，明目張膽的單邊軍事行動阻力大為減少。從 23 

致持續的低度空戰，以及針對伊拉克軍事設施的飛彈攻擊。柯林 地緣政治和長期觀點來看，除非伊拉克像沙烏地阿拉伯一樣，成

頓政府宮員奈伊 (Joseph Nye) 雖大致贊成推動「軟性圓力J '但 為美國的附屬國，否則正茁衝突似乎終究無法避免。{旦為什麼會

也會明確表示:美閻在波灣地區的利益一且遭受威脅，將毫不猶 有這種地緣政治動力呢?答案再度和石油脫不了干係。

22 豫對該地區動武，必要時不惜採取單方行動。 15 1997-1998 年 一直以來，全球石油蘊藏囂的實際狀況，都只能依賴推測。

悶，美國大幅增兵該癌，以強力促成第一次對伊武檢，由武檢人 石油公司在這方面向來惡名昭彰，大多時候都保持械默，不肯據

，有時甚而蓄意誤導。雖然各種蘊藏量估計之間，差異往

的 J. Nye, The Paradox of Anzerican Power: Why the l的rld's Only Super“ Power 往很大，但大多數報告都共同指出， 1980 年以來石油蘊藏的照

CanT10t Go It Alo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採率便一直超過發現率。石油蘊藏量慢慢變得日益稀少，許多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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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已經過了開採高峰點，再過十年左右，目前的許多油田都將耗

竭。美函、北海、加拿大、俄盟和(更糟的)中關原油生產均屬

此類。其他油田的生命期雖然比較長，但確定還能維持五十年以

上的，只有伊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何拉伯聯合大公國和

科威特地區的油田。儘管未來的新發現可能會改變目前的局面，

但大部分戰略專家都不得不面對中東地區重要性日增的事實，該

值將是未來最主要的石油供應者。反之，若從需求面來看，美國

日益仰賴外國進口石油，東亞和東南亞等新興成長中心經濟生氣

蓬勃，卻幾乎沒有任何石油蘊藏(中國對石油的需求正以驚人速

度提高) ，歐洲也問樣完全依賴進口石油(英觀和挪威除外)。雖

然科學家正努力開發替代品，但是(鑑於石油公司和其他既得利

益者的阻撓) ，這些替代品要在未來幾十年問成為石油競爭者的

μ 機會，可謂微乎其微。因此，保持中東石油取得管道的暢通，對

美麗及整個全球經濟體而言，都是關鍵性的安全議題。

由此立即導出的問題，就是美圓尋求更嚴密軍事和戰略控

制，必要持不惜採取單邊行動的動機。例如，傅利曼 (Thomas

Friedman) 就辯稱， r美國對一假邪惡狂妄的獨裁者，可能在驅

動全球工業基礎的自然資源上，取得過多影響力一事表示關切，

絕對沒什麼不正當或不道德的j 。但是，我們在向社會大眾傳達

這種觀點時，必須攤為小心，也必須向世界再三保證，這項意國

f旨在維護全世界的經濟生存權J '而非縱容滿足我們自身的私

利，亦即美國是「為了整個地球的利益而行動，而非單純滿足美

國毫無節制的私慾......如果我們佔領伊拉克，只為了擁立一個親

美獨裁者統治伊拉克(一如在其他阿拉伯產油國家所為) ，則這

場部分肇囡於石油的戰爭，就是一項不道德的行為J 0 16 簡言

16 T. Friedman, 'A War for Oil?', New York 訂m剖， 5 Jan. 2003 , Week in Review 

Section,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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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美國乃是基於同意下的眾人利錢，運作其領導角色，嘗試節

制中東石油的使用?還是意圖主導以便實現本身狹隘的戰略性利

益 ?f專利曼寧可相信答案是前者。但是，如果真相是後者呢?

假若美關順利主導推翻了查維茲和海珊;若能將目前基礎不

穩的沙烏地威權統治政權(且有落入伊斯蘭激進派控制的迫切危

險) ，加以穩固或改革，使其全副武裝，滴水不漏;若美觀能夠

從伊拉克前進伊朗(似乎極有可能) ，並鞏固它在中亞各共和圓

的戰略性軍事駐防，控制襄海盆地 (Caspian Basin) 的石油蘊

藏，美圓或許能透過嚴密控制全球石油資源，有效掌控未來五十 25 

年的全球經濟。歐洲和日本，以及東亞和東南亞(現在包括具關

鍵地位的中國) ，都極度依賴波斯灣的石鴻供應，而這些區域政

經勢力的快速發展，已經隱然威脅到美國在生產與金融上的全球

霸權。美協若要消明:競爭，保障其霸主地位，最好的方法不就是

掌握這些競爭者仰賴的主要經濟資源，並控制價格、條件和分配

嗎?最有效的方法不就是利用美圓僅存的最大優勢，也就是軍事

力量嗎?這一連串道理，其實還有其軍事向度:軍隊的運作得靠

石油。北韓或許擁有精良的空軍，但缺少燃料就成不了什麼事。

美圓不僅需要確保本身軍隊的石油供給，而且在未來任何軍事衝

突(例如與中圓)裙，美國如果可以切斷敵人的石油供應，對美

方戰況自然大為有利。但這種論點要能成立，還有一項重要前

提，那就是美國確實有理由擔憂它的全球資本主義支配地位已經

遭受威脅。在軍事面以外，有關這個問題的經濟臣，我將於第二

章討論。



第 2 章

美關勢力如何擴張

帝國主義( imperialism )是個脫口便可說出的字眼。但是， 26 

這個詞彙有許多不同意義，所以用於分析時，不可不謹慎麓清，

以兔淪於爭議。我在這裡界定的是其中一個特別分支，稱為「資

本主義帝國主義J (capitalist imperialism) ，指的是「國家和帝國

政治J (the politics of state and empire) (帝國主義是獨特的政治

，其行動者的權力基礎是控制領土，並動員其人力和天然資

源，藉以達成政治、經濟和軍事目標的能力) ，和「時空中的資

本積累分子過程J (the molecular processe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space and time) (帝圓主義是時空之中的政治經濟擴散過程，

這個過程裡最重要的便是資本的控制和使用)二者的矛盾融合。

前者我要強調的是國家(或一群國家以政治集團的形式運作) , 

為了奮力在整個世界裡主張利益和達成目標，而擬定和採用的政

治、外交和軍事策略。至於後者，我著重於經濟力蠹在連續空間

中流動穿行，透過日常的生產、交易、商業、資本流、現金匯

兌、勞力遷徙、技術轉移、外匯投機、資訊流通、文化衝力等，

而接近或遠離領土實體 (territorial entities '如國家或區域權力

集圓)的方式。

阿銳基 (Giovanni Arrighi) 所稱「領土的J (territorial) 和

「資本主義的J (capitalist) 權力邏輯，彼此間其實差異甚大。 1

1 G. Arrigl祉，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η: Money, Powe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Verso, 199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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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先，兩種能動者 (agents) 的動機和利益不同。資本家都希望

將手中的貨幣資本，置於任何可以獲利之處，而且一般均致力於

累積更多資本;政客和政治家所追求的，則是能夠維持或擴大本

關勢力(相對於其他關家)的結果。資本家追求個人利益時，儘

管必須受到法律規範，但除了本身立即相關的社交圈內人士外，

不必對其他人負責;政治家則尋求集體利益，並時常受到圓家的

政治和軍事狀況限制，而且就某種意義而言，必須對園民負責，

或更常見的狀況，是對某個菁英群體、階級、親族結構，或其他

社會團體負責。資本家在連續的空悶和時間中運作;政客則在固

定的領土空崗裡活動，而且至少在民主體制下，自選舉週期而受

到時間限制。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公司起起落落，會改變營運

處所、收購合併或倒店歇業;但閻家則是長久的實體，無法遷

移，除非發生特殊的地現征服事件，否則均局限於固定的領土疆

界內。

前述兩種邏輯還有其他棺異之處。(盡管公眾涉入的程度和形

式相去甚遠，但我們目前所知的國家和帝國，其政治活動均可公

28 開討論和辯論。最終必須做出具體決定，例如是否要對伊拉克開

戰、是否採取單邊行動、如何處理戰後的各項難題，以及諸如此

類的議題。外交政策部門與政治/軍事專家，經常需要就這些議

題相互辯論，如果毫無異議，那才是怪事。但無論如何，最後還

是必須做出清楚決定，並承受所有可能後果。一些極度重要的戰

略決策(以及甚多意料之外的驚人後果)的擬定和執行，其政治

過程往往頗為粗糙混亂，其簡更有各種利益和不同意見互相摩擦

衝撮(有時甚至取決於某種特定信念、當權者的領導魅力，或是

重量級人物彼此性格街突的結果)。

資本積累的地理過程卻較為分散，也較無法受限於這種明確

的政治決策。個別(通常為企業、金融和法人)的機構散布各處

第 2 章美盟勢力如何擴張 25 

運作，而這種分子形式導致多重力量相互碰撞，有時對抗抵消，

有時則強化某些整體趨勢。這些過程不易掌控，除非利用間接迂

週方式，通常必須在趨勢業已底定後，才有稍加控制的可能。我

們將會看到，鎮碳於國家內部的制度安排，在設定資本積累的舞

台上，扮演了深具影響力的角色。而且，有各種貨幣和財務的槓

桿與絲線(例如聯準會 (Federal Reserve J 主席葛林斯潘

( Greenspan J 採用的手段) ，以及各種財務和貨幣干預模式(包

括稅務制度、輩分配政策、閻家提供的公共財，以及直接規

劃) ，使閻家本身成為勢力強大的經濟能動者。但我們發現"即

使在極權國家，或是國家政策、金融和產業發展有密切內部連繫

的那些國家，即所謂「發展型J (developmental) 國家中，分子

過程也經常會超出控制。如果我決定不買福特而改買豐田汽車，

或不看寶萊塢電影，改而歡賞一部好萊塢電影，會對美圓的閻際

收支平衡產生什麼影響呢?若我從紐約匯款至黎巴嫩或墨西哥給

需錢孔急的親戚，對兩關閉的財務平衡，又會有什麼作用呢?我

們對資本和金錢透過變化莫測的信用制度而進行的流動，幾乎無

法預測，甚至連追蹤都十分困難。此外，各種無形的心理因素，

例如投資人或顧客信心，也都是單耍的決定力量。凱因斯

(Keynes) 因此認為，企業家的「動物本能J 和金融家的預期，

是資本主義能否生存和茁壯的瞬鍵。我們頂多只能在車後焦急地

歡看資料，希冀能夠掌握某種趨勢，預測市場的後續發展，並採

取某些補救措施，好讓制度保持合魂的穩定狀態。

基本的還點在於將領土邏輯和資本主義邏輯，視為各自獨存

的兩套邏輯，但同時承認這兩者之間，有著糾纏交織、持有矛盾

的關係。有關帝盟主義和帝國的文獻，經常假設這兩種邏輯彼此

調和:國家和帝闊的策略引導政治經濟過程，而國家和帝圓的行

動乃是出於資本主義動機。實際上，這兩種邏輯經常互相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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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有時甚至正面敵對。舉例而言，如果只從資本積累的觀點來看， 我在第二章將更詳細討論資本積累的分子過程，但在這裡我

就很難解釋美國為何要參加越戰和入侵伊拉克。 ，這兩項 還是得稍加說明，以便更清楚闡釋領土權力邏輯的運作限制。從

冒險更有可能阻礙而非提升資本的時連。但是依同樣道理，若要 資本主義邏輯的觀點看，帝國主義實踐不外乎利用不均等的地理

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為何採取園堵蘇聯勢力擴張的領土 狀況從事資本積累，並充分利用空間交換關係必然會產生的「不

策略(布下了美關介入越南的背景) ，也必須認清美國為了本身 對稱性J (asyrnmetries) 。後者的呈現形式有:不公平及不均等的

的商業利益，急欲維持更多地值開放，以透過貿易、商業和外閻 交換、在空間上連結起來的壟斷力量、附著於受限之資本流動的

投資機會的擴展進行資本積累。囡此，這兩套邏輯之娟的關係， 強索行徑，以及榨取壟斷地租 (monopoly rent) 等。完全競爭市

並非互為函數或偏向一方，而是一種形成問題，甚且時常互相矛 場一般假設的平等條件遭到破壞，而且不平等還帶有特殊的空間 32 

盾(也就是辯證)的關係。這種辯證關係的存在，讓我們得以透 與地理表現。特定領土裡的財富和福祉增加，是犧牲其他地域的

過這兩種獨特但糾結的權力邏輯的交錯，分析資本主義帝國主 利益換取的。不均等地理條件不只學函於天然資源的分布不均或

。具體分析實際狀況的困難之處，在於如何保持辯證雙方同時 區位優勢而己，更重要的是不對稱的交換關係造成財富與權力高

運轉，而不致陷入純政治或純經濟的論誇模式。 度集中於某些地髓。也就是在這裡，政治向度重新登場。關家的

要決定這兩項邏輯在造成社會和政治變動上的相對重要性如 重要任務之一，在於維護對其有利的空聞不對稱交換模式。舉例

俏，不是件容易的事。蘇聯 (USSR) 垮台是因為當根 (Reagan) 來說，如果美國決定透過「圓際貨幣基金J (IMF) 和「世界貿

政府推動軍備競賽的戰略決定，導致其經濟力蠶耗竭?還是由於 易組織J (WTd) 的運作，迫使世界各地打開資本市場，那是因

蘇維埃政治體制內部的分子變動所致(例如，包括了金錢的腐蝕 為政府預期美國金融機構可以因此獲得特定利益。 ，國家

n、31 ，或是由外部悄然侵入的資本主義文化形式) ?現在，當美 是政治實體，是最有能力協調這類過程的政治體。如果失敗，很

國經濟力量還漸枯竭，甚至文化和道德影響力都已漸衰退，轉而 可能會導致國家財富和權力的萎縮。

分散至其他權力協域(例如進入亞H+I和歐洲)時，我們是否也見 當然，即使一關之內，也經常有不均等地理發展的現象，某

到美國內部，對政治及領土帝國和帝團主義的訴求臼益抬頭?即 種程度上亦學問於不對稱交換關係。劉家以降的政治實體，例如

使美國的行車作風，仍像它是唯我獨尊的全球超極強權似的，但 都市或區域政府，也無可避兔捲入這種過程。(盡管某些人士喜歡

我們是否正目睹美圓霸權逐漸崩解，以及「新區域主義J (new 稱為「內部新殖民主義J (internal neocolonialism) ，甚至都會帝

regionalism )政治經濟勢力的幟起?有鑑於距今最近一次區域主 關主義 (metropolitan imperialism) (例如紐約或舊金山) ，我傾向

義盛行的 1930 年代，最後在經濟和政治壓力下崩潰，並導致世 將國內瘟域實體和帝圓主義之間的可能關係，留給更廣泛的不均

界大戰，那麼這一凹的區域化趨勢，是否又預示了什麼樣的危 等地理發展理論討論。此舉意在保留(至少暫時)帝關主義一 :33 

機?美國有沒有足夠力量扭轉或控制這種區域分裂?這些都是我 詞，專指觀與劉之悶的關係，以及全球資本積累系統內部的權力

要討論的重大問題。 流動。從資本積累的立場來看，帝圓主義政治在最低限度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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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涉及維持和利用任何圖家權力所能摟取的不對稱與天賦資源

優勢。

領土邏輯和資本邏輯

這兩種邏輯中的任一種，可能在任何特定歷史地理時刻位居

主導地位。以領土控制為目標的積累，本身使其有經濟後果。這

些後果有好有壞，端看是從強索貢金、還是資本、勞動力、商品

等流動的角度來看。但當領土控制(不必然要實際佔領和管理該

領土)成為資本積累的必要手段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資本主

義的帝協主義與其他帝國概念不同之處，便在於這種帝團主義儘

管有時會自領土邏輯佔上風，但基本上是以資本主義邏輯為主

。然而，隨之而來的關鍵問題是:大致笨拙固定於空間上的領

土權力邏輯，要如何囡應資本不斷積累的開放空間動力?不斷的

資本積累，對領土權力邏輯又意味了什麼?相反的，如果說世界

體系內的霸權是國家或閱家群的特性，那麼資本主義邏輯又要如

何支撐這種霸權呢?

針對上述問題，那蘭 (Hannah Arendt) 以其敏銳的觀察提

出了一些閻明，她寫道: í永不終止的財產積累，必須以持續的

權力積累為基礎......無盡的資本積累過程，亟需所謂『無限權力』

的政治架構支撐，以便持續摟取更多權力，保護不斷增加的財

。那蘭認為，由此衍生的是「十九世紀末 r進步的』意識形

態J '而且「預示了帝國主義的興起J 0 2 然而，若權力積累必然

伴隨著資本積累，那麼資產階級( bourgeois )廢史必定是一部不

斷膨脹擴權的霸權史。這正是阿銳基於其義大利城邦屬家、荷

2 Arendt, Imperialisl1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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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英國，乃至今日美國等全球霸權比較史中呈現的鑫面:

誠如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初期，霸權角色的擴張規模，業已超

出聯省共和國 (United Provinces) 所能掌控的程度，二十世紀初

該角色的功能與權力，對大英帝摺當時的面積及資源而言，同樣

也已過於龐大，心餘力給了。在這兩個階段中，霸權角色都落在

充分享有「保護租J (protection rent) 的國家，像是十八世紀的

英圈和二十世紀的美國。換言之，這兩個國家都擁有獨特的成本

優勢，亦即絕對或相對孤立的地理戰略位置......但是，兩個案例 l

中的霸主國也都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擁有足夠分量，能如其所

願轉移各競爭聞之間的權力均勢。而且，由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

於十九世紀大幅擴張，因此，要成為二十世紀初的霸權，舟需領

土和資源也要比十八世紀高出許多。 3

不過，假如那蘭所說正確，則任何霸權要想維持地位，持續

積累資本，就一定得不斷延伸、擴張，並壯大勢力。但這裡有個

危險揮之不去，就如保羅﹒甘迺油 (Paul Kennedy) 在《強權興

衰史))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中提出的警告:過

去的歷史一再證晚，過度擴張和拓展是霸權劉家和帝闊的致命弱

點(羅馬、威尼斯、荷蘭、英屬為證) 0 4 甘迺過於 1990 年指

出，美盛也面臨了這種危險。就算有人聽到這項警告，恐怕也沒

放在心上，因為該書出版後的十年間，美圓大肆擴張軍事和政治

力量，過度擴張的危險己迫在眉暖。這裡又引出更深一層的問

3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62. 

4 P.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I{月ictjJ仰11500 to 2000 (New York: Fontana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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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如果美國的面積和資源，已經不足以控制一十一世紀龐大的 關家走上自身的發展道路......。這種發展可以提升支配國家的威

世界經濟，在全球仍汲汲於無限制資本積累的情況下，又有何種 望和權力......但模仿一旦成功，便可能產生抗衡，出現了新的競 3/ 

政治安排及何種政治權力積累形態，能夠取而代之?我稍後再回 爭者，降低霸主原有的防守殊性ν 進而縮減而非增加霸主的勢

頭討論這個問題。但就算是現在，我們也已經可以看到一些頗為 力」。另一方面，領導是指「一個支配國家引領某個國家系統朝

有趣的可能發展。某些人主張，世界政府不但合乎需求，也是必 預定方向發展，而且公認是以追求普遍利益為目的。這個意思下

然結果。另一些人則認為，一群國家若能共同合作(類似考灰基 的領導，有助於提升支配困家的勢力J 0 5 

(Karl Kautsky) 於超帝觀主義 (ultra-imperialism J 理論所提的建 前述論點的一項重要推論是: í分配的J (distributive) 和

36 ，或如 G7 (目前是 G8J 等組織會議的暗示) ，則應可發揮統 「集體的J (collective) 權力的區別。前者具有零和遊戲( zero-

理作用。我們也可以提出一個較悲觀的想法，如果這種日益龐大 sum game) 特{毀，霸主經由競爭獲取其他國家的權力，或透過領

的政治權力積累，最終由於某些理由而無法建構，那麼資本的不 導某種區域聯盟以謀取更大區域利益，進而提升地位。近期對於

斷積累便可能因此崩解而陷入混亂，資本持代的結束將不會是革 各瘟域霸主的興趣再起(例如臼本的「雁形理論」由日本帶領其

命的快感，而是痛苦磨人的鹿無混亂。 他亞洲國家，或敵H+I由法德聯盟領導的模型) ，顯示這種權力重

分配過程，在全球資本主義重紐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許更勝於統

霸權 括性的「全球化J (globalization) 一詞磁含的意義。 B 但是要成

為真正的全球霸主，還必須能運用領導力創造一場非零和遊戲，

霸權最初是如何形成的?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本身對 或許是經由彼此互動(如貿易)而互蒙其利，或是透過相對於自

這個概念的用法就頗為模糊，足供各種不同詮釋。有待僅指透過 然的強大集體力量，利用新科技、組織形式和基礎結構(如通訊

領導力及被統治者的同意( consent) 而運作的政治權力，以相對 網和圓際法架構)的建立和轉移，讓所有玩家悶獲其利。阿銳基

於經由威迫 (coercion) 而取得支配的政治力量。但在某些狀況 強調唯有集體力量的積累，才是全球體系裡霸權的堅實基礎。然 38 

下，似乎又指鎮碳於政治權力運作中，威迫和悶意的特殊混合狀 而，霸主權力的形成與表琨，多半取決於威迫和同意之間均衡的

態。我偶而會指涉後面這種意思，但主要是從前者的觀點解釋霸 不斷調整。

權。此外，我也將採用阿銳基將這個概念適用於圖與圍之間關係

的做法: í一個固體，或此處是一個圓族國家的至高地位，以兩

種方式呈現: IF支配』及 r智識和道德領導』。一個社會圈體文 5 G. Arrighi and B. Silver, Chaos and Govemance in the Modem ""勿rld System 

配其他的敵對廳體，甚至動武予以『消滅』或征服;該圓體領導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 1999), 26-8. 

其親族團體或結盟團體j 。但這種領導有兩種不同方式。透過其
6 J. Mittelman, 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卦。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尤其該書第二部分著墨最多。密

成就領導， í支配圓家成為其他圓家模仿的『典範ν 引領這些 托曼 (James Mittelman) 是多位對區域化議題認真以待的學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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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思考一下，這些不同範疇在過去五十年問如何適用於

美圈。美關經常仰仗支配和威迫手段，必要時甚至不惜消滅對

手，即使對內，也不乏悴離憲法和法制的殘酷紀錄。麥卡錫主義

(McCarth)叫n) 、謀殺或監禁黑豹黨( Black Panther) 領袖、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拘禁臼裔人士、監視與滲透各種反對團體，現在

又通過愛關者法案 (Patriot Act) 和劉土安全法案 (Homeland

Secu性ty Act) ，似乎在為推翻權利法案 (Bill of Rights )做熱身。

對外行動則是更加殘暴無惰，包括支持伊朗、伊拉克、瓜地為

杖、印尼、越南(僅舉幾例)的政變，造成傷亡不計其數。此

外，還視其所需，在全球各地支持劉家恐怖主義。美閩中央情報

局( CIA) 和特種部隊，在無數圓家從事祕銘、活動。對這些紀錄

深入研究，準會讓人將美燭描繪為世界上最大的「流氓圓家J

(rogue state) ，也確實有一大群人已經身體力行了，包括瓊斯基

( N oam Chomsky) 、布倫 (William Blum) 、皮爾格 (John

Pilger) 、強森( Chalmers J ohnson )及其他眾多人士。 7 雖然我們

可能還是一知半解，但美國最令人驚異之處，就在於各種官方與

半官方來源中，所知與所載資訊何其之多，而這些紀錄又是多麼

灰暗、卑劣且令人不安。創除對手的方法很多，經濟支配力蠶

(例如對伊拉克和古巴禁運，或 IMF 在美關財政部指示下實施緊

縮方案 (austerity programmes J) ，真有和軍事武力何等的毀滅效

扮 泉。最好的倒證就是美國金融機構和美國財政部於 IMF 支持

下，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屁資產價值暴跌過程中扮演要角，不倡導

致該地屆大蠶人口失業，也使當地社會和經濟進步狀況倒退許多

7 Johnson, Blowback ; J. Pilger, The New Rulers 01 the l帖rld (London: Verso, 

2002); W. Blum, Rogue Slate: A Guide 10 the World法 Only Superpower (London: 
Zed Books, 2002) ;當然，還有 N. Chomsky, 9-11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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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然而，大多數美關人民要不是拒絕承認事實，甚而不聞不

隅，或就算聽到了，泰半也只是消極接受其為生活事實，認為消

滅和威迫不過是在爾虞我詐的世界中，從事基本上良善正陸的事

，而不得不付出的正常代價罷了。

然而，大部分批評者都只將焦點鎖定這類美關行徑，卻未能

認清威迫和消滅敵人，只是美國權力基礎的一環，有時候甚而會

帶來反效果。同意與合作也同等重要，如果無法獲得國際認同及

合作，又若無法據此領導圓際社會以謀取集體利益，員IJ美圓恐怡

早就孤掌難鳴了。即使實際動機可能純為私利(誠如大多數大懷

疑的) ，但至少美國在表面上仍不得不擺個樣子，才能自稱其所

作所為是以謀取共同利益為出發點。透過同意運作領導權，就是

這麼一回事。

當然，就此而論，冷戰確實提供了美崗一儷絕佳機會。美閻

既致力於資本的不斷積累，自然會趁勢大幅積累其政治和軍事力

，對抗共產主義，好將這種過程推廣至全球各地。在國際社會

主義的威脅下，全世界所有的私有財產擁有人都願意醫結一氣，

做為美國力蠢的後盾，也仰仗其保護。私有財產權成為普世償 的

值，這種宣告還納入了聯合國「人權宣言 J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美國保證歐洲民主制度的安全，又慨然協助臼

本和西德重建兩圈毀於戰爭的經濟力量。除了透過「厲堵J 政

策，建立非正式的美利堅帝摺(以亞洲最為明顯)外，放竭盡全

力不擇手段削減主要競爭對手(蘇聯帝圓)的勢力。我們對羅斯

福一杜魯門時代的外交決策過程，己深有了解，並可因此斷定美

圓向來就是以自身利益為首要考章，然而，還是有大量利益流向

各閱有產階級，使得美關謀求普世利益的說法具有一定的可信

度，也足以讓各次級癌體(附庸囡)感激順服。親美人士振振有

詞，列舉美圓 i{二慈J 的一面，據以自應美圓乃基於脅迫之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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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批評。美閻本身也一向以仁慈自許，積極將這種形象推銷

給世界各餌，儘管其中虛構編造的部分，恐怕不會少於實話實

說。舉例而言，美關總愛一廂情願認為，美國是憑一己之力將歐

洲從納粹枷鎖中解放，完全抹除紅軍的重要性，也略去史達林格

勒 (Stalingrad) 戰役才是第二次大戰轉換點的事實。其實，更合

理的說法是，美關向時運用脅迫威嚇及霸權領導，只不過權力運

作的這兩函，其均衡權重會依時間不同和政權更送而互有消長。

美關在很長一段時間中，確實在致力資本積累的那部分世界

中，具有舉足輕重的領導地位，而其商業經營方式也因此廣為傳

播。不過，即使在冷戰期悶，美圓也並未成為真正的全球霸主。

而今共產主義既已不異實質威脅，美國的領導地位就更難以界定

和維持。這正是那些有心預測美利堅帝閱主義和帝國的未來，及

其於二十一世紀發展方向者，汲汲辯論的議題。也是那些將區域

性權力分割，視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統治下一種新的替代政治體

制者，所質疑的問題。

此外，模仿在全球事務中無疑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世界各閣

大都會透過美關化，而搭上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球化列車。但

在這裡，我的看法和阿銳慕有些不悶，因為我不認為模仿必定會

導致競爭，也不永遠都是零和遊戲。模仿美闊的消費主義、生活

方式、文化形式，以及政治和金融制度，促成了持續的全球資本

積累過程。當然，模仿有時的確可能導致激烈競爭(例如，假設

美國某些部門的生產被台灣完全取代時) ，進而對美關造成重大

街擊(顯現於美關鋼鐵、造船和紡織業的長期去工業化)。但

必 楚，我認為其他方面的模仿，事實上卻促成了更龐大的集體力量

形成，我們務必將二者加以臣分。

政治權力的形成，向來都是多種要素的不穩定混合，包括脅

迫、模仿和經曲同意運作而行{吏的領導權。然而，領土邏輯必須

第 2 章美國勢力如何擴張 35 

要積聚何種權力形式，才能確保利益賞琨?無形的資產如威望、

地位、尊崇、權威，以及外交影響力，都必須以某種實質的東西

為基礎。金錢、生產力和軍事力量，便是支撐資本主義霸權的三

大支柱。但即使這三者之間的組合，也不穩定，而是不斷變動

的。以下且以十九世紀末以降，美關霸權物質基礎的變動為例，

加以討論。

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興起， 1870-1945 

那蘭認為，興起於十九世紀末的帝國主義，與其說是「資本

主義的最後階段，不如說是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第一階段J 0 8 

許多證據都能證明這種說法。資本主義過度積累(主要定義為缺

乏有利可麗之運用手段的資本過剩，第三章有更詳細討論)的第

一次主要危機，便是 1846-1850 年間歐洲經濟全面崩潰，點燃歐

洲各地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其中也有許多勞動階級參與)。其

後，歐洲各地紛紛以不同程度將資產階級局部納編進入國家機

器。脫離這第一次危機的方法主要有二:一是長期基礎結構投資 的

(例如奧斯曼(Haussmann J 據以改造巴黎的「生產性圓家支出J

理論，以及諸多其他歐洲劉家對運輸、供水和汙水處理計章，以

及住宅和公共設施投資的廣泛叢視) ，另一則是地理擴張，其中

尤以大西洋貿易最重要(以美關為主要出口目標)。然而，及至

1860 年代中期，利用前述方法所能吸收的過剩資本和勞動力，

日漸遠極限。大西洋質易囡美國內戰爆發而致中斷，造成嚴蠶銜

，歐洲各地的圈內政治運動(例如導致 1871 年巴黎公社的運

8 Arendt, Imperia lism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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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又製造了內部壓力。至於美圈也在內戰結束後，興起了無

產階級運動。

歐洲的過剩資本逐漸遭受資本家的專斷阻礙，無法在本地尋

得利用途徑，不得不向外傾洩，將全世界淹沒於大規模投機性投

資與貿易浪潮下，其中又以 1870 年以後為最。尋求我所謂的

「時空修補J (spatio儡temporal fixes '將於第三章中討論)圳的資

本主義邏輯，登上了全球規模的舞台。由於保護海外投資，甚而

加以節制約束的需求殷切，各國都面臨了龐大壓力，必須對這種

擴張性資本主義邏輯有所回應。要做到這一點，資產階級(在美

國已掌握實權)便必須鞏固它相對於舊階級形構的政治勢力，或

瓦解舊有的帝關形式(像是奧匈帝關或那間曼帝國) ，或將其轉

化以迎合某種獨特的資本主義邏輯(如英圓)。因此，歐洲國家

內部資產階級政治勢力的鞏間，是引導領土政治轉向，使其符合

資本主義邏輯需求的必要前提。

然而，資產階級卻訴諸閻族 (nation) 概念，做為摟奪權力

的手段。十九世紀後半葉興起於歐洲的國族問家形構浪潮(尤以

德國和義大利為著) ，合理的指向內部鞏固的政治，而非海外冒

險。再者，除非稀釋盟族觀念所代表的意;函，否則國族觀念所支

撐的政治凝聚力，並不容易擴及「他者J (others) 。囡此，關族

國家本身無法成為帝國主義的穩固基礎。果真如此，頁。過度積累

問題及全球時空修補的必要性，又如何能基於竄族盟家，而尋得

適當的政治問應呢?答案就在於被動隱藏於帝餾藍癌背後的國族

主義、軍國主義、愛國主義，以及嚴重要的種族主義，這個藍圖

叮關於 fix 的譯名，目前學界有譯為「修補J 、「轉移」和「整頓J 者，但按照

Harvey 自己的解說，他採用的是 fix 的兩種意思:一是解決、修復;一是固
定，後者專指投資於國定的基正是建設和房地產以解決資本積累危機，是廣義

「空間修補」的一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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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盟族資本領單，而此峙的資本主義企業規模，與國族國家的

運作規模筒，已經有某種合理的一致性。誠如那蘭所言，這代表

中止內部階級鬥爭，並建立她所謂國族國家內「群眾J (the mob) 

與資本的聯合陣線。她指出: r由於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

種狀況實在太不自然了，以致完全忽視了帝國主義企間的真正危

險所在:亦即試圖將人類二分為主人和奴隸、高等和低等、有色

和白色人種，所有這些都是企圖以群眾為基礎來統一人民J 0 她

說，理論上「國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J 可能「橫著一道鴻溝，

但實際上這道溝可以，也早就因部落閻族主義和絕對種族主義而 45 

結合了 J 0 9 當然，這並非無可避免的後果。然而，所有對抗最

後終歸失敗。最明顯的證明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1914-

1918) ，第二圓際各囡分部宣示支持祖函，終於導致第二社會主

義國際的崩潰，而其後果相當駭人。各種以國族為基礎的、種族

主義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紛紛興起，如英國、法國、荷蘭、德

圓、義大利等。臼本和俄圓則形成自工業驅動的非資產階級帝圓

。這些國家全都擁護自身獨特的種族優越借條，由社會達爾

文主義的偽科學證據支撐其可信度，而且通常自視為與其他民族

國家進行生存門爭的有機實體。過去…誼穩於暗處蠢蠢欲動的種

族主義，如今位屑政治思考的最前端，簡便地將我於第四章中所

謂的「奪取式累積J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指剝奪未能

適度將勞力用於土地的未聞化野蠻人和低等種族) ，以及以帝盟

主義前所未見的嚴苛和暴虐剝削形式，柚取殖民地的錢財(其中

又以比不可持和日本最為殘暴)等，一一加以合理化。此外，一如

那蘭的主張，同樣重要的是將納粹主義和大屠殺，視為這段歷史

地理軌跡中，某種雖非必然，卻完全可以理解的事件。

9 向前註， p.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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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國族主義和帝團主義悶的潛在矛盾既無法可解，而

均 為過剩資本尋求地理出路的需求又不斷升高，對各帝圓政權形成

龐大壓力，不得不對外擴張地理控制權。其結果正如列寧的精準

預測，是各帝關主義強權在國族主義主導下，展開長達五十年的

競賽和戰爭。這段時期的主要特徵，包括將全球切割成多個殖民

領地或勢力範圍(最引人注目的便是 1885 年瓜分非洲，以及第

一次大戰後的凡爾賽協議，將中東劃分為法閱和英閻保護地)

帝國強權大肆掠奪大部分世界資源;惡毒的種族優越思想四處散

播;加上帝圈內部無法有效處理資本過剩問題， 1930 年代的經

濟大蕭條便是最佳明證。這一切終於導致 1939個 1945 年間的全球

大戰。

整體而言， 1870-1945 年這段期間，儘管早期屬於英關霸權

時代，也維持少蠶自由貿易，但我認為那蘭的看法十分正確，

段期問仍不脫摺族帝國主義的面貌，必須透過挑動種族主義和建

構國族區結的方法才能運作，對內有利於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對

外則容易造成武力衝突。

在這一段時間裡，美國發展出自身獨特形式的帝國主義。由

於內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突飛猛進，美國逐漸成為獨步全世界的科

技和經濟主事。相較於歐洲各國的封建或貴族統治殘跡，美闊的

47 政府形式廣泛反映了企業和工業階級的利誨，自獨立以來，便以

資產階級為核心(如其憲法所明示)。政治權力對內係以全力維

護個人主義，並視私有財產及獲利率為不可剝奪的權力，致力對

抗任何對這些權利的威脅。美國是個多族裔的移民社會，因而不

致形成如歐洲和日本般的狹隘種族團族主義。此外，它擁有得天

獨厚的廣大蘊城以供內部擴張，權力的資本主義遲遲輯和政治邏輯

都獲得足夠的操縱空悶。其內化的種族主義形式(針對黑人和原

住民) ，搭配了對「非白種人」的廣泛敵意，使其得以自我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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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去併吞鄰近以非自種人口為主的領土(如墨西哥或加勒比

海盟家)。特有的命定論，使其擴張的種族主義和國際理想主義

獨具一格。自十九世紀末起，美商逐漸學會將其自身價值無限普

遍化，以種種說詞掩飾其明白張膽的領土獲取和佔領行為，而這

套掩人耳目的辭令，誠如史密斯 (Neil Smith) 指出的，就以後

來所謂的「全球化J (globalization) 為頂峰。 10 美國發展史上曾

有數個模仿歐洲的階段，也閱或因經濟發展所需而從事地理擴

張，而且它長久以來一直透過各種版本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 ，表達辦除歐洲控制美洲大陸的決心，意屬將美洲大陸

納入美盟的實際控制範閣。威爾滋 (Woodrow Wilson) 的夢想，

就是將門羅主義推廣到全世界。但是，美國在南美洲遭遇的對 峙

芋，是一群同樣經過獨立鬥爭才脫離殖民枷鎖的共和齒。因此，

它必須擬訂其他控制方式，名義上尊重這些國家的獨立主權，又

透過優惠貿易關係、資助、侍從主義( clientelism )和暗中營迫

等多種方式支配操控。(盡管美關在全球貿易上大致維持「門戶開

放」政策，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都缺乏真正意願，也未

採取明確措施來落實。美圓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捲入戰爭，並在

擬訂凡爾賽協議將扮演重要角色，該協議雖未能落實民族自決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原則(尤其有瞬中東部分) ，但至少

公揖承認該項原則。之後，美國經歷了經濟大蕭條的痛苦慘滄

(主要肇因於內部階級統治的失敗，而非反映美國資本缺乏地理

擴張機會) ，接著又捲入帝國主義列強闊的大規模衝突。但由於

左右兩大陣營的強烈孤立主義傾向，加上長期以來對任何翻外牽

連均抱持懷疑態度，恐其不利於本身統治形式，故而帝國推動力

10 N. Smith ,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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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僅會間斷出現，不但發展有限，且性質均屬穩、性而非顯性，是 美的有意之舉，好讓蘇聯承擔最多的戰事衝擊。但第二戰場遲遲 [,)0 

政治性而非由資本主義推動。但也有少數例外情況，主要是擁有 未建立卻導致嚴葷的後果，囡為蘇聯得以在歐洲大肆擴張勢力範

海外利益的個人企業，於必要持不惜動用政治力量，無恥地支撐 圈，甚至在大戰結束後拒絕撤退，轉而於東歐廣設附庸政權，連

其特殊利錢。美閻仍然大致上既是過剩資本的生產者，也是潛在 東德也無法倖免。對蘇聯而言，保衛其利益就等於是捍衛領土控

的吸收者，但是美國在 1930 年代期間完全未能發揮吸收資本的 制攏。

柯l.Cl 潛力，主要是因為其階級權力的內在構造，對羅斯福「新政J 大戰期悶，美關政府和民間部門的菁英分子，即已擬妥了一

(New Deal) 藉由財富單新分配，以挽救國家經濟矛盾的溫和主 套可以確保和平安定及經濟成長的戰後協議，其中並不包括領土

張，也力圖抗拒之故。在這樣一個多族群混合，加以強烈個人主 擴張。自第四任總統麥迪遜( J ames Madison) 以來，美國政治

義及階級區分的社會，要凝聚內部關結極為困難，也囡而導致霍 思想和實踐向來誰守一項重要原則，郎(蠢蠢避免任何可能破壞圓

夫斯塔德特(Rich缸d Hofstadter) 所稱美圓政治的「偏執風格J ' 內民主體制的海外牽連。難題在於如何橋接這種疑慮，與美國實

øn : 對某悠「他者J (如布爾什維克主義( bolshevism )、社會主 際位居全球支配地位之間的落差。誠如歐洲帝盟主義者訴諸種族

、無政府主義，甚至任何「外來煽動者J) 的恐懼，成為凝聚 主義，做為國族主義和帝圓主義間的橋樑，美盟則意圖以抽象的

大後方政治團結的關鍵。 11 蘇聯和布爾什維克主義逐漸成為頭號 普遍主義掩藏帝閻野心。其效果誠如史密斯所論，就是完全否認

敵人兼反派角色(潛伏在側的則是對中國及華人移民的疑懼)。 領土和地理在帝國權力接合中的重要性。孤立主義擁護者路斯

(Henry Luce) 那篇 1941 年發表於《生活>> (Life) 雜誌的重要社

戰後美國霸權史， 1945闢 1970 論，正是採用這種做法。在 篇名為(美國世紀> (The 

American Century )的文章中，路斯認為歷史業已賦予美圓全球

美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帽起，成為迄今最大的支配勢力。 領導者的重任，美圓必須積極接受這個角色。這種權力是全球性

它主宰了技術和生產。美元成為全球最重要貨幣(由世界大多數 而普遍的，非關特定領土，因此路斯寧可形容其為「美關世

黃金供給支撐) ，而其軍備較任何其他閻家都優越。唯一可稱為 紀J '而不稱為帝國。對此，史密斯指出:

對手的蘇聯貝IJ損失大輩人口，軍事和工業能力也無法與美函相

比。蘇聯在對抗納粹的戰爭中遭受沉重打擊，列寧格勒保衛戰及 帝國的地理語言所暗示的是一種變動的政治一一帝國有起有落， 5"1 

其後摧毀德軍束戰場的大部分軍力，可說是同歸國最後獲勝的關
必然面對諸多挑戰一一但「美函世紀J 隱含的卻是某種天命。路

鍵。史達林對歐洲第二戰場遲遲未能開闊大為震怒，這可能是英 斯的用語排除了任何對美國支配力量的政治批評。你要如何挑戰

一個世紀呢?這種說法將美國的全球主宰描述為歷史進程的自然

11 R.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η'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結果，隱含其為歐洲文明的極致，而非政經權力競逐的結果。其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e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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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宛如一個世紀接替另一個世紀般無可置疑。正因其超越地

理，美國世紀也超越了帝國，凌駕任何指責。 12

蘇聯的領土及勢力擴張，對上了美圓的政治「偏執風格ν

就產生了冷戰。在美囡囡內，這就造成「麥卡錫主義 J

( McCarthyism )的壓制，除了限制言論自由，更激烈反對任何可

能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沾上一點路係的事物。工會內的激進勢

力都遭整頓清除，並全面禁止共產主義和左派圈髏。聯邦調查局

(FBI) 積極展開對任何疑似反對派的滲透。這一切無不以蘇聯威

脅美國內部安全為曲，獲得了正當性，結果便是關內政治的順服

一致與團結。那蘭或許會形容為，臣靈( Leviathan )在個人私利

的潛在混亂上強行建立秩序。勞工在威脅利誘下與資方簽訂通用

契約，同意依生產力提升情況調整薪資(即公認值得仿效的福特

主義模式)。美國海外政治活動則以反共產主義和經濟私利之

名，獲得工人階級擁護。

外交事務方面，美圓白任為自由(以自由市場來理解)和私

印 有財產權的頭號捍衛者。美圈提供經濟和軍事保護，保障全球各

地有產階級或政治軍事菁英分子的利益，這些有產階級和菁英分

子則在各國屈報以親英政治活動。這種關係意味了對蘇聯勢力範

闊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周堵。 13 美麗的帝國範盟係以負面界

定，凡未直接納入蘇聯勢力範潤(即使中國和蘇聯早已分道揚

鏢，美觀仍將中盟納入該範圈)的一切俱屬之。儘管已知與蘇聯

帝關正面衝突的機會微乎其微，但美國不放過任何暗中破壞的機

會。這項政策導致了一些災難，美國為了讓蘇聯在阿富汗顏面無

12 Smith, Americall Empire, 20. 

的 The Editors, 'U.S. Imperial Ambitions and lraq'，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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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暗中支持聖戰組織 (Mujahidin) 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到

頭來卻必須在對抗以伊斯聽原教旨主義為基礎的恐怖主義戰爭

中，設法抑制聖戰組織影響力。此外，美圓對共產主義控制領土

的任何擴展，都視為嚴重損失，於是乃就「誰將中關輸給J 毛澤

東一事強烈指責，並利用這項指控做為麥卡錫的攻擊矛頭。

美國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筒，確立兩項首要的內部策略

原則，其後一直遵行不渝:保持美圓社會秩序穩定(不允許劇烈

的財富或權力重分配，也不容忍對菁英階層或資本階級控制權的

質疑) ，以及維持國內資本積累和消費持續成長，以確保密內和

、繁榮和安定。 14 對外承諾不得影響國內消費主義:因而傾

向於發展因格涅提夫所稱的「輕型帝圓」。美圖不惜運用優勢武 5~) 

力，保護支持美盟利益的附庸政權，最典型例子就是於 1953 年

推翻了將油由國有化的伊朗總理墨沙德， (於 CIA 的協助下)

扶植盟主取代之，以負責看管美國在波灣地區的利益。至於重要

的地緣政治競爭區域，例如與蘇聯耽鄰的圓家，就運照經濟力量

扶持和建立符合資本主義原則的強盛經濟體，遂有馬歇爾計畫

(Marshall Plan) 以歐洲為資助對象，另外也強力支持日本、台

灣、南韓和其他與蘇聯有關的弱小前線劉家。中東擁有豐富石油

蘊藏，保持對該區管道暢通也極為關鍵(羅斯褔在參加雅爾達會

議的回程中，儘管身體不過，仍中途停留，與沙烏地阿拉伯國王

等人見面，就保持石油供應管道暢通重要性的議題舉行會談)。

美圓擔任集體安全協議的領導，利用聯合國及各種軍事聯

盟，例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等，約束資本主義國家之

間的戰爭，並打擊蘇聯和中國的影響力口它運用本身軍事力量、

暗中操作，加以各種經濟壓力，建立或維持友好政權。為達到這

14 這是 W. A. Williams A持著品叩ire as a 慨7yofL辟一害的中心主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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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目的，美圈可以隨時視需要支持或推翻民選政府，並直接或間

接鸝除反對或危害美關利益者，例如伊朗、瓜地馬拉、巴西、剛

果、多明尼加共和國、印尼、智利和其他地方。此外，還或明或

暗地干涉數十個其他國家的內政。但它卻在中關和古巴栽了跟

斗，當蘇聯模式提供一個不靠資本家階級統治的快速現代化途

徑，立郎吸引全世界許多地區紛紛跟進，發起了共產主義暴動。

美國設法在「自由世界J 中，依照資本主義路線，建構開放

的關際貿易秩序，以促進經濟發展和快速積累，而其必要條件便

是拆解原本以國族囡家為根基的帝觀。然而，解殖

( decolonization )又要求有全球性的國家形橋和自治。美關和這

些新興獨立國家間的關係，慕本上是以其戰前與拉丁美洲各獨立

共和路往來的經驗為模型，即以特蔥貿易驕係、侍從主義、資助

和暗中脅迫為主要控制利器。不但如此，美盟主要採取一路接一

國的雙邊方式部署這些利器，將自己置於樞軸，向外以無數輪輻

連結世界其他圓家。任何可能危及美國強大力量的集體行動，就

運用分而治之的領略反制，利用個別連結限制集體自主，即使在

像歐洲|這種邁向聯合趨勢已經成形的地區也不例外。

各獨立國家內部及彼此間的圓際貿易和經濟發展架構，係由

布萊頓森林協議 (Bretton Woods agreement) 競範，藉以穩定世

界金融體系，此外還設立一系列組織，作用在協謂先進資本主義

強國的經濟成長，並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散播至其餘非共產主義

圓家，這些組織包括世界銀行 (World Bank) 、劉際貨幣慕金

(IMF) 、巴賽爾國際清算銀行 (International Bank of Settlements 

in Basle)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ATT) 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仿 (OECD) 等。在這塊領域中，美爾不但掌握優勢，也穩居霸主

地位，其超級帝蹋主義國家的地位，主要在於它是各地有產階級

和統治菁英的領導者。的確，美國積極鼓勵世界各國這種菁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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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的形構與壯大，成為扶植全球資產階級勢力的主要推手。挾

著羅斯托 (Walt W. Rostow) 的經濟成長「階段J 論，一圈接一

國努力推動經濟發展「起飛y 驅動各圓大眾消費的成長，以防

堵共產主義的威脅。 15

然而，要瓦解歐洲帝國主義，就必須正式否定先前協調了國

族主義和帝圓主義的種族主義。聯合國人權宣言以及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 (UNESCO) 的各種研究，紛紛否定種族主義的有效性，

代之以比較適合第二階段資產階級統治的，私有財產和個人權利

的普遍主義。但這一切若要順利推動，美國就必須將本身描繪成

文明的極致與個人權利的堡壘，並在海外廣為培植散播親美主

義。於是，對日益「頹廢」的歐洲價值，展開了大規模文化攻

擊，並宣揚美蹋文化及「美國價值」的優越性;利用金錢力蠶控

制文化生產，影響文化價值(紐約嗎Ij竊」巴黎現代藝術的構 56 

想，就發生在這個時期) 16 。文化帝國主義成為確立全面霸權之

爭的重要武器。好萊塢、流行音樂、文化形式，甚至整個政治運

動，如民權運動等，都成為工具，以助長對美國作風的模仿欲

望。美國被建構成自由燈塔，是帶領全世界走向和平繁榮，建立

永恆文明的唯一力量。

不過，美關也被視為資本積累的火車頭，拖著世界其他地區

沿著它的軌道行駛。美關自身經濟的大規模內部轉型 (1930 年

代新政時期就此僅略有暗示而已) ，帶動了大蠹市場機會，因此

對全球都極為重要。教育投資、外i際公路系統、蔓延的郊嵐化，

15 W.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edn.). 

16 S. Guilbaut, How New 跆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trans. A. Goldhamm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e Press , 1985 e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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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南部和西部的開發，在 1950 和 1960 年代都吸收了大量資

本和產品。美關在這些年間，成了一個令新自由派和保守派大為

懊惱的發展導向鷗家。除了幾個關鍵領域(如戰略資源) ，美國

尚不必大幅仰賴榨取世界其他地區的價值。直到 1970 年代，對

外貿易佔關內生產毛額 (GDP) 成長的比例，始終都維持在 10%

以下。雖然這個時期也不乏海外經營，例如在智利的「國際電報

電話公司 J (ITT) (該公司有位董事會擔任中情局局長) ，或在中

美洲的「聯合水果公司J (United Fruit) ，都是美國對這些地區產

生重要外交政策影響的途徑。但相較起來，除了戰略性礦產和在

油外，此時的美國經濟帝國主義算是頗為安分。至於外部辯證部

分，主要指向己聞發的資本主義世界。直接對外投資的流向以歐

洲為主，造成歐洲人對塞凡…史瑞伯( Servan-Schreiber )所稱的

「美國挑戰J (the Arnerican challenge) 執意抗拒。 17 然而，美國

也相對開放其市場，並提高對歐洲和日本產品的有效需求，帶動

整體資本主義世界大幅成長。資本經由 f 擴大再生產」

(expended reproduction) 而迅速積累。不可潤皆用來再投資於成

長，以及用於新科技、回定資本和基礎設施改善， 18 然而，對

資本外流的控制(棺對於商品) ，則大致同於前期，對歐洲尤其

如此。所以，個別閱家對其財政和貨幣政策，擁有相當大的自

決定權，金融投機的效果和地理範間也仍有限。這種「凱因斯式J

的政府支出，與個別關族國家內部以分配問題為主的階級鬥爭動

態相互搭配。這是勞工組織力量韶壯的時期，歐洲社會民主褔利

國家也紛紛!騙起。社會工資 (social wage) 成為抗爭自標，即使

17 J. J. Servan-Schreib缸， A17lerican Challenge (New York: Scribner, 1968). 

18 P. Armstrong , A. Glyn , and J. Harrison , Capitalis17l since 切的'ld War II: The 

Making and Break Up ofthe Great B00111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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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圓內亦同，組織化的勞工在爭取薪資和生活水準上，贏得

了數場重要勝利。

因此， 1945 年至 1970 年是在美國支配和霸權運作下，資

產階級政治統治的第二階段。對先進資本主義因家而言，這是一

段經濟極速成長的時期。所有主要資本主義圓家間建立某種默

契，由美圓居於領導地位，儘量避兔內証，並分享核心區域內資

本主義密集整合的利益。此外，並於世界其他地區建立解殖和 m 

r發展主義j 等普遍目標，以確保資本積累的地理擴張。擴大再

生產似乎運作良好，沛其次要效果甚而向外流溢，雖然分暈不

多、又不均衡，但也算是遍及非共產世界了。至於圈內部分，勞

資契約中的勞工權力日發提升，意味著消費主義利益正逐漸普及

至較低階級，甚至擴及某些少數族筒(惟仍嫌不足， 1960 年代

城市暴動便是明諮)。儘管資本過度積累問題一直是個威脅，但

竄到 1960 年代止，都還可以藉由美國國內外各種內部調整和時

空修補來約束。當時，眾人都期望這些策略有助於克服為患

1930 年代的各種經濟問題，並保護使其兔受共產主義威脅。

然而，第二階段並非全無矛盾之處。苦先，國際社會公開否

定種族主義，在種族歧視尤其嚴重的美圈內部，造成了各種難

題。最後成為全世界典範的民權運動，以及 1960 年代黑人領導

的都市暴動，固然源自內在動力，但也有國際面向:例如，當人

權普遍主義與踴內作為棺立衝突，或如「有色」外交人員往返位

於紐約的聯合國和華盛頓特區間，卻發現他們無法投宿汽車旅館

等。此外，美盟移民政策的種族選擇性也飽受抨擊。笑國移民潮

的性質開始改變。

其次，誠如第三章將討論的，間放市場政策讓美國必須面對

關際競爭。這段期悶，資本流大量集中於先進資本主義地距(大

致而吉即集中於 OECD 劉家) ，西德和日本經濟力量迅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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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0 年代開始，挑戰美圓的支配權。而且，由於美國吸收過

剩資本的能力，自 1960 年代聞始減緩，資本過度積累問題逐漸

浮現，經濟競爭也益顯激烈。

第三，當民主體制與立基於有意階級利益的秩序和安定間相

互抵觸時，美閣總是鋪子旦後者。因此，美關逐漸串民族解放運動

的贊助者，轉而成為任何氏粹運動或民主運動的壓迫者，就連冀

求以溫和的非資本主義路線改善經濟福祉，也無法見容(更別提

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了)。社會民主或民粹主義修正資本主義的

意圖，經常遭受無情打聽，例如多明尼加的搏什 (Bosch) 、巴西

的葛拉特 (Goulart) ，還有智利的問葉德 (Allende) 。即使在歐

洲，美圈也是傾全力削弱社會主義的影響力，甚而不惜破壞社會

民主體制。再殘暴的獨裁政權，若願意維護美圈利益，美關便會

無條件給予武力和經濟支持，例如 1970 年代的阿根廷政府、沙

烏地阿拉伯、伊朗巴勒維閻王和印尼蘇哈托等，便是明證。聞發

的 中國家對被鎖在永遠附屬中心的時空狀況日益不滿，引發一波波

反依賴運動。開發中世界的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抗爭，被迫逐漸

走上反美的政治路線。反依賴i運動結合了反殖民運動，界定了反

帝國主義j運動。在所有這些抗爭中，政治權力的領域特性對美國

霸權維持，正如先前對歐洲|帝國一般，都非常重要 0 美關並非如

因格涅提夫所主張的，是透過不斷否認而發展為帝圈:它不過是

利用否認地理，及一套普遍性的修辭，掩飾其領土擴張意圖，與

其說是掩人耳目，不如說是自我欺騙。

第凹，誠如艾森豪總統於離職演說中鄭軍指出，因冷戰及這

些涉外關係而權力暴漲者，正是那些具有危險力量的「軍事工業

複合體J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威脅要以其無所不在的影

響力控制政治，為了遂行本身私利，誇大了危害，操弄外在危

機，以便建立一個永久的戰爭經濟，壯大它的權力。關紡工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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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經濟上生存，必須仰賴軍備出口貿易的不斷成長。因此，武

器外銷在美關資本積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郤也導致世界其他地

區的過度軍事化。

第二階段的資產階級全球統治，大約在 1970 年代左右結

束，其問題大約有幾層。首先是所有帝國政權的老問題:過度擴

張。對美圓而言，圓堵(及嘗試顛覆)共產主義的代價，比原本

的預期還高。越南境內軍事衝突的成本升高，搭配了永無止盡的 別

國內消費主義的黃金定律，事實證明要長期同時維繫這種槍桿和

奶油共存的政策，並不可能，因為軍事支出僅能做為過剩資本的

短期出路，卻無法長期籽解資本積累的內在矛盾。其結果是導致

美國境內發展主義國家的財務危機。面臨財務危機時的立即反

應，便是利用鑄幣權印製更多鈔票， 19 進而造成全球性的通貨

膨脹壓力。誠如梢後在第三章將進一步討論的，這一連串發展的

後果，便是:大最完全不可能兌換的「虛擬J 資本 20 (fictitious 

capital) 在市血流通;一波破產倒閉浪瀨(最初集中於營造環境

的資產) ;一發不可收拾的通膨壓力;以及二次大戰後，奠定美

圓超級帝關主義勢力的國際協議崩潰。同時，全球體系中各核心

問家的組織化勞工日益壯大，致使社會支出和薪資成本水準節節

高升，減少利潤，終於導致停滯型通貨膨脹。獲取利潤的機會不

再，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浮現。許多國家政府更因投資於大型硬

體和社會基礎設施，以致負債累累，陷入財政危機(最高潮就是

舉世震驚的 1975 年紐約市大破產)。尤有甚者，臼本和西德於戰

19 鑄幣榷的意義可參見 G. Carchedi {l持著 'Imperialism ， Dollarization and the 

Euro' ，收於 Leo Panitch 和 Colin Leys 合編的 Socia/ist Register 2002 (London: 

Merlin Press, 2001)一書，第 153司74 頁。

20 P.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慨lshington's Faustian Bidfor World Dominance 

(London: Verso,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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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重振工業水準，開始挑戰美闋的生產優勢，在某些領域甚至凌 會在政治決策過程中重要地位的機會來了。雷根總統採取的第一

駕其上。製造業的成功仿效，砍斷了美關霸權的一項重要支柱。 步，便是摧毀飛航管制員工會 (PATCO) 的強大力量，也藉此對

0戶、2、 美圓的經濟地位似乎難以維繫。過剩的美元淹沒了世界市場，布 工會運動傳過了強烈訊息:任何勞工瘤髏膽敢罷工，都將面臨相

萊頓森林協議建立的整體金融架構就此瓦解。 問命運。 1970 年代末及 1980 年代憫，勞工強烈抗爭的浪瀨襲

捲各先進資本關家(礦工在英國與美圓都率先發難) ，各地勞工

新自由主義霸權， 1970-2000 運動的目標，是在保護其於 1960 年代及 1970 年代初期爭得的

利益。今日看來，這波工運不過是在保衛勞工階級於擴大再生產

這時候，一項新體制在美國指導下興起了。黃金不再是貨幣 和福利國家中，所爭取到的既得條件和特權，而不是尋求根本變

價值的物質基礎，自此全世界必須採行非物質化的貨幣制度。原 革的進步運動。然而，大部分保衛戰都失敗了，隨之而來的是勞

本就透過歐洲美元市場(存放於美關境外，可供自由借貸的美 工力量削減，以及先進資本路家勞工階級處境相對持續惡化，與

元) ，在全世界自由流動的貨幣資本流，現在變本加厲，完全脫 此同時興起的，則是在各開發中國家裡'逐漸形成一批無定形、

離國家控制。尼克森政府及沙烏地和伊朗合謀(目前已有證 無組織的龐大無產階級。各地勞工面臨日益惡劣的薪資率和勞動

據) ，促使石油價格於 1973 年飆漲，對歐洲和日本造成的傷害遠 條件。極度廉價的勞動力隨處可得，再加上生產的地理移動能力 。再

超過美盟(當時美國尚未十分依賴中東石油供給)。美國銀行 大為提高，替過剩資本創造了許多有利可闊的新機會，但也使全

(而非其他資本主義強權較傾向運用的國際貨幣基金)取得將 球過剩資本生產的問題加速惡化。不過，失業率急劇上升，薪資

「油元J (petrodollars) 重新投入世界經濟再流通的獨佔特權，進 率和勞工階級抗爭都遭受抑制。政府債台高築，讓各種投機活動

而將歐洲美元市場帶回美國。紐約成了全球經濟金融中心(再加 有機可乘，致使關家權力更易受到金融活動把持。簡言之，金融

上國內的金融市場法規鬆綁，使紐約市不但安然渡過先前危機， 資本在這個美國霸權階段中，步入了舞台正中央，而當此國家負

重新繁榮起來，更於 1990 年代全盛期時，展示驚人的富裕和炫 債累累之際，金融資本對勞工運動和國家行動，往往握有某種規

耀性消費力量)。 範約束的力量。

美國由於在生產方面飽受威脅，遂改以金融力量鞏固霸權。 然而，這整個轉變如果沒有科技和組織變革的輔助，使製造

ß3 然而，新系統若要有效運作，各圓必須各開放市場(尤其是資本 過程更靈活有彈性，恐將無法達成其效果。運輸成本降低、加上

市場)以供從事自由國際貿易(由於聞放過程緩慢，必須由美國 政府內部各層級的政治變化，不但提供優良的企業環境，還承擔

透過如 IMF 等國際管道強力施壓，並大力推動新自由主義，塑 重新選址的某些因定成本，提升製造業資本的地理流動能力，方

造其為新經濟正統借條的地位)。此外，還必須將資產階級內部 得以滋養出極度靈活的金融資本。(盡管美囡囡這種金融力量變動

的權力和利益均勢，由生產活動轉移到金融資本機構。金融力量 所獲直接利益極大， 1單產業結構也因此受創頗深。如今海外

可以用來規訓勞工階級運動。對勞工權力展開正面攻擊，削減工 (offshore) 生產不僅可行，還是追求利潤的最有效方法。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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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又一波的去工業化浪潮，撲向一個又一個美國工業髓，捲走

一項又一項產業，先是低附加價值的商品(例如紡織品) ，但是

的 逐步經由諸如鋼鐵和造船等部門，以迄高科技輸入品，抬高了附

加價值層級，尤其是來自東亞和東南亞的製品。就連克萊斯勒

(Chrysler) 都必須仰賴聯邦政府伸出援手(有一陣子形同圓有

化) ，才兔於倒閉。美國政府更好似串通一氣，以解放全球各地

金融力蠶破壞本身製造業優勢而得到的好處，就是來自全球各地

愈來愈便宜的商品，滿足美國無止盡消費主義的需求。美國對外

貿易的依賴度日益升高，而建立並保護不對稱的質易關係，就成

了政治權力運作的首要目標。

到了 1980 年前後，美國盟內製造業已淪為全球高度競爭環

境中的一項複合體，其唯一生存途徑就是保持生產力和產品設計

與開發方面的優勢(通常都是暫時性的)。簡言之，它不再具有

主導權，反而需要政府援助(例如 1985 年簽訂的「廣場協議J

(Plaza accord J '同意人為迫使美元對日圓貶值，以提升美國製造

業出口競爭力，這項策略後來於 1990 年代因日本製造業陷入停

滯而不得不逆轉)。某些特殊部門較不受影響，如農企業

( agribusiness )和國防工業等，但其餘大部分產業則自生產技術

到勞資瞬係'全都被迫大幅調整。就算是美國公再仍具優勢的幾

項產業，其部分零組件或甚至整個產品也多半改採海外生產，也

的 就是說儘管財富可藉白利潤匯入而持續流向國內，但大部分產能

都已經移到美國境外，而且比例持續增加。在其他領域，貝IJ多虧

專科技術和授權法規保障了獨佔特權，才使美國兔於生產優勢流

失的惡夢。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而言，美國正逐步成為一個食利

經濟體 (rentier economy) ，關內頁。形成一種服務經濟。不過，其

所獲得的大量財富，仍足以持續支撐消費主義，做為維持社會安

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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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際上，金融資本越來越變化莫測，掠奪成性。由於無法再

藉由擴大再生產維持資本順暢積累，乃不得不飲鳩止渴，多次利

用資本貶值和破壞(通常是經由 IMF 恩賜的結構調整計畫) ，以

求挽屈頹勢。在某些案例中，例如 1980 年代的拉丁美洲，整個

經濟體都遭侵襲破壞，所有資產都因美國金融資本回收而洗空。

有些案例則是純粹的出口貶值。 1997 年，對沖基金( hedge fund) 

在 IMF 蠻橫的通貨緊縮政策撐腰下，對泰國和印尼貨幣大舉進

攻，導致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紛紛陷入破產危機，結果是數百萬人

因而失業，面臨貧困的絕境。那次危機也造成大量資金湧向美 r

元，進一步確立華爾街的支配權，帶給美國富人驚人的資產價

值。階級鬥爭紛起，主要抗爭議題為 IMF 所強加的結構調整、

金融資本的掠奪活動，以及因私有化而造成的權不甘損失。反帝國

主義基調逐漸轉向對抗金融化的主要代理人一一最常受到指責的

便是 IMF 和世界銀行。

然而，某些特定關家的債務危機 (IMF 成員國中，約有三分 的

之二曾於 1980 年後發生金融危機，有些國家甚至超過二次) ，剛

好可以用來重組那些國家的內部社會生產關係，有利於外來資金

進一步滲透。 21 其國內金融體制、生產市場，以及旺盛的圈內

企業，都因此成為美閥、日本或歐洲公司公開接管的戰利品。核

心地區的低利潤，得以藉此由瓜分海外地區的高利潤來彌補。我

所謂的「奪取式累積J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參見第

四章)就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特色(私有化是其中一項關鍵

要素)。相對於擴大再生產所引發的勞工鬥爭，這(自領城裡的抵

抗在反資本主義和反帝盟主義運動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21 有關債務危機發生的頻率，參見前註，第 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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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這種制度係以華爾街一財政部複合體 (Wall Street 翩 (Davos) 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為象徵)所具有的世界主義特

Treasury complex) 為主軸，但仍有其多邊面向。東京、倫敦、 質，便是這種超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石。 22

法蘭克福和其他眾家金融中心，都參與這項行動，以金融化的 這股金融力量確實可怕，但若認為它是全能而得以毫無節

網籠罩世界各地，主要集中於層級分明的金融中心，以及銀行 制、為所欲為，那就大錯特錯了。金融化的本質，就是它相對於

家、證券經紀人及金融家等跨國菁英。與此有關的則是跨國資本 工業及農業活動的價值生產而言，一直極為脆弱。正逢掠奪和貶

主義公司的蹦起，雖然這些公司多將墓地設於某個特定國族團 值盛行之際，嶄新而重要的工業生產複合體掘起了。例如在東亞

家，但分公司卻遍布全球各地，其方式超乎先前各階段帝國主義 和東南亞，像是中閻(廣東省)珠江立角洲，或是由政治主導的

的想像(列寧和希爾佛丁描述的托拉斯[ trusts J 與卡特爾 經濟體如新加坡和台灣等瘟域複合體，不{革善於適應全融壓力，

(cartels J '都與特定因族國家有極密切的關聯)。這便是柯林頓時 甚而能會Ij造一股對抗力量，充分顯示了金融資本(大量集中於1美

68 代白 ，在權傾一峙的財政部長魯賓 (Robert Rubin) 主導下， 國、歐洲和日本)在實際價值生產上的弱點。這些工業生產複合

以華爾街式投機觀點描繪而成的世界藍圖，並試圖以集中式多邊 體中，有許多是集中於向一國家內，或在某些狀況下介於兩圈之

主義控管(又以 1990 年代中期所謂「華盛頓共識J (Washington 間，這種狀況頗值得玩味，其原因將於第二章討論。對美協金融

Consensus) 為綱領)。這種多邊主義逐漸環繞著全球經濟地域化 霸權的反擊，於生產世界之闊的縫隙中隱約興起，其跡象便是不

而超構，形成一個由北美 (NAFTA) 、歐洲 (EU) ，以及較鬆散 斷高漲的貿易順差，尤以東亞和東南亞地監為最。然而，由於這

的東亞與東南亞貿易關係的利益聯盟，所組成的三邊結構。在新 些剩餘仍不斷重新投入金融系統中，以致表前看來華爾街還是金

自由主義強調開放金融市場和進出自由化的基本原則運作下，這 融世界的運轉中心。因此，儘管美國霸權會於某起時期遭到內部

些區域聯聽似乎獲得了足夠保障，不致再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 和國際社會公開質疑(例如 1980 年代) ，但及至 1990 年代末 7'0 

前那種毀滅性的，並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強權大戰的競爭式自給自 期，大部分疑慮皆已煙消霧散。美闊的安全及其對於世界事務的

足經濟。然而，在這個三邊結構中，美國顯然仍挾其廣大的消費 金融主宰地位，業已確立。美國圈內資鹿價值暴漲，據稱立基於

市場、壓倒性食融力量，以及無可匹敵的軍事力量， {古有絕對的 生產力提升的「新經濟J (new economy) ，以及一室主群欣欣向榮

支配優勢。 的 dot.com 公司，都讓美圓經濟迅速成長，帶動全球其他地隨加

此外，最重要的是，冷戰結束使全球資本積累的宿敵候然消 速資本積累。美國保障圈內安寧的黃金守貝IJ-消費主義，在美

失，整個資產階級實質上繼承了世界。褔山 (Francis Fukuyama) 國及其他先進資本主義核心達致了驚人的榮景。

預言歷史的終點就近在眼前。一時之間，似乎列寧錯了，考灰慕

才是對的:一個以主要資本主義強權問「和平J 合作為基礎形成

的超帝摺主義確實可行(最具代表的即美國霸權領導下的 G8 ' 22 P. Anderson, 'Internationalism: A Breviary', New Left Review, 14 (Mar. 2002), 
p.20 。注意「某種類似考炭基所預見的情形 J 確已實現，而如奇漢 (Robert

6~j 由原本的七大工業國加上俄國) ，而金融資本(以瑞士達灰土 Keohane) 等自由主義理論學者，已經注意到這種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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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這個體系陷入了嚴重困境。猶如 1973-1975 年闊的情 空前新高，導致對海外所有權人負債史無前例的成長 J '以及

形，原囡不只一端。然而，由於居前政經狀況變化莫測，加以種 「在資金外流和美元暴跌威脅下，美國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脆弱

種權力街突的分裂為L象，讓人難以分辨在這一切煙幕與幻象背後 處境J 0 23 但事實上，前述弱點並不限於美國單方面。假如美國 72 

的真相(尤其是金融部門)。但就 1997-8 年危機所能透露的，主 市場崩攏，則以美關市場做為過剩產能傾銷對象的經濟體，也會

要的剩餘產能中心位於東亞和東南亞(並希望藉由該區的單獨貶 一起沉淪。中國、日本和台灣等國中央銀行之所以樂於貸款，供

值解決問題) ，而該區部分資本主義國家的迅速復甦(其中以南 美盟掩飾財政赤字，其中實存有強烈的自利因素:資助做為其產

韓為最) ，又將產能過剩(過度積累)的老問題，逼因全球事務 品市場支柱的美關消費主義。這些盟家現在甚至發現，他們也成

的最前線。盛極一時的?新經濟盯在美圓 dot.com 公再紛紛瓦 了美圓對外戰爭的贊助人。

解後宣告失敗，接陸而來的就是一連串會計醜筒，戲劇性地揭示 不過，美國的霸權和支配地位再一次受到威脅，而且這次似

了「虛擬J 資本 (fictitious capital) 往往無法兌現的本質，不但 乎較以往更危險，其根源在於過度仰賴金融資本維繫霸權。阿銳

對華爾街的信用造成損害，更令人質疑金融資本和生產之悶的關 基(追隨布勞岱的觀點)指出，也歷史上看，金融擴張所代表的

7í 係。大規模資本貶值的危機隱然逼近，而種種跡象顯示，隨著資 「不僅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中某個特定階段臻於成熟，也是

產價值大跌，這種威脅業已成真(最引人注目的例子莫過於退休 另一個新階段的開始J 0 24 如果說金融化是支配控制權由一倡議

基金，該基金已經越來越難以履行義務)。 主移轉至另一霸主的可能前奏(如廢史所示) ，貝IJ美國於 1970 年

除非能及時開發新的資本積累舞台(如中國) ，否則就會發 代轉向金融化，似乎就成了某種奇特的自我毀滅舉動。不論國內

生新一波資本貶值。那麼，問題就在於:誰將承受新一波貶值的 還是國外赤字，都不可能永無止境增加，其他國家{盡管願意資助

衝擊?在斧將由何處劈下?當時，全球經濟體的「區域化J 趨勢 (尤其是亞洲諸關) ，其來源也非永不枯竭。美國所接受的支援金

顯然更令人憂心，類似導致 1930 年代災難的地緣政治競爭再度 額相當驚人，及至 2003 年初，已經高達每日 23 億美元。任何

浮現。美國違反 WTO 規章的反保護主義精神，於 2002 年宣布 其他盟家的總體經濟如果淪落到這種狀況，必然早已飽受 IMF

對進口鋼鐵課徵特別關稅，就是明顯的前兆。投機泡沫的湧瑰， 壓力，被迫接受無惰的緊縮政策，並進行結構調整。但是， IMF 

顯示美國前對貶值峙的脆弱不堪。在歷經十多年的繁縈昌盛和狂 就是美國。誠如萬萬 (Peter Gowan) 所言: 1由於華盛頓可以

熱消費主義後， 2001 年初起逐漸成形的經濟衰退，早在 911 事 操縱美元價格，並利用華爾街的關際金融支配力量，使美圓政府 73 

件對整個體系給予叢擊之前，便已證實了美國的弱點。美國永不 得以免除其他關家必須採取的措施，諸如維持國際收支平衡;調

停息、持續攀升的消費主義，是否會就此打住呢?

這等不穩定的主斷層線，位於美國國際收支平衡狀況的快速

惡化。布端納 (Robert Brenner) 便會指出: 11990 年代進
23 R. Brenner, The B00111 and the Bubble: The U.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Verso, 2002), 3. 

暴增固然驅動世界經濟成長，但也將美國貿易和經常帳赤字推向 24 Arrighi and Silver, Chaos and Govenzance,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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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圈內經濟，以保持較高的國內儲蓄和投資水準;留意公私營事

業負債狀況、建立一個有效的劉內金融中介系統，以確保圈內生

產部門的強健發展J 0 美國經濟有「一條避聞所有這些差辜的逃

生路徑J '而其結果是「從所有資本主義盟家的正常會計衡量標

準來看J '業已「徹底扭曲和不穩定J 0 25 

華爾街…財政部一 IMF 複合體的權力，本來就是寄生在一

個強加的金融系統上，兩者同時呈現共生關係，這個系統是以華

盛頓共識為核心建立的，之後又藉由新國際金融架構的建構問延

伸擴大。蘇德伯格( S. Soederberg) 認為， f盡管它也照顧到「各

關資產階級整體 j 的利益，但其實根本就是「美國政府的延

伸J 0 必然而，對東鹿和東南亞「發展型j 國家的種種規範(

至破壞) ，往往引發對該系統的反彈與抗拒，例如馬來西亞便突

然(且成功)拋棄新自由主義規條，拒絕接受 IMF 規訓，並白

行採取 1960 年代以來即已少見的資金管制措施。日前尚不清楚

區域聯盟會在什麼時候形成，並採取集體退出行動，將一支木樁

插入華盛頓共識的心臟，逐漸侵蝕破壞截至目前為止一富有利於

美圓的新金融結構。其實，就連美國本身是否必然遵守規則，也

是個未知之數，進口鋼鐵特殊關稅便是最佳實例。這裡我們或可

74 回想一下，當初美國參議院在批准「世界貿易組織協定J (WTO 

agreement) 時會啊?有借書，明白表示美關有權忽視並拒絕任何

基本上對美麗利益不公的 WTO 決議(這是美圓自認有權擔任法

宮兼陪審員的1質有立場)。

25 Gowan, The Gobal Gamble , 123. 

26 S. Soederberg, 'The New Intem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Imposed Leadership 
and "Emerging Markets" "收於 Panitch and Leys (ed.) , Socialist Register 2002, 

175-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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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證據顯示，對華爾街一財政部… IMF 複合體權

力的抗拒和怨恨，已經遍及各處。世界性的反全球化運動(其形

式與錢碳於擴大生產過程中的階級鬥爭大不相同) ，已逐漸轉化

為一種另類全球化j運動，擁有龐大基層支持力量。由向來對美圓

言聽計從的附庸政權一一尤其是亞洲各國(南韓便是個例子) , 

但現在也包括拉丁美洲諸國一一所掀起的反美國霸權的民粹主義

運動，穩然將原本的基層抗爭，轉化成以反美圓霸權為目標，且

由政府領導的(不見得很強烈的)國族主義抗爭。在這些狀況

下，反帝劉主義開始有了不同色彩，也就是這些發展，轉而促使

美國內部更清楚界定其帝劉主義，以求達到維護霸權地位不衰的

目標。霸權地位一旦衰弱，就可能轉而t采取高壓策略，我們正在

自睹的伊拉克就是一例。

選1頁

美國的選項很有限。儘管阿銳基及其同儕並未指出任何嚴重

的外在挑戰，卻仍憂心?中'1中的表示，美國

較一個世紀前的英國力量更大，能將逐漸衰落的霸權轉為剝古IJ 式 沌

的支配。如呆這個系統最後仍不免失敗，主要將歸因於美國的抗

拒調整和適應。相對地，美國對東亞地區經濟力量發展的調整和

適應，將是新世界秩序順利轉移的基本條件。 27

布希政府改採單邊主義，以威迫取代同意，更明顯展示了帝

圓視野，並轉而{衣恃其無人能敵的軍事力量，在在顯示美國選擇

27 Arrighi and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 2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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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高風險策略，以維繫笑圓支配優勢的決心，而且無庸置疑地 在政抬上，更具自我毀滅性的是嘗試自行約束，採取 IMF

意圖以武力控制全球石油資源。此舉發生時，正值若干跡象顯示 照於其他國家的那套緊縮計章。任何外來力量若打算這!要做(例 叮f 叮f 

美囡已失去生產及金融領域(後者尚未明確)支配優勢，因而轉 如資金外逃和美元崩盤等) ，必然會引發美國最猛烈的政治、經

向剝削式支配的誘惑力確實難以抵擋。不過，目前的舉動是否終 濟，甚而武力回應。很難想像美國能平心靜氣接受並適應東亞的

將導致整個系統崩潰(或許是回到列寧描繪的資本主義權力集團 驚人成長，並如何銳基的建議，承認我們正處於一個由亞洲取代

間暴力競爭場商) ，我們現在還無法想像，更別提預測了。 美鷗成為全球霸權中心的過渡期。美國不太可能安靜平和的退

然而，美國就算不徹底拋開帝國主義路線，仍可以藉由大規 場。無論如何，東亞資本主義都需要徹底重新定位，擺脫對美圓

模圈內財富重分配，將資本流東新導入生產製造部門，更新硬體 市場的依賴，轉而聞發亞洲的內部市場(目前已經有些跡象，將

和社會基礎設施(大幅提升公共教育品質，修補明顯破敗的各種 於第二章討論)。當然，部分資金逐漸由美國抽離，可能會導致

基礎設施，是偶好出發點)等方式，降低其帝國主義強度。利用 災難性後果。但不斷利用擴張負債，支撐消費主義，郤是個險

產業策略，重振國內部分仍然可觀的製造業，也是個辦法。如果 招，更別說是藉此文應戰爭了。 1973-5 年危機得到的教訓楚，

要徹底執行，這項策略也將涉及內部階級權力關係的重紐，以及 到了某餾時點，資本主義邏輯會回過頭來，證明槍桿和奶油的政

76 改變社會關係的變革措施，這些都是美關自內戰以來，一直推託 策畢竟行不通。

不肯認真面對的要務。政府補助的私人消費主義，必須由各種導 就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才會看到布希政府展現其軍事實力，

向公眾褔扯的計畫取代。但這必會導致財政赤字攀高，以及(或 做為唯一僅剩的絕對力量。帝國可以是一項政治選擇的公閑談

是)較高稅率及政府大力介入，而這些都是美國統治階層堅持不 話，想必只是以推廣自由及和平為名，掩飾榨取其他國家貢品之

予考慮的政策;任何政治人物膽敢提出這類方案，都免不了遭受 。控制石油供給'是反制全球經濟體內部(經濟或武力)權力

資本主義媒體及所屬理論家重砲轟擊，也必然在驚人的金錢力量 轉移的有利工具。目前狀況穩然就像重演 1973 年的事件，歐

于預下，輸掉所有大小選舉。然而，諷刺的是，美國及其他核心 洲、日本和東南亞(現在包括關鍵性的中翻) ，比美圓更加依賴

資本主義閱家(尤其是歐洲1) 內部，反對新自由主義政治與刪減 波灣石油。假若美圓成功推翻j查維茲( Chavez) 和海珊，穩定或 78 

國家及社會支出的大規模反擊，也許正是當前足以保護資本主義 改革目前威權統治根基不穩(且隨時可能落入激進伊斯蘭教派手

兔於自我毀滅傾向的少數方法之一。最底線是一個嶄新的「新 中)的全副武裝沙烏地政權;美囡如果由伊拉克推進至伊朗(頗

政J '但在全球體系產能極度過剩的狀況下，卻無法保證真能奏 有可能) ，就鞏固在土耳其和烏茲別克( U zbekistan )的戰略地

效。我們最好謹記 1930 年代的教訓:沒有足夠證據顯示，羅斯 位，控制(中翻盔欲取得的)裳海盆地的石油總藏，美關就能穩

福的「新政J 解決了經濟蕭條問題。資本主義國家是歷經慘痛的 穩掌握全球石油來源，進而有效控制全球經濟，並可望確保未來

戰爭教訓後，才將領土策略拉回軌道，進而使經濟重回持續且廣 五十年的支配地位。但誠如第一輩引述(專利曼的那段話，這一切

泛資本積累的穩定路徑。 能否實現，端視美國可否說服世界各國，它是暴於身為領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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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致力發展集體力量，保證各闊的全球石油供應無缺，絕非

出於狹隘私利，為了穩慰自身地位，不惜以他國為盤。簡單地

說，是訴諸威迫支配，還是操作霸權領導?最有可能的手法，是

以前者的虛飾，嘗試遮掩後者的行徑。位美圖在入侵伊拉克一事

，無法獲得獨際社會全力支持，顯示世界各國多半懷疑美國的

動機。

波灣屁域的這項策略極度危險。首先要面對巨大的反對壓

力，除了歐洲和亞洲外，俄團和中關也表示反對。聯合國遲遲不

肯認可笑圖對伊動武，尤其是法、俄和中國(於 1990 年代取得

伊拉克石浦開採權)的強烈反對，便是明證。而波灣地區各種皮

的 美抗爭的內在動閣，既複雜又變化莫測。由巴基斯坦到埃及的整

個極域，都極可能陷入不穩定狀態。認為只要在美閻及其盟圓領

導下，必可重組該區政治權力及領土組織結構(原本就是凡爾賽

協定中，英圈和法協任意劃定的疆界) ，並使其趨於穩定，這種

看法根本就是傲慢自大、過於牽強(但美團政府中有些策士深信

有此可能)。

但是，也就是在這裡，美國才最能打出它的最終王牌一一軍

事優勢一一必要持不惜採取強制脅迫方式。我們可以從過去十多

年的國防計童文件中，清強知道美圖在這個領域的既定策略:不

計代價維持武力優勢，並打擊和壓制其他敵對超級強權興起。必

須防止任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散布，必要時美國也準備採取先

發制人的武力達成目標。柯林頓政府期間，這項政策代表的便是

維持同時聞聽兩餾戰場的能力(有趣的是， 1995 年規劃時，選

中的模擬假想目標就是伊拉克和北韓)。但是， r錢尼…伍夫維

茲原貝煦則IJ J (何Cαhe晦ene句y

訂於老布希政府宋期，後來納入「新美閻世紀計蠹Jν，並予以力加5 
強(這項言訐十畫延用了路斯的手法，以一種「世紀」的概念迷霧，

第 2 章美國勢力如何擴張的

粉飾帝國領土性)。計畫中指出，美圓應該辦棄如 NATO 等固定

結盟關係(囡為限制過多) ，而改採視個案需要而定的臨時特別

聯盟。如此美國就不必再受到盟國意見約束。美國保留必要將以 ω 

壓倒性武力，獨自採取軍事行動的權利。它也公聞主張於面對核

武或生化攻擊威脅時，或必須保讓關鍵戰略原料(如石油)取得

管道，或保護其兔受恐怖攻擊或其他威脅持(如經濟箱制) ，美

關有權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行動。這些 1991-92 年開國防策略文

件的有趣之處在於，目前的美國政府對其中臆列的各項指示，無

不一一遵奉不渝。阿姆斯壯 (David Armstrong) 深入研究這些文

件後總結道:

該計寰的目的是要讓美閻統治世界。最明顯的主題是單邊主義，

但最終是個支配的故事。它力主美國維持壓倒性軍事優勢，防止

世界舞台上有任何挑戰勢力強起。不但要壓制敵人，也要能支配

朋友。該計室的要求不是美國要變得更強，或是成為世界最強，

而是必須絕對強大。 28

誠如阿姆斯壯接下去所說的，諷刺的是，美國在協助扳倒蘇

聯後，目前遵循的政治道路，卻跟它曾經講責和反對的「邪惡帝

盟J 如出一轍。美關一如鮑威爾的生動形容，必須「成為街頭惡

霸」。他接著信心滿滿的表示，其他劉家也會樂於接受這點，因

為「它們相信美國不會濫用權力J 。

這裡的另一個可能反諷是:假如蘇聯崩潰確實是由於軍備競

賽對其經濟造成過度壓力所致，那j藝美國今日的盲目追求軍事優

28 D. Armstrong , 'Dick Cheney's Song of America: Drafting a Plan for Global 

Dorninance', Harper's Magazine , 305 (Oct. 2002), 7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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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是否也會逐漸破壞自身力量的經濟基礎呢?投入各區域的軍

事經費不但龐大，還不斷增加。美觀在波斯灣增兵之前，每年巡

防該區的花費，就已經高達四十至五十億美元。布希政府因為這

場戰爭，業已動用 750 億美元，而這不過是截至 2003 年 9 月為

止的金額而已。根據可靠估計，總費用恐怕不會少於 2000 億美

元，這還不包括任何可能的意外災難，例如發生區域分裂或長期

內戰等。美國預算中的「正常J 軍備支出，相當於世界其他各圓

的總和。過度擴張的確十分危險，尤其聯邦政府財政赤字臼益擴

大，而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預算危機，更是早已危及各個層甜的

公共服務供應。這種狀況令人不禁懷疑，美關是否還能維持自羅

斯福總統以來，三位政者一直奉行不渝的黃金定律:帝國發展的對

外支出，不得妨害內部不斷上升的消費主義。為了石油，也為了

維護一個搖搖欲墜的霸權，美國不僅必須犧牲寶貴性命，可能還

得賠上整個生活方式。資本主義的權力邏輯，將會把目前遵循的

領土邏輯撕成碎片。

區域霸圭和反霸權

以北美為頂點的全球經濟體三角區域結構，不是個全然穩定

位 的紐合。一個規模與勢力足以跟美國抗衡的歐洲整合經濟體，透

過歐躍組織內各項正式安排而隱然成形。最低限度，這預示歐洲

區域霸主的形成，假以時日甚而可能成為美國的真正競爭者。 29

歐盟內部的資本主義邏輯雖無特別驚人之處，郤也運作良好。經

濟體內各色關係交織成網，互動頻繁且還漸鞏餌，擴及全歐。單

一貨幣的轉換過程相當平順，歐元挑戰美元地位，成為準備貨幣

29 Mittelman, 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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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雖微，郤是確實的威脅(海瑞提議將該崗石油銷售計算

基準由美元改為歐元，這也可能是美國堅持伊拉克不只得解除武

裝，還必須移轉政權的另一個原因)。但是，歐盟在政治上並非

完整實體，且其整體領土邏輯仍不確定。美圓大可運用各種手段

分而治之，進而抑制任何明確的歐洲領土邏輯掘起。美國用以防

止「歐洲堡壘J (fortress Europe) 興起的策略有二: (1 )堅持以

新自由主義做為交換關係和資本流動的基礎(因而確保 WTO 的

重要性) ; (2) 隨時保持某些軍事和政治控制手段，藉以影響

歐盟內部政治運作。這表示它不以歐洲整體為交涉對象，而是與

個另Ij歐洲間家維持雙邊關係，建立特別結盟(例如，英國、西班

牙、義大利，及以波蘭為中心、有待入盟的東方集關國家)。不

過，儘管美圓提議放棄間定聯蹺，卻仍緊抓著 NATO (北大問洋 83 

公約紐織)不放。部分原因是該組織雖已因冷戰結束而失去原有

功能，美國卻仍足以藉此掌控歐洲的軍事規輯與發展。舉例而

言，美麗支持歐洲發展自己的快速反應部隊，條件是必須歸

NATO 指揮。 NATO 與歐盟分立，對美麗而言更有利，因為如此

一來，領土邏輯就更不容易轉化為統整一致的政治和軍事力量。

歐盟內部派別對立嚴重，一邊為親美國家，另一邊則是尋求

政治獨立自主的關家，所以目前仍無形成共同外交和軍事策略的

可能。看來歐盟在近期內，都還不會建立一個統整的基礎，藉以

將其「領土權力邏輯j 投射到世界上。不過，世事瞬息萬變，尤

其如果美國政府與歡洲打交道時，仍然總續採取目前那種兼具輕

蔑和冷酷漠視的態度，情況可能很快便會不同。歐盟確實已是區

域霸主，但其對美圓的潛在威脅，目前仍限於生產和金融領域。

此時此刻，東亞和東南亞對美國支配權的威脅，相形之下更

為嚴重。該廠的金融和生產力最正持續積聚，不斷吸取北美，以

及較低程度上的歐洲力量。這餾區域不同於歐洲，從未嘗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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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正式的政治一軍事權力結構，國家之間呈現網絡化而非形式

化關{系，是一種資本主義而非領土的關係。不管如何，美國目前

斜 對於日本、台灣，以及直到最近的韓關政府，都還握有政治和軍

事控制，因此這些關家很難採取任何自主的政治行動。然而，該

瘟域形成一致領土邏輯的可能性雖微，但其資本主義i邏輯力量發

展郤極為驚人，隱然有成為全球經濟霸主的氣勢。這種趨勢在重

量級的中國，以及程度略次的印度加入後，更有難以抵擋之勢。

這些轉變具有何等經濟意義，我們將在第三章中再論，此處要先

討論其政治及軍事意義。中盟和日本不同，並不受美國支配。此

外，它不但具有足夠力囂，而且某些時候也表現出擔當東亞地鼠

盟主的意願。要維持美關全球霸主地位，必須對中闊進行軍事和

政治圈堵，其重要性不亞於對歐洲分而治之的謀略。就此而言，

控制中東地區石油蘊藏，便如第一章所述，可於必要將用來約束

中國的地緣政治野心，對美國而言，自然十分有利。然而，這些

算計全都必需維持一種微妙平衡，即一方面保持世界關放，給予

資本主義邏輯足夠的自由發展空間，一方商又得保持領土邏輯穩

定，並加以適當約束，防堵任何其他強權興起，對美國軍事政治

優勢構成威脅。

但是，領土權力組合並不僅限於上述這些可能。儘管領土安

排具有相對穩定性，變化不易，但仍有可能產生快速的聯盟變

的 化。舉例而言，當 2003 年法、德、俄三閱(甚至還獲得中國支

持)因反對美國對伊政策而結盟時，即隱然可見麥金德 (Halford

Mackinder) 很久以前所預測，那種足以輕易控制世界地緣政治

的歐亞權力集閣。長久以來，美關一直對這類結盟的可能性十分

，其於 1960 年代對戴高樂 (de Gaulle) 向蘇聯示好，以及

1970 年代布蘭特 (Willy Brandt) 提出「東進政策J 等事，都反

應異常激烈，便是最好的設明。及至今日，美關對這種結盟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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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懷恐懼，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在評論自古述新結盟預示圓

際社會將最回十九世紀的典型均勢政治峙，憂傷地補充說，這

「並不表示美國會輪J '卻形悶眾認了這種可能確實存在，憂慮之

情表露無遺。 30 布希政府竟能在短短一年內，促成這麼強大的

對立聯盟，顯見地緣政治確實可能重新洗牌，更表示多年步步為

營，小心謹慎的軍事和外交經營，可以盟一次失誤而全盤皆毀。

如此一來，美國入侵伊拉克便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它不僅試園透

過對中東地麗的支配，控制全球原油來源及全球經濟，還試閻藉

此建構美國在歇亞大陸的橋頭堡。掌握此區的支配權，加上由波

蘭至巴爾幹半島的各個結盟瘤，即可讓美盟在歐亞大陸取得有力

的地理戰略位置。這種安排至少可以阻斷任何歐亞勢力的鞏固，

進而預防可能因這種鞏固而帶動、必然伴隨資本不斷積累而來的

政治勢力的不斷眾集。

冷戰結束，意昧著重大變化已然發生。領土權力邏輯逐漸產 m 

生質變，但最終結果仍不得問知，但目前顯而易見的是，領土和

資本主義邏輯兩者閉的高度緊張關係。在布希主政下，美國的領

土邏輯全貌業已清晰可見，這就是為何當前有關帝國的討論紛

起，也是這些新帝國主義論述為何大都以美關為核心的原因。然

而，目前在資本主義邏輯內運作的力量均勢，卻指向完全不閥的

方向。因此，其將來如何發展，主要取決於對資本主義權力邏輯

的更深入理解，這正是第三章要討論的議題。

30 引用於 P. Tyler, 'threats and Responses. News Analysis: A Deepening Fissure' , 
New York Times , 6 Mar. 2003 , p.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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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為何能在歷經多次危機和結構重組，以及面臨來自 87 

左右陣營諸多關於其部將終結的可怕預言後，還能存活下來，是

個有待揭示的疑團 0 多IJ斐伏爾 (Lefebvre) 於其知名的論述中，

自認已經找到解悶謎團的金鑰。他指出，資本主義是透過空悶的

(production of space) 得以{幸存。不幸的是，他並未進一步

解釋究竟為何如此，也未對如何進行加以說明。 1 儘管列寧和盧

森堡的理由並不棺悶，所採取的論證形式也大異其驢，但兩人都

認為，這個謎團的答案就是帝劉主義，亦即某種特定的生產和全

球空間利用形式。位同樣的，兩者的解決方式均有所限制，最後

也都免不了矛盾充斥。

就在這種背景之下，本書作者自二十餘年前起，使透過一系

列著作發表，提出「空閑修補J (spatial fix) (更精確的說是時空

修補)理論，藉以說明險象環生的資本積累內在矛盾。 2 這項論

證的核心論點，關切的是資本主義的長期趨勢，基本上源於修改

馬克思所提，利潤率下降趨勢必然造成資本過度積累危機的理 能

1 H. Lefebvre ,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lls of 

Production , trans. F. Brya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6). 

2 絕大多數於 1970 年口 1980 年代發表的文章，都已收錄於 D. Harvey,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主要論證

亦可參見 D. Harvey，叮'1e LÎmÎts to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repr. 

London: Verso Press ,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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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3 這些危機一般以資本過剩(以商品、貨幣、或生產能力等

形式)及勞動力過剩並辣的方式呈現，換言之，就是無法利用這

些資本和勞動力，來達成任何具社會用途旦有利可園的工作。

有名的實例，就是 1930 年代的世界性經濟衰退，產能利用率掉

到最低點，剩餘商品無法售出，失業率則達到最高點。其結果是

過剩資本大幅貶值，甚至消滅，而剩餘勞動力也淪落至悲慘境

地。由於困境的核心在於缺乏盈利機會，經濟問題(而非社會和

政治問題)的關鍵在於資本。要避免眨值，就得找到有利可圖的

方式吸收過剩資本，而地理版圓擴張和空問結構單紐便是個可行

的辦法。但這種辦法與時問轉移 (temporal shifts) 又密不可分，
亦即將過剩資本投入長期計畫中，使其價值透過資本所支撐的生
產活動，分許多年期回歸循環過程。由於地理擴張經常會帶動長

期硬體與社會基礎設施(如運輸和通訊網絡、教育和研究等) , 

空間關係的生產和重組，就能成為擊退(縱使無法消除)資本主

義下危機形成趨勢的有力方法。例如， 1930 年代峙，美國政府
為因應資本過度積累的問題，在國內部分尚未開發地區展開了多

項大型公共工程建設計章，主要目的就在吸收過剩資本和剩餘勞

動力(無巧不巧，德鷗納粹在同一時期興築高速道路，也是基於
相同原因)。

我認為，我們必須在試圖以「時空修補」途徑解決資本過剩

問題的背景下(這裡要重申，必須以過剩資本，而非過剩勞動為

主要分析對象) ，才能真正理解帝盟主義的資本主義邏輯(相對

於領土邏輯)。為說明持空修補如何發生，就必須先簡略描述資
本如何在時間和空間內循環，以建立其特有的歷史地理。作者於

3 本書作者對相關議題理論的詳細論證，可參見 Harvey， Limits 的 Capital.第六
和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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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過程中，會盡靈以政府和帝函政治運作，以及資本積累分子

運動闊的辯證關係做為論證主軸。因此，我首先針對關家做為資

本積累分子過程運作所在的領土框架，就其重要性提出一些慕本

觀察。

國家權力與資本積累

資本積累係經由制定價格的市場交易而進行，如再有特定法

律、私有財產、契約的制度結構，以及貨幣形式的保障相助，更

是無往不利。強大的關家機器，配以警察權力和專有暴力工其，

便能保證這種制度框架的運作，並以明確的法律規章為後盾。因

此，國家形構加上資產楷級法治的興起，便是資本主義歷史地理 部

長期發展的重要特色。

這種架構對資本家而言並非絕對必要，郤能大幅減少他們鹿

臨的風險。資本家必須在未必承認或接受其做生意原則與方法的

環境中，設法保讓自己。為了生存，商販可以訂定自己的行為及

榮譽規範(中東地區街市商販至今仍採用這種方法) "自行發展

高業互信網絡(有詩仰賴家族和親族關係，如十九世紀的羅斯柴

斯( Rothschilds J 家族) ，以其國家權力內部或與之對抗的自有

暴力(如商人資本家所常為者)保護財產和商業活動，對抗其他

敵對勢力或圈家權力的威脅。他們必須在關家權力充滿敵意(例

如許多前共產主義圓家的情形) ，或漠視其活動時，起而反抗。 4

這種目無法紀的力量，可能以犯罪組織、販毒集團等較邪惡的形

4 L. Zha峙， Strangers in the Ciη: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一書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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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呈蹺，即使在強大的親資本主義國家內亦然。有些時候，資本 護。英盟傾向如穆恩 (Albert Munn) 於《英關對外貿易所得財

家可以建立自己的保護特區，佛如中古時期歐洲以城鎮特許狀， 富>> (England's Treαsure by Foreign Trade) 中所論的重商主義

在封建關係包圍中建立了許多資產階級市民權的孤島。其他例子 ( mercantilism) ，強調以貿易方式累積金塊。反之，法國支持軍

如東印度公司，或哈德遜灣 (Hudson Bay) 公司的交易據點，以 農學說 (physiocratic notion) ，認為所有財富(價值)均源自土

及目前如中國劃設的外商投資特廠等。資本積累的分子過程可 地，貿易和工業不過是寄生式的財富創造形式。國家權力一且對

以，也確實會以無數不同方式，建立自有的空問道作網絡和架 私人財富累積抱以敵對態度(如近期以前的中國) ，便可能阻礙

構，利用親族、移居族群、宗教和族群連結關係，以及語言符碼 整個盟家的發展。社會民主圓家一般都還不至於全面廢止資本活

91 等方式，於國家權力框架外，另行建構各種錯綜複雜的資本主義 動，但會盡量設法防止對勞動力過度剝削，並重視勞動階級的利

活動網絡。 錢。從另一方面來看，國家也可以成為資本積累的活化劑。東亞

然而，讓資本家更形如魚得水的活動環境是資產階級圓家， 和東南亞的發展型圓家(如新加坡、台灣和韓閻) ，均直接以政

因為市場制度和契約規則(包括勞動契約)在這種環境中都受法 府行動影響資本累積(通常都必須壓制勞動者的期望)。不過，

律保障，而其管理架構的建置旨在控制階級衝突，並調解不問資 政府干預主義由來已久。俾斯麥主政下的德國，以及明治維新時

本派系闊的利益主張(例如高人、金融業、製造業、農業和地主 期的日本，都因為政府大力支持(若非強迫的話)而成為資本積

等利往團體)。此外，資產階級國家的貨幣供給政策，乃至於對 累大圈。而法蹋崇尚管制( dirigiste )的傳統恨收日 1960 年代戴

外貿易和外交政策，都以促進商業活動為依歸。 高樂的政策) ，使法國資本積累獨樹一織，有別於英國(任何人

當然，並非所有政府都依前述原則行車，即使如此，它們也 只要分別搭乘一圓的鐵路系統，就能了解其相異之處)。當然，

呈現各式各樣的制度安排，而經常產生相當不同的結果。因此， 只要提及霸權們爭、殖民主義和帝國政治，以及外交關係較為世

其結果大抵取決於政府究竟是如何組成，由誰組成，以及政府可 俗的面向，盟家一直都是全球資本主義動力的基本行動者。

以或打算採取什麼措施，來支持或反對資本積累過程。第四章將 協家立在非唯一相關的領土行動者。國家集窟(瘟域權力集 ~)3 

會提到，國家在原始資本積累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不但利用其 圈，可能如東亞和東南亞各國形成的非正式網絡，或如歐盟般的

權力強行建立資本主義制度，也徵收資產並予以私有化，做為資 正式組織)及關家次級實體，像是地區政府(美國各州)和大都

本積累的原始基礎(最明顯的例子是宗教改革運動期問沒收教會 會區(巴塞隆納加上加泰隆尼亞，或是舊金山灣區) ，也都是不

財產，以及英國在政府行動下進行的公地圈禁)。此外，國家還 可忽視的力量。政治力量、領土治理和管理，於不同地理尺度逐

採取許多其他真影響力的角色(徵稅是其一)。國家形構與國家 層建構，形成具有層級秩序的政治環境，而資本積累的分子運動

政策的差異冉來十分璽耍。英圓政府深受商人資本家影響，所以 就發生於其間。

9、L尸3 在資本積累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與重視土地利益的法閻政府截然 但若單純將資本主義的演進，描述為盟際系統內國家權力的

不悶，兩屆甚而發展出不同的經濟理論，為各自的立場解釋與辯 表瑰，主要以角遠地位和霸權的競爭性鬥爭為特色(如大多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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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體系理論所述) ，恐怕又過於局限了。然而，若認為資本主義

的歷史地理演變，完全未受領土權力邏輯影響，同樣也是大錯特

錯。阿銳基提出一倍重要問題:領土權力邏輯的相對自定性和獨

特邏輯，如何能配合時空中不斷流動變化的資本積累動態呢? 5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就資本積累分子過程究竟如何在時

空中還作，稍做說明。為了方便，姑且假定已經存在一套穩定妥

遍，由國家權力所保證和推動的制度安排。

空間經濟的生產

作者曾於先前某些論著中，就空間經濟如何自資本積累過程

中產生，提出詳盡理論。 6 這梅僅搞述其中部分較重要的觀點。

貨物和服務(包括勞動力)的交換，幾乎必然涉及區位的變

化。這些交換打一開始就界定一組交織的安問運動，建立人類互

動的獨特地理形勢。這些空闊運動受到距離阻力 (friction of 

distance) 限制，因此其遺留於土地上的痕跡，也必定記載著這

種阻力的效果，而且通常會促使各種活動於空間中叢集一處，好

儘量減少阻力影響。領土和空間上的分工(城鄉區別是早期最明

顯的例子) ，便是起源於橫越空闊的這些交換過程。囡此，資本

主義活動必然會導致不均等的地理發展，即使沒有資源和實質可

能性的地理差異，加劇區域與空間分化及專門化邏輯，情況也是

如此。個別資本家受到競爭的驅使，追求空間結構內的競爭傻

勢，因而受牽引前往或被迫移至成本較低或不IJ潤較高的區位。某

5 Arrighi and Silver, Chaos and Governance, 48-9. 

6 Harvey, Limits 的 Capital ; 同前作者， Space of Capital ; 同前作者， The Ul加11

Experi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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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過剩資本，可以運用於獲利機會尚未枯竭的其他地方。對個

別資本家而言，直位優勢的角色類似技術優勢，而且在某些情況

下，兩者可以相互替代。

在某些方面，這種論點與類似於古典值位理論(鋪棟於凡圓 也5

南( von Thünen J 、韋伯 (Alfred Weber卜洛屈 (August Lösch J 

等人的著作，後來自以薩德、 (Walter Isard J 集其大成) 0 7 主要

的不同在於，古典區位理論大多嘗試於資本主義活動的地理景觀

中找尋空間均衡，這裡的論點卻認為，資本積累過程會不斷擴

張，因而會破壞任何通向均衡的傾向。此外，古典鹿位理論假設

一種跟實際資本主義行為無關的經濟理性。例如，它將「商品的

空問範燼J (the Sp叫ial range of a good )解釋為自生產點至消費者

願意或能夠支付之市場價格(即生產成本加上運輸成本)所在的

半徑距離。然而，商品並不會自行前往市場，而是由高人運送。

觀諸歷史上的商人資本家，其角色在於不斷探索和克服空間障礙

(經常遠遠超越「合乎理性J 的限度) ，並開拓新的貿易運動和空

間模式。舉例而言，中古時期高人為了因應有限的地方市場和高

運輸成本，改以行商方式於廣大地區四處游走、兜售商品。一如

競爭行為將突破性技術動態的強烈推力，納入了資本主義經濟體

(個別資本家採取更先進科技以爭取競爭優勢) ，隨著資本家找帶

更好的(即較低成本的)區位，在資本主義活動的空間分布中，

產生一種恆常的運動及長期不穩定的狀況。資本主義生產、交 r甘u心m、

換、分配和消費的地理景觀，從來就不是均衡的。

然而，誠如新古典空間秩序理論家(如張伯倫( Edward 

Chamberlain J 、霉鐵林 (Harold Hotelling J 和洛屈)的正確識

7 W. Isard, Location and the Space Ecollom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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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空聞系統內的競爭是一種壟斷式競爭。 8 這種奇特混種競爭

形式的源頭，郎是位置獨特性導致的排他性。空間區位j趕來具有

某種壟斷優勢。私人土地財產基本上就具有某種壟斷權力:假若

我在某塊土地上已經設立工廠，就沒人能在該土地上再設置其他

工廠。如果該地點享有某些特別優勢，這些優勢就由我獨享。這

就讓蠶斷力量(相對於公閱競爭)在資本主義空問經濟內，有了

自由發揮的機會 0 億管抽象的資本主義理論(包括其新自由主義

分枝)向來大力鼓吹競爭，但資本家欲求的卻是壟斷力量，因為

壟斷賦予了安全、可計算性，以及較平和的存在形式。再者，競

爭的最終結果便是錯斷或寡佔，而且競爭越激烈，最終狀態就越

快到來:證諸過去三十年悶，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稱霸的各核心

資本主義國家內，許多經濟部門(從航空和能源業，到媒體和演

)迅速形成寡佔和壟斷態勢，便可得知。資本家可以且確

實利用空間策略，隨時隨地創造和保護壟斷勢力。控制關鍵策略

性屁位或資源複合體，就成為重要的武器。某些時候，議斷力蠹

會強大到足以抑制資本主義的地理動態變化，造成地理慣性和停

滯的明顯趨勢。利潤競逐所帶動的空間動態，會因為空間內壟斷

力暈的集結而遭到反制。帝國主義的作為，以及對世界帝國存在

的籲求，也正是源自這些核心瘟域。就此而論，列寧和希爾佛丁

強調龍斷化和帝國主義的重要內在關聯，確有其理。

第二章曾指出，不均等交換是理解帝國主義經濟邏輯的瞬

鍵，這種肇因於壟斷性競爭的不均等交換，往往里琨特殊的空間

8 E. Chamberlain, Tlze Theo門，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Cambridge ,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A. Lösch, The Ecof1 omics of Location , William 
H. Woglom 譯，並由 Wolfgang F. Stolper 協助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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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理樣貌，亦即特權和權力通常集中於某些特定的地方。過

去，高運輸成本加上其他各種移動障礙(例如，關稅、通行費和

配額限制等) ，意味有許多地方性的壟斷現象。我吃當地食物，

喝當地生產的啤酒，囡為高度的距離阻力令我沒有其他選擇。然

而，隨著運輸成本降低，貿易的政治障礙也透過 WTO 等國際協

定而排除峙，原有的保護傘失去了效屑。我可以在巴黎享用美關

加州蔬菜，也能在匹茲堡暢飲全球各地進口的啤酒。即使底特律

汽車製造業者，會於 1960 年代被視為寡佔的最佳範例，代表巴

蘭 (Baran) 和史威吉 (Sweezy) 所稱的「壟斷資本主義J 9" 

如今也驚覺業已面臨進口外國汽車(尤其是白本車)的嚴重挑

戰。因此，資本家必須尋求其他方法，創造並維護其極度渴求的 的

。他們採取兩項重要行動，其一是大規模集中資本，以

金融力量、規模經濟和市場地位掌握主導權。其次是透過專利

權、授權法和智慧財產權等，捍衛技術優勢(我於前文已經指

出，技術優勢向來都是區位優勢的替代品)。因此，後者成為

WTO 密集協商的重點，產生了「貿易相關智慧財產權」

(TRIPS , 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協定，實不令人

訝異。

這一切都顯示橫跨空間而移動商品、產能、人員和金錢的重

要性。因此，運輸和通訊業的發展狀況就成了關鍵。資本主義的

整個歷史中，這個領域的技術創新劇烈改變了空閑性(距離阻力)

的狀態，造成資本主義空間經濟的種種不穩定。至於馬克思所謂

9 P. Baran and P.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An Essay on tlz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10 參見 Harvey， Limits to Capital ; 同前作者，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η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89), pt. 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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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時問消滅空閑」趨勢的形成理由，我已另文詳述，這裡便不

再重複討論。 1。但從理論上推衍的結果，應是邁向空間障礙不

斷減少(如果還談不上消滅的話) ，以及資本週轉持續加速的動

力，證諸資本主義過去的歷史地理軌跡，也確實如此。減少移動

成本和時間，業已證明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要條件。「全球

的 化J 的趨勢便蘊含其中，而資本主義活動的地理景觀，就在一波

波將空壓縮的無情驅策下不斷演變。

這(僅過程還導致其他結果，其中之一就是一股綿延不絕的推

力，促使界定資本主義活動的地理規模產生轉變。十九世紀鐵路

和電報的啟用，徹底重組隘域專殊化，以及更一般的都市化和

「隘城性 J (regionality) 的規模與歧異度，更晚近的幾波革新

(含括航空運輸、貨櫃化運輸，以迄網際網路的一切事物) ，也改

變了經濟活動連結的規模。若無這些推力，第二章提到霸權勢力

規模的變化，賞。實際上既不可能，理論上也無法想見。像歐盟這

樣的政治性領土重紐(這是啟蒙時期的夢想，後來自烏托邦思想

家單部門等人於十九世紀初期積極推動) ，不但得以實現，甚且

越來越成為經濟上的必要。當然，這並不是說，政治變化純粹是

這類空閉關係的物質轉變後果;事情複雜多了。不過，空閉關係

的改變，確實替我們所見到的政治重組，提供了必要條件。誠如

我們即將看到的?這正是權力的領土邏輯與權力的資本主義邏輯

交錯的關鍵點。

運輸和通訊產業的特殊狀況，指出了一項更普遍的問題:要

w 橫越空間障礙，順利移動，唯有仰賴某些固定於空閑之內的硬體

基礎設施。鐵道、公路、機場、碼頭設備、電纜網絡、光纖系

統、電力綱、供水及汙水處理系統、輸送管線等，構成了「錢按

於土地上的間定資本J (對照於飛機和機器等，可以移動的目定

資本形式)。這類硬體基礎設施吸納大蠶資金，而其回收就取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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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些建設的就地使用情況。一座沒有船隻駛入的碼頭，投資就

等於自費。雖然投資於土地的固定資本，有助於提升其他資本和

勞動形式的空間移動能力，但若要實現其自身的價值，就有賴於

空閑互動能夠遵循這些投資的固定地理模塑( patterning )。其效

果在於讓鏢皈於土地上的問定資本(包括工廠、辦公室、住宅、

醫院和學校，連同錄嶽於運輸和通訊基礎設施的資本) ，成為地

理轉變和資本主義活動重寵瘟位的重大阻力。於此，我們再次發

現形成地理慣性的力章，與動態力量彼此對立。套鎖於紐約市、

倫敦或東京一橫演等地硬體基礎設施中的資本極為龐大，而且.，

誠如 911 事件對紐約造成的短暫混亂所清楚顯示，進出這些區位

的資本流動一旦遭受中斷，都會造成災難性的經濟後果。再者，

這些投資的特殊模塑提供個別資本家更多途徑，得以摟取附著於

區位上的各種壟斷特權。某位開發高控制的土地附近，恰巧有條

主要幹道交叉路口的計蠢，他就能大肆炒作那塊土地及地上投資

物(像是辦公大樓和旅館) ，大撈一筆。

說到這裡，應該可以清楚知道，資本主義活動的地理景觀充

斥著各種矛盾和張力，而且面臨各式各樣技術和經濟運作的壓

力，呈現恆常的不穩定狀態。競爭和壟斷、聚集和分散、中心化

和去中心化、固定和移動、動態和慣性，以及各種不同活動規模

之間的張力，全都源於時空中資本持續積累的分子過程。這一切

張力又全陷入資本主義系統的擴張邏輯，以持續的資本積累和永

不止息的利潤追逐為基調。誠如我過去一再闡述，這一切的整體

作用就是資本主義不停創造地理景觀，以促進它在某個時間點上

的活動，最終卻必須在稍後的另一個時間點將其摧毀，以建立一

片全然不悶的地景，滿足對持續資本積累的恆久渴求。這就是銘

寫於資本積累的真實歷史地理景觀上，一部創造性破壞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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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領土權力邏輯相對於資本主義權力邏輯

在空間與時間裡運作的資本積累分子過程，導致資本積累地

理模塑的消極革命 (passive revolution) 。但是我所指認的矛盾和

î02 張力，也能產生達致到少暫時性穩定的地理構造。我將這些相對

穩定的構造稱為 f區域J (regions) ，亦即能於某種程度上，暫時

達到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結構一致性的區域經濟體。所有

分子過程，都聽眾於「區域性J 的生產。當然，這並非什麼獨特

的發現，而是許多歷史和經濟地理學家都熟知的領城，經濟史學

家如波拉德( Sydney Pollard) 則強調，區域性的發展以及各地區

的開發，是英國經濟發展史的基本特色。經濟理論中有總傳統，

認為區域性組織的生麗乃無可避免的結果，也認定這是了解資本

積累動態的基本條件，這個傳統起於為歇爾 (Alfred Marshall ' 

強調工業或目前所謂「馬歇爾式j 生產盛的概念) ，經過培霍克

斯 (Francois Perroux '強調成長極 (growth poles J 概念) ，以迄

克魯曼 (Paul Krugman '著重「自行組織J (self-organizing J 的

區域經濟體) 0 11 政治學家如密托曼( J ames H. Mittelman) 等，

近期則強謂超圓家和次國家層級的溫城性組織，在了解全球經濟

體內部複雜交錯潮流運作上的重要性。 12

這類區域的邊界總是模糊而且有縫隙，然而，各個領域內相

互糾纏的各種流動，造成某種結構化的凝聚性，足以彰顯該地理

區的獨特性，而有別於圓家內外的其他經濟體。結構化的凝聚性

11 P. Krugman,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01)'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 1995) 。

12 Mittelman，盯'z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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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延伸超過單純(也最基本)的經濟交換，一般還包括資本家

及其{雇員的態度、文化價值、借念，甚至是宗教信仰和政治傾 心3

向。為了生產和維持集體財貨，必須引進某種治理系統，最好是

在區域內建立正式的行政體制。區域內可能形成支配階級和霸權

階級聯盟，使得經濟和政治活動都具有某種特色。這些階級必須

關心公共財，許多人還因而被迫投身於公共供應。各種硬體和社

會基礎設施的形成，不但支持經濟活動，也用來保障和傳播文

化、教育價值，以及公民生活的其他面向，通常囡此強化全球經

濟體裡浮現的隘域實體凝聚性。各種貿易和競爭模式，以及關鍵

產業或科技，甚或特定勞動關係和技能的專殊化與集中化，將各

個區域經濟體鬆散連結，成為某種不均地理發展的整體。至於其

內部動態和外部關係的實際情況，則取決於其所導致的階級結

構，以及環繞治理議題而形成的階級聯盟形式。 13

然而，必須有所認識的基本要點，是時空中資本積累的分子

過程裡，必然而無可避兔會出現的某種非正式、鬆散郤清晰可辨

的領土權力邏輯(即「區域性J) ，而各區域之間的競爭以及區域

經濟體內部和彼此間的專殊化，最後就成為資本主義運作的基本 以

特色。這就導向一倍關鍵問題:這種經由在時空中運作的資本積

累分子過程而逐漸形成的區域性，和透過國家與帝國政治呈現的

領土權力邏輯之惘，又有什麼關聯?

首先，兩者之問並無必然的直接關係。例如，波拉德便會估

計，十九世紀末在英關工業革命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混域經濟體，

涵蓋範圍不超過二十英哩，實際上是英圈內部至少兩百年前疆界

的 Harvey， The Urban E.λ:perience ， ch. 5 。

14 S. Pollard , Essays on the l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帥， . ed. Colin Holmes 

(Aldershot: Ashgate Variorum, 2000), 21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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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確定的眾多小島。 14 然而，這些小島產生的推力最後卻將

整個國家捲入。隨著時間流逝，以及運輸和通訊系統日益進步，

這些小島逐漸成長合併成較大區域，接管了如伯明罕和警個密德

蘭盟 (Midlands '英格蘭中部卜曼徹斯特和整餾闋闊夏南部，

以及西約克郡都市群等磁域。這些區域擁有鉅大影響力，致使個

別區域的政治及利益，在整個圓家治理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某些區域甚至發展出特殊的理論學派，如以柯博登( Richard 

Cobden) 和布萊特 (John Bright) 為首，主張自由貿易的「曼徹

斯特學派J (Manchester school) ，敢於將自身特殊利益裝扮為全

閱利益。而如我們稍後將看到的，伯明罕的立場則大不相同，代

表人物為外號「激進的需J (Radical J oe )的張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 )。大致而言，英國整體政治連作確實受到各區域利

105 益影響，而這些利益並不盡然吻合其他隘域的利益(貧窮的蘇格

蘭地區就很少納入考慮)。由倫敦至伯明罕及密德蘭區，往上到

蘭開夏和約克郡的集合都市地帶，形成一條軸心，主宰英國政治

將近一世紀，其影響力和權力迄今仍不容小獻。類似狀況全歐洲

比比皆是，美圈也不例外。區域因素在美圓歷史上扮演重要的角

色，權力由東北和中西部，轉移至南部、西南部，以及太平洋沿

岸。 15 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下游地區(上海)成為中國的動力中

心，擁有支配圈內其他地區的經濟(但不必然是政治)力量。簡

言之，這些極域的容器(領土國家) ，通常都受某些支配性的嚴

域利益或區域利益聯躍掌控，直到其他嵐域自屈起抗衡或是取而代

的 A. Markusen , Regions: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erritol)' (Totowa, NJ: 

Rowmah & Littlefield, 1987) ;闊前作者， Profit Cycles, Oligopol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ambridge，趴在ass.: MIT Press, 1985); and S.-M. Li and W.-S. Tang, 

China's Regions , Polity and Ecollomy: 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ùz the 

Post-R究fomz Er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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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源於持續資本積累分子過程的消極革命，其典型後果就是這

種自一個廠域到另一個區域，從某種規模至另一種規模的權力移

轉。但是，其普遍原則清晰可見:值域性的形成乃是以其自身在

時空資本積累分子過程中的邏輯為依據。以這種方式形成的區

域，於適當時機將在整個圓家政治體(純粹根據某種領土邏輯來

定義)的定位中，扮演關鍵角色。

但國家與這種過程的關係，既不單純，也未必全然消極。國

家一旦認清了促進和掌握盟域動態做為自身權力根源的重要性

峙，便可以藉由政策與措施左右這些動態。起初，這很可能只是

無心插柳的結果。例如，十九世紀許多政府致力修築道路和架設 10(3 

通訊系統，主要是為了加強行政和軍事控制，保護領土安全。但

是，這些基礎設施也提供更容易促進商品、勞工及資本流動的路

徑。有時候，這些投資本身就有雙重目的。例如，奧斯曼男爵

(Baron George Haussmann) 於 1853 年起修築巴黎新林蔭大道，

究竟是為了便於以軍隊控制築傲不馴的巴黎人民，還是在這座受

囡於中世紀街道網絡的城市裙，促進資本迅速流通的辦法，至今

仍議論難決。 16 引人興昧的是，美國外i際公路系統的興建，幾

乎可以確定是為了經濟因素，卻以國家安全及防衛之名，強加給

公瑕。

但是，國家不僅能透過基礎設施投資(尤其是運輸、通訊、

教育及研究等方面) ，還能透過規劃法令和行政機構的設置，運

用權力協調區域分化和動態。此外，闊家還擁有權力，可以改革

對資本積累事屬必要的基本制度，造成深刻影響(不論好壞)。

舉例而言，英、法的圓家銀行於十九世紀縮起，取代地方銀行的

的 D. Harvey, Paris, the Capital of Moderniη(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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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貨幣資本得以在全國各地自由流動，改變區域動態。更晚 資本過路

近的例子，則有美國取消地方銀行法的限制，帶起一波區域銀行

的接管和購併熱潮，整個關內投資氛圍大為改觀，出地方投資轉 前文有關時空動態的分析，雖然對於一般矛盾和不安定，

向更開放、更流動性的區域紐構。在某些實例中，政府透過有系 有恰當討論，卻忽略資本主義導致過度積累危機的普遍趨勢。因

107 統掌握國內時空資本積累的分子過程，建立了有效且動態的區域 此，我們現在需要更細緻檢視空間生產的一般過程，如何捲入危

經濟體，新加坡可謂為最佳典範 o 眾所皆知，良好的高業環境可 機形成和解決的循環過程。在後文提到的經驗實例將有助於理

以吸引資本流入，因此各國莫不盡力創造投資天堂，好據以擴張 解，因此我提議接受布瑞納 (Brenner) 提供的經驗證據，指出

政府權力。他們所運用的便是空間自有的壟斷力量，並將讓斷特 1970 年代以來，源漫於整個資本主義的長期且持續的過度積累

權提供給任何能利用這些特權的人。 問題。 17 這些證據將奠定據以解釋該時期以梅園際資本如何反

這麼一來，最後的問題便是:當瘟域建構的分子過程溢出政 覆無常的舞台，因為一連串暫時性的時空修補，甚至無法有效解

治國家的強界，或因為某種原因而需要一個超越邊界的出路時， 決中期的過度積累問題。

會發生什麼事呢?當然，確實有某些區域經濟體已經超臨了國家 時空修補的基本概念十分簡單。所謂特定領土系統內的過度 109 

邊界，如艾柏索 (El Paso) 和華瑞茲城 (Ciudad Juarez) ，以及 積累，所指的狀況就是勞力過剩(失業率升高)及資本過剩(因

底特律和溫莎 (Windsor) ，都是有趣的實例。紐成超圓家的行政 為生產力聞單，或貨幣資本缺乏其生產性旦有利可圖的投資出

結構如歐盟，甚或一個共同市場如 NAFTA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路，市場上商品過剩，無法在不虧損的情況下予以處寵)。這類

或 MERCOSUR (拉丁美洲南錐共同市場)等，也都算得上是個 過剩可採取下子IJ方式吸收: (a) 透過長期資本投資計叢或社會

解決辦法。但是，問題的核心在於，國家內部區域經濟體產生的 支出(如教育和研發)產生時間體換，延後資本價值重新進入循

過剩資本，無法在關內找到有利可圖的運用機會。當然，這就是 環的時間; (b) 藉由開發新市場、新生產能力，以及位於他處

在閱際系統中產生帝國主義壓力的問題核心。 的新資源、社會和勞力可能性，產生空閑置換; (c) 結合 (a)

10B 根據前述一切得到的明顯推論是，無論各國政權如何設想， 和 (b) 。

資本積累的分子過程幾乎肯定會導向地緣政治衝突，這些分子運 前述各種方法中，最有趣的狀況便是 (a) 和 (b) 的結合，

動(尤以金融資本為最)可以輕易侵蝕破壞關家力暈，而先進資 {迢迢裡我先討論純粹的時間方法。自 1 中，資本流從立即生產和

本主義下的政府，必須大費周章，仔細考慮如何控管這類分子流 消費的領域(第一過路)汲取出來，改向流往固定資本和消費基

動，使其對內對外都能獲致最大利益。對外方閉，政府一般都將 金構成的第二迴路，或是社會支出和研發的第二過路。第二和第

注意力放在因空間交換所致的不均衡狀況，並盡可能利用壟斷控 立迴路吸收多餘資本，納入長期投資。第二資本迴路裡的流動，

帝11權。簡言之，它必將從事地緣政治們爭，並在有能力時訴諸帝

國主義行徑。我們將於後文更具體闡述其運作方式。 17 Brenner, The B00111 Qnd the Bubble. 



第 3 章資本的束縛 87新帝國主義86 

'
‘
白

, i ' 

又區分為生產用間定資本(工廠設備、發電暈、鐵路線、港口等)

和消費基金的創造(例如住宅)。此外，共同利用的情形也頗常

見(高速公路可同時供生產和消費活動使用)。流入第二迴路的

資本中，有部分錢碳於土地上，形成一批位於特定地方的實質資

產一供生產和消費使用的營造環境 (built environment '涵蓋工

業圈臣、港口和機場、運輸和通訊網，乃至於汗水處理和供水系

統、住宅、醫院、學校等)。一般而言，這些投資就是「區域」

形成的實質核心。簡言之，它們在瘟域性的生產上扮演基本角

色。這些投資顯然構成經濟體頗具分量的部分。它們可以(也確

實)吸收大量的資本和勞動，誠如我們稱後會見到的，這種狀況

在地理擴張時期格外明顯。轉入第三資本迴路(定義為社會基礎

設施的長期投資)的流動，也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投資於研發

或技能部椒，將直接回饋生產，另一部分別用於改善生產的社會

條件(透過像是教育和醫療保健等)。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

最後這類(即醫療保健預算)通常會吸收龐大的資本。這類投資

中有一部分也可以視為固定的投資。例如，教育系統一且在特定

空間中完成行政及財務的組織後，使很難再任意移動。

當前產生的剩餘可以納入第二和第三迴路。這些投資若有助

於提升未來的資本生產力，就可以視為其有長期的生產性。例

如，勞動力教育水準提高、研發投資，或是更有效的運輸和通訊

系統，都可以整平未來資本積累的道路。果真如此，那麼過度積

累的資本終究會流回第一資本迴路，但這往往需要很多年才能見

效，屆持又會需要另一輪的硬體和社會基礎設施投資。這類投資

可以籽解過度積累的問題，至少是暫時的解決。但是第二和第三

迴路的過度投資情形也可能發生，這時便會造成住宅、辦公空

間、工廠和港口設施過多，以及教育系統容量過剩等問題，進而

造成第二和第三週路中資產貶值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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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和第三迴路如果有過度積累，通常會引發吏普遍的危

機。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資本積累動態的一般討論中，卻經常遭

受忽略(布瑞納便是其中一人)。例如， 1973“5 年危機即肇始於

全球房地產市場暴跌，隨後就是紐約市的實質破產;日本自

1990 年起長達十年的經濟衰退，也是以土地、地產和其他資產

價格的投機泡沫破滅為開端，進而危及整個銀行系統(有趣的

是，日本政府每隔一陣子，就試聞利用大型公共工程支出來彌

補) ; 1997 年亞洲經濟崩盤，則起因於泰國和印尼房地產的泡

沫化; 2001 年中起，美盟和英國經濟體的大部分產業全面衰退

後，最重要的支撐就來自房地產市場和營造業持續不斷的投機活

力。而其條異的後果是， 2002 年美國平均約有 20% 的問內生產

什3 毛額成長，來自消費者以升值後的房地產重新抵押融資，然後將

那筆額外款項用於立即消費(結果就是消耗掉第一迴路的過度積

累資本)。為了支付消費所需，英關消費者僅僅在 2002 年第三

季，就以房屋抵押借款達 190 億美元。這種房地產泡沫一旦破

滅，可能導致何種後果，值得認真關切。 1日我們也必須將目前

中國政府規觀的大型公共工程計畫納入考量，思考其可能帶來的

衝擊，視之為短期內籽解部分全球過度積累資本，一個可能的途

徑(其效用類似美圓於 1950 和 1960 年代期間，藉由州際公路

興築及伴隨的郊鹿化過程，以及透過西部和南部聞發等方式吸取

過剩資本)。

但這一切都得仰賴金融和(或)關家機構在三種資本過路中

扮演轉移資本流的中介角色。襯衫鞋襪業產生的過剩資本，無法

直接轉化為機場或研究機構。圓家和金融機構握有產生和提供信

18 C. de Acule , 'Keeping a Wary Eye on the Housing Boom', International Herald 

昂'ibune ， 23 Jan. 2003 ,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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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權力。事實上，它們創造大量的所謂「處擬資本J (fictitious 

capital) ，亦即不具實體(呆證， {且可以當做貨幣使用的紙上資產

或本票等。 19 假若它們創造的虛擬資本，約當於卡在襯衫鞋襪

生產裡的過剩資本，並轉而用於資助長期計章，像是公路建築或

教育等，便能發揮復甦經濟的效果(或許還能提升教師和建築工

人對襯衫鞋襪的需求)。如果這種營造環境或社會改善的支出， 1"1 4 

最後能產生實際效果(即促成後續更有效的資本積累形式) , 

些處擬價值就兌現了(直接打消負債，或是間接透過稅收增加來

償付國家債務)。生產性的國家支出，可藉由經濟成長和稅收提

高自行償付，這種理論經常付諸實行，法國第二帝國將期的巴黎

再造便是一例。 2。但這項現論不一定行得通，而且過度投資於

營造環境或社會支出，可能導致這些資產貶值，或是難以償付政

府債務。例如， 1960 年代的美國，一般認為大量投資於教育對

長期發展有利，更可以為進一步積累打造新基礎。然而大體而

，這種狀況並未發生，而美國政府(包括紐約市政府)於

1970 年代形成的財務危機，部分原因就在於對這類硬體和社會

基礎設施過度投資(越戰的代價則是另一部分原自)。

縱然面臨財務破產，但因為這類投資的實質使用價值大多可

以長期存在，所以畢竟仍有極高價值。二十世紀初期某處倫敦地

鐵系統動工，資金來源主要來自美國的過剩資本(以巴爾的摩為

主) ，整項工程計畫旋囡破產而擱置，卻留下許多隧道供後代繼

續利用。由這個觀點來看，奧林匹亞賢約克聞發公司 (Olympia 1"1 5 

& York) 的故事堪稱經典。這家公司的主要賺錢方式就是賤價收

的作者對馬克思所稱「虛擬資本」的衍仲，請參見 Harvey， LÍmits to Capital ;第

十章。另見 S. Strange, Mad Money: When Markets Outgrow Government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 1998) 。

20 Harvey, Pα盯ri臼s， the Caph的tα11 正of且M必odeωr.叫ηη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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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破產資產，然後將其轉成有利可圖的企業，卻在推出自行規劃 成為實現其他空間固著/修補的阻力。紐約市的資產價值不論過

的「加那利碼頭J (Canary Wharf)一案時碰了壁。由於該項計 去或現在都頗為可觀，該市發生於 1975 年(及再度於 2003 年)

蠹報酬率不如預期，致使該公司抵押資產遭銀行沒收。銀行將該 的貶值危機，不僅危及該市發展，更是對整個資本主義未來的一

批沒收資產，以低價賣給投資人，買入資產的投資人後來都有不 大威脅。如果資本真的出走，後遺症恐怕是一連串的荒廢和貶

錯的獲利(就連奧林匹亞暨約克開發公司也藉此機會，加入某聯 館; 1970 和 1980 年代資本主義心臟地帶(如匹茲堡、雪菲

合財圈，並以低價買回部分資產)。誠如馬克思的先兒，第一波 爾、魯爾等) ，以及全世界其他許多地區(如孟買)所經歷的去

投資人通常會走上破產之途，後續以最低價買下該貶值資產的 工業化現象，就是最佳例證。另一方面，如果資本並未出走或無

人，則會因此大發利市。因此，資產的貶值(尤其是屬於第一迴 法移動，那麼過度積累的資本，終將直接透過通貨緊縮式衰退或

路者)在建立資本積累的新基礎上，確實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蕭條而貶值。

然而，時空轉變的動態會導致內在矛盾。如果特定地域內 1i? 

時空修補 (如閱族國家或瘟城)有無法(透過地理調節或社會支出)自行

吸收的資本和勞動力剩餘，若想避免貶值，就必須將剩餘轉往他

在我的論證裡， r修補J (fix) 一詞有雙草意義。總資本中 處，尋找可以實現利潤的新地區。達到這個目標的方法不只一

確實有一部分是以某種實質形式，長時問(取決於其經濟和實質 途。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為海品過剩存在的市場。但該市場空間必

壽命)固定附著於土地上。某些社會支出(如公共教育或醫療保 須擁有某種支付工具，如黃金或外廳準儷(例如美元)或其他可

健系統)也具有地城悅，因國家承諾而無法任意搬移變動。另一 資交易的高品。輸出過剩商品市將貨幣或商品匯間。過度積累的

方面，時空「修補J 一詞也隱喻了透過時間遞延和地理擴張，來 問題只能夠暫時舒緩(這種方式不過是將剩餘由商品換成貨幣，

對應資本主義危機的特殊解決之道。那麼，這兩種實質和隱喻的 或是轉為不同形式的商品，不過，如果後者結果是一一這是常有

意義，又會在何時以何種方式交錯呢? 的事 較便宜的原料或其他投入，就可以開發新的獲利機

'\16 無論是空惜的生產、全新的地域分工組織、開發吏廉價的新 會)。如果該地並無貨幣準備或高品可供交換，員IJ必須找出可供

資源以及新區域等方式，形成資本積累的動態空間，還是以資本 交易的物品(像是英國迫使印度與中關從事鴉片交易，透過印度

主義社會關係和制度安排(例如合約規定和私有財產安排等)滲 生產的鴉片榨取中國的自銀) ，或者乾脆提供信用或援助。後者

透既存的社會形構，都是吸收資本和勞動過剩的重要方法。然 就是將金錢貸給或捐予某外屬領域，使其可用於購買過剩商品。

而，這類地理擴張、最組和重建，通常都會威脅到原本屆著於一 英國在十九世紀對阿根廷就是採取這種策略，日本於 1990 年代

地(鏢碳於土地上)但尚未實現的價值。這種矛盾不但無可避 也將貿易盈餘的大部分貸予美國，以支撐美圈內部購買臼製產品

兔，而且會一再讀復，因為新區域若要有效連作，也必須擁有價 的消費主義(不過，美鷗在此案例中也(占有優勢，因為它可以印

體基礎設施和營造環境等固定資本。國著於某地的大量資本，就 製美鈔做為償付手段，還可因此享有鑄幣收益( seigniora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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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它還可以調整閻際美元價值，以貶值貨幣篩選日本)。美盟軍火

工業慣常採用的策略，就是議政府以安全之名貸款給某外商政府

(最近是波蘭) ，供其採購美製軍事裝備。這類市場和借用交易，

至少可以暫時籽解特定領域內的過度積累問題。這些辦法在不均

地理發展的情況下運作良好，某{厲地域的過剩問題，與另一地的

供應不足，恰好互補。

但是，仰賴借貸系統也會引發各地投機盛行和虛擬資本充

斥，雖可刺激資本主義發展，但也會造成破壞，甚至導向近年所

見的劇烈貶值。大約自 1980 年起，領域性的負債逐漸成為全球

問題，許多較貧窮圓家(甚至某些大圓亦同，如 1998 年的俄國

和 2001 年的阿根廷)發現無力償還債務，形成拖欠外債現象。

為因應這種思境，十九儷債權囡共同能成常設紐織，名為「巴黎

俱樂部J (Paris C1ub) ，目的即在針對無法償債圓家制定償務重

整規則。自 2000 年以來，已有三十七個國家被迫接受重麓，於

此同時，巴黎俱樂部也面臨與日俱增的壓力，要求豁免最貧窮圓

家的全部外債。然而，佩爾 (Cheryl Payer) 所謂的「債務陷阱」

(the debt trap) ，必須視為一種誘引各國與資本循環系統「掛勾」

( hooking in )的過程，如此這些閻家就能擔任剩餘資本的「淵數J

(sinks) ，還必須為此負責，即使窮閱也無法倖免。 21 任何資本

叫 貶值都必須由接受國概括承受，負責補償，反之債權關則受到保

護，無需承擔貶值損失。於是，債權鷗就在這些嚴苛的償債規定

下，輕易將接受國資源掠奪一空。

資本輸出，尤其在伴隨勞動力輸出峙，運作方式則大為不

同，而且往往有較長遠的影響。過剩資本和勞動力被運往他處，

21 C. Payer, The Debt Trap: The IMF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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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了新服域空間的資本積累過程。十九世紀英國的剩餘資本和

勞工，大都轉往美國，或是南非、澳洲和加拿大等殖民地，在這

些領域建立全新的動態積累中心，進而創造對英國貨物的需求。

美麗近期的外援，絕大部分都跟美關貨物和服務的採購配套，發

揮實際支撐美國經濟的功效。由於新領域的資本主義(如果成功

的話) ，可能需要經過多年才會發展成熟，到自身開始產生資本

過度積累的階段，來源圓便可因而受益一段頗長的時期。新地域

所需的物資屬於鑼鼓在土地上的固定資本時，這種情況最為明

顯。投資組合 (portfolio investments [譯按:指投資人或金融機

構所持有的股票和證券的集合，另指家庭及企業的各類金融資

。投資組合的目的在於分散風險J)可以資助修築鐵路、公

路、港口、水壩和其他基礎設施，做為未來茁壯的資本積累基

礎。但是，這類營造環境的長期投資報酬率，最終仍取決於接受

國發展出強盛的積累動力(除非接受國保諮借貸資本的報酬率，

而這是常見的情形)。英國在十九世紀末期對阿根廷的貸款便屬 i如

此類。美閻透過馬歇爾計叢對歐洲(尤其是德國)和日本提供援

助，就是清楚看到美國自身的經濟安全(不考慮冷戰的軍事

茁) ，必須依賴這些空間內資本主義活動的積磁復娃。

誠如前述最後一個案例清楚顯示的，新的資本積累動態空間

終將產生過剩，而且試圖以地理擴張方式吸收剩餘，矛盾於焉產

生。日本和德圓自 1960 年代起，成為美圓資本的重要競爭對

手，狀況類似美協於二十世紀初期征服了英圓資本(並導致大英

帝盟沒落)。饒富興昧的是，強勁的內部發展究竟會在何時至IJ遠

頂點，滿溢而出尋求空閑修補。以日本而言，頂點發生於 1960

年代，先是透過貿易，接著是輸出資本直接投資，最初對象是歐

盟和美闕，近期則轉而大量投資(包括直接投資和資產投資組合)

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尤以中關為主，最後手段則是對外貸款(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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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著力於資助美圈當前的經常帳赤字)。南韓在 1980 年代突然逆 某方面而言， 1980 年以來經歷的波動，大部分都屬於這個類

轉向外，台灣也於 1980 年代末期跟進，兩個國家出口的不僅是 型，雖然其發生主要是由華爾街一美國財政部… IMF 複合體，

金融資本，還透過全球跨國資本外包商的形式，輸出可以想見的 為了金融資本、華爾街和美國經濟利益，一手導演或至少是操縱

最忠質勞工管理制度(至中美洲和非洲，以及其他東亞和東南亞 而成。當然，每餾階段都會出現的重要議題是:資本下一回將流

圓家)。因此，即使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成功追隨者，也很快發現 往何處才能獲利?又為什麼呢?

121 它們不得不訴諸時空修補，消化過度積累的資本。近來某些領 在目前這個緊要關頭，足以吸收過剩資本的明顯候選者便是

域，如韓國、新加坡和台灣，自淨接受閻發展為輸出國的快速步 中國。由於這個案例不但可以說明過度積累問題的當代時空修補

調，與節奏棺對緩慢的前一時期棺較，可謂相當驚人。但這些成 的潛能，與全球系統霸權轉變的問題也頗有關聯，於此稍事討

功的領域也必須更快速調整，因應來自本身時空修補的反擊。中 論，應有所助益。的確，近年來中囡已成為外關直接投資的主要

國吸收臼本、韓國和台灣各地以外國直接投資形式輸入的過剩資 領受者。外閻葭接投資淨額，由 1991 年的 50 億美元，躍升至

本，從而在許多生產和出口部門，正迅速取代這些國家的地位。 2002 年的 500 億美元。但是中圓市場同時也快速成長，近年來

布瑞納指出的 1980 年起的普遍產能過剩現象，便以這種方 都市所得每年增加 11% '農村所得則成長 6% 。圖內市場正在

式拆解成為一個霸權經濟核心(美圓、日本和歐洲二角) ，以及 成長，一如外國產品的市場。多家跨國大企業於 2001-2002 年的

一群不斷擴散增殖的空間因著，主要是東亞和東南亞各圈，加上 獲利，主要來自中圓市場的營業額，通用汽車公司( General 

部分拉丁美洲國家(以巴西、墨西哥及智利為主) ，以及冷戰結 Motors) 便是其一。因此，中翱內部市場的龐大潛力不可忽視，

束後一批快速繁榮的東歐國家。儘管這些時空固著可以用領域間 某些像是生產微電子產品的外國直接投資，產品不僅出口到世界 什 23

的瞬係標示，實際上卻是區域性之間的物質和社會關{系，布這種 各地，也對大陸市場銷售。但更加引人注臼的，莫過於長期基礎

區域性又是時空中資本積累分子過程的產物。台灣和中國大陸問 設施投資的前景。自 1998 年起，中國使積極舉債籌措資金，投

檯面上的領土困局，若與台北和上海工業區域的日漸整合對照， 入各種連三峽大壩都相形見她的巨型工程計章，以吸收龐大的剩

就顯得全然是將代錯亂了。 餘勞動力。這些雄心勃勃的提案，包括由長江至黃河的引水工程

前述過程有兩種可能的一般結果。首先，新的時空修補可能 (至少須花費 600 億元) ，各大城市的地鐵系統和高速公路正在興

一再展間，問歇性吸收過剩資本。我所謂的「轉換危機」 建，連接內陸與經濟活躍的沿海地帶約 8.500 哩的新鐵路工程，

122 (switching crises) 具有將資本流由某一空間導向另一空間的效 其中包含連接北京和上海的高速鐵路，以及一條通往西藏的鐵路

果。即便各部分可能遭遇問歇性困難(例如這裡去工業化，那裡 幹線。各地的都市慕礎設施都在升級改良。奧運更帶動了北京的

部分貶值之類的) ，但整體資本主義制度仍然維持棺對穩定。這 龐大投資。造成果完全遠超過美國在 1950 和 1960 年代的投

類瘟際波動的綜合效果，就是{盡管某些時候地隨性認難可能頗為 入，具有在未來好幾年吸收過剩資本的潛能。然而，這些建設計

嚴重，但過度積累和貶值的整體危險，卻能夠囡此暫時降低。就 董皆屬風險極高的赤字融資，若投資無法如期將價值回歸積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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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就會導致迅速吞噬中圓的財政危機，造成經濟發展和社會安

定方面的嚴重後果。 22 億管如此，這無疑是一個眾所囑目、影

響全球的時空修補範例，不但可以吸收過度積累資本，更將改變

政治和經濟均勢，將中國拱上區域霸主地位，甚或可以提升亞洲

實力，在中觀領導下，站上更能與美關競爭的位置。也為此，美

124 閻更有必要控制中關仰賴臼深的里海盆地和中東石油資源。

第二個可能結果，則是圓際競爭日益激烈，在強勁的過度積

累j輪流推動下，世界舞台出現多個資本積累動態中心，互相角

逐。由於就長期而言，並非每個中心都能成功，若非較弱者最後

陷入地域性的嚴重貶值危機，就是區域問將發生地緣政治鬥爭。

後者可能經白領土權力邏輯而轉化為劉家之悶的衝突，其呈現形

式以貿易和貨幣戰爭為主，但總是有爆發軍事衝突的危險(類似

在二十世紀引發資本主義列強之間兩次世界大戰的衝突) ，聽伏

其後。在這種情況下，時空修補呈現出更為凶險的形式，變成地

方和區域性資本貶值與消滅的輸出(類似 1997明8 年問大規模發

生於東亞、東南亞及俄國的情形)。假其發生的形式和時機，不

但取決於時空資本積累的分子過程，更須視圈家權力採取的明確

政治行動而定。至此，領土邏輯和資本邏輯的辯設關係業已完全

契合。然而，為了更深入了解這個過程的實際運作，還需提出幾

項進一步論點。

22 J. Kahn , 'China Gambles on Big Projects for its Stability', New York Times , 13 Jan. 

2003 , pp. Al 和 A8 ; 'Made in China, Bought in China' , New York Times , 5 Jan. 

2003 , Business section (商業版) pp. 1 年口 10 ; D. Altman , 'China: Partner, 

RivaI or Both', New York Tim剖， 2 Mar. 2003 , Money and Business section (金融
商業版) pp. 1 和 11 ; T. Cramption, , A Strong China May Give Boost to its 

Neighbor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Economic Outlook (經濟展望) , 23 

Jan. 2003 , pp. 16“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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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矛盾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中指

出，資產階級社會的內在矛盾，亦即一端是財富過度積累，

端卻創造了大批窮困群眾，驅使其透過對外貿易和殖民/帝盟的

作為設法解決。 23 如此一來，黑格爾排除了藉由內部重分配機

制解決社會不均和不安問題的想法。列寧引用龐德斯( Cecil 

Rhodes) 之言，認為海外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是避兔內戰的唯

一途徑。 24 在一個領土受限的社會形構中，階級關係和階級門

爭的情況，會明顯影響時空修補的推力。

就此而言，十九世紀末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證據，約瑟夫﹒張

伯倫( J oseph Chamberlain '即「激進的喬J) 便是個例子。張伯

倫與當時伯明罕地區的自由製造業者間，有密切的利益關係。起

初，張伯倫堅絕反對帝圓主義，並將大部分精力和時間投注於教

育改革，以及其他提升社會和硬體基礎設施的計蠢，寄望有助於

家鄉伯明罕市的生產和消費。他堅信這種方式可以為過剩資本提

供生產性的出路，立在於一段時問後獲得回報。由於他是自由保守

運動大將，竄接目睹英圓階級鬥爭的帽起，乃於 1885 年發表一

篇著名演說，呼籲有產階級不可只追求身為有產者的餾人權益，

125 

即要勇於承擔對社會的責任和義務(即改善窮人生活，並本著國 126 

家利益而投資於社會和硬體基礎設施)。不過，他的演說引起有

產階級一片嘩然，最後不得不撤回自己的主張。從那時起，他就

23 G. W. HegeI ,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 T. Knox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edn.) 。

2年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Iism' , in Selected Works , voI. i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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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身一變成為最熱衷的帝磁主義擁護者(最後擔任殖民大臣，帶

領英圓捲入南非波爾戰爭的災難)。類似的生涯發展軌道，當時

還頗為常見。法潤的費瑞 (Jules Fe叮y) 於 1860 年代問尚是內部

改革的熱烈支持者，卻在 1871 年巴黎公社後鼓吹殖民政策(帶

領法圓陷入東南亞的泥沼，其最高潮就是 1954 年奠邊府戰役的

慘敗)。就連美國老羅斯褔總統 (1、heodore Roosevelt) ，在透納

(Frederic J ackson Turner) 發表知名的美圓邊強終結論後(即使

當時西部和南部的投資潛能仍然很大，離終結尚遠) ，也背棄內

部改革，轉而支持帝國作為。 25

所有這些實例中，轉而訴諸自由主義式的帝國主義(附加了

進步與文明化使命的意識形態) ，多非基於絕對的經濟必要性，

而是導源於資產階級面對勞工階級運動漸趨強烈的訴求峙，仍然

不肯放棄絲毫特權，導致其過度積累無法藉由內部社會改革而吸

收。霍布森 (Hobson) 便會指出這是關鍵問題，並提出因應的社

會民主政策。 26 因此，在評估帝國主義擴張的推力，以及向外

尋找時空修補的動力時，也必須考量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內部

127 角色，以及圓家內部的特殊階級聯眼模式(包括環繞著帝閱主義

作為而締結的工人與資本家聯盟) 0 1884 至 1945 年間，許多歐

洲強權就是因為這種內部政治環境，而被迫向外擴張以求解決問

題，這段期潤的歐洲帝盟主義，也因而帶有某種特殊色彩。例

25 這種解決急遮轉向，放棄內部方式而改採外部方式解決政經問題，以自應國

內階級鬥爭問題的現象，普通見於資本主義國家，其整體演變史可參閱 C.

A. Julien , J. Bruh前， C. Bourg泊， M. Crouz哎， and P. Renouvin , Les Politiques 

d'expansion impérialist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9) 。這本合
集雖然名不見經傅，卻十分有趣，其問對 Ferry 、 Chamberlain 、

Roosevelt 、 Crispi 及其他人的事例，均有較為詳細的探討。

26 P. Cain, HobsOll and Imperialism: Radicalism, New Liberalism and Finance, 1887-

19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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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令人意外的是，這段期問竟有何其多的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

分子，竟成為帝國主義的鼓吹者，更有眾多勞工運動與帝盟主義

實踐連成一氣。然沛，這種發展有個要件，部資產楷級干IJ忿必須

能夠完全黨控國家政策和軍隊。函此，誠如第二章所論，我認向

那蘭對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的解釋，亦即套用列寧的說法，與其

說這類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不如說是資產階級政

治統治的第一階段。 J 27 不過，這是我們會在第五章回頭討論的

議題。

中介機構的力量

金融以及制度安排與力量(尤其是屬於國家者)在資本積累

過程中，扮演了極重要的中介功能，有必要有所認識。然而，為

此必須仔細檢視這類中介機構採取的各種形式，及其對峙資本

積累分子過程造成的不同效果。舉例而言，韓德森 (Jeffrey 

Henderson) 在研究 1997-8 年間東亞和東南亞經濟危機如何展開

時，便指出台灣和新加坡(兩者除通貨貶值外，所受影響相對有 128 

跟)與泰國及印尼(飽受經濟和政府崩盤之苦)間的差異，

在於兩方政府和金融政策的不向。 28 前者自於政府強力介入保

護金融市場，而免受投機性資金竄流之害。相較之下，印尼和泰

國由於採取資本市場自由化政策，未能躲過危難。這類差異的重

要性顯而易見，以前述實例隔音，就決定了誰得承受殘酷的貶

值，而誰得以倖免。

27 Arendt, Imperialism , 32. 

28 J. Henderson, 'Uneven Crises: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ast Asian Economic 

Turmoil', Ecollomy and Society, 28/3 (1999), 3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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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只能夠聲明這項議題的政治重要性。國家、超國家

( supra-state )和金融勢力之闊的關係，以及一般性資本積累動力

(透過生產和選擇性貶值進行)的整個擾動模式，是 1973 年以

來，不均地理發展和帝國主義政治中，最顯著、最複雜的已知要

素。我同意葛萬 (Gowan) 的看法，亦即 1973 年後圓際資本主

義的徹底單純，是美國為了對抗歐洲、日本及近期的東亞和東南

亞，維持其世界經濟霸主地位，而不惜孤注一擲的連串賭局。這

些單整始於 1973 年金融危機期間，尼克森採取高油價和金融管

制鬆綁的雙重策略，美圓銀行自而獨享鉅大權益，回收波斯灣地

區累積的大量「油:Jë J (petrodollars) 0 29 這些措施不但讓全球金

129 融活動重新聚焦於美閥，也由於串串以美圈內部金融體系改革，而

意外化解了紐約市的地方經濟危機。其結果是強大的華爾街一美

國財政部合融體制蹦起，擁有控制全球金融機構(例如 IMF) 的

強大力蠢，以及透過借用操縱和負債管理措施，來製造或破壞弱

勢外關經濟體的能耐。葛萬也指出，尼克森之後的各任美圈政

府，無不利用這種貨幣與食融體制「做為一種可畏的經濟權術工

具，驅動全球化過程及附隨的國內新自由主義轉型。」這種體制

就靠著危機餵養而日益壯大: rIMF 承擔風險，並保證美圓銀行

不會蒙受損失(負債圓透過結構調整等來償債) ，地混性危機導

致的資金外逃，卻轉而助長了華爾街的勢力...... 0 J 30 結果是將

美閣的金融力量外推(必要持與他國聯手) ，迫使其他盟家開放

市場，尤其是資本和金融市場(自前已因美國要求，而成為各踴

加入 IMF 系統的必要條件) ，並迫使世界大部分地區接受強加的

各種新自由主義措施(以 WTO 為最高點)。

29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2l. 

30 向上，第四章。

第 3 章資本的束縛 101 

針對前述體系，可以提出兩個主要論點。首先，論者常將商

品的自由貿易，形容為問啟世界通向自由公開的競爭。但我們已

經知道，自由貿易一且落實到空間上，必然形成龍斷式競爭，即

使在最佳狀況下，也會造成不對稱的交換關係。誠如列寧很早以

前就指出的，整個論述一旦面臨集中式聾斷或寡佔力量(不論屬

於生產或消費) ，就站不腳了。例如，美圓再三以拒絕開放國內 心

龐大市場為手段，迫使他圓臉從美國意願。這稱得上是個總是防

生於空間關係的巨人版不對稱交換。這套論證最近的實例，出自

美國貿易代表佐立克 (Robert Zoel1ick) 之口，大意是說:如果

巴西新任工黨總統魯拉( Lula) 不肯配合美國的美洲自由貿易市

場方案，就會發現巴西路品只能「外銷到南極洲J 0 31 再以台灣

和新加坡為例，兩國原本均採取較封閉的市場政策，以保護市場

兔受貶值之害，但最後也被迫違反自身判斷，開放食融市場允許

投機資金流入(一如先前 IMF 依據美盟財政部指示，以提供緊

急援助條件迫使韓園就範)。這些屬家在美關拒絕臨品進入美國

市場的威脅下，不得不簽署 WTO 協定。現在，美關又計畫將美

國市場開放模式，列為對貧窮關家提供「千禧年挑戰援助」

(Millennium Challenge Grants) 的你帶條件。為了獲得援助，

些竄家必須採納跟美國棺容的制度措施，進而任由龍斷資本的優

勢力量入侵，依其所願，予取予求。在生產方面，寡佔大底集中

於資本主義核心區域，有效控制種籽、肥料、電子、電腦軟體、

藥品、石油製品及更多其他產品的生產。在這種狀況下建立的新

市場開放，不但並未提升競爭，反而只是替壟斷勢力的增殖創造

更多機會，導致各種社會、生態、經濟和政治後果。這種情況無 吟 i

論是對遍布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襯衫鞋襪製造業跨圓資本出口，

31 Editorial, Buenos Aires Herald, 31 Dec. 2002,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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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可口可樂的市場行銷而言，都一樣真確。就連看來善意十足

的綠色革命 (Green Revolution) ，大多數評論者都認為，它在增

加農業生產的同時，也產生農業部門的財富集中現象，以及東亞

和東南亞各處對壟斷性投入的依賴程度增加。美國煙草公司滲入

了中國市場，恰是以彌補其在美國市場的損失，但無疑也將於未

來數十年間，在中國製造可觀的公共衛生危機。簡言之，自由主

義擁護者通常極力主張開放而非壟斷式競爭，主張公平和白白貿

易，結果卻是一場騙局，如往常般以市場拜物教當做掩飾。

此外，就連自由貿易的鼓吹者也不吝承認，商品的自由貿易

和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彼此差異甚鉅。那麼，立即浮現的問題

就是:我們談的是哪種市場自由?某些人士如巴格瓦替( Jagdish 

Bhagwati) 等，雖然強烈捍衛商品自由貿易，卻不認為這可以同

理適用於金融流動。 32 這祖的困境在於:一方面，借用流動

(credit flows) 對生產性的投資，以及將資本由某條生產線或區

位，重新分配到另一個生產線或嵐位而言，至為關鍵。此外，在

一個於空閉上崩解為某處有剩餘，另一處不足的世界裡，資金流

動也有重要功能，讓消費需求(如住宅)與生產活動之間達致潛

在的均衡蹄係。就這些方面而言，金融體系(無論政府是否涉入)

m 都是協調資本積累動態不可或缺的一環。不過，金融資本也包括

許多非生產性活動，透過商品期貨、外腫、債務投機等賺取更多

金錢。若有大量資金可供進行這類活動，那麼開放資本市場就成

了投機活動的工具，如何我們在 1990 年代所見的 dot.com 現象

和股市內包沫J '某些投機資本就成了一種自證式預言( self

fulfilling prophecies) ，例如對沖基金 (hedge funds) 便可挾數兆

32 J. Bhagwati, 'The CapitaI My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e in Widgets and 
DoIIars', Foreign Affah丸 77/3 (1 998), 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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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桿槓資金，迫使印尼、甚至韓國陷入破產困境，不論這些國家

的經濟基本面優良與否，都難以抗衡。華爾街上發生的事情，泰

半和促進生產活動的投資無關，純屬投機(因而有「賭場J 資本

主義 (casino capitalism] ，甚至「禿鷹」資本主義( vulture 

capitalism] 等說詞問世)。然而，這些活動對資本積累的整體動

力影響深遠，其衝擊雖以政治經濟權力單新聚焦於美關為主，但

也包括其他核心國家的金融市場(東京、倫敦、法蘭克福)。

問家重新介入

國家和帝國的領土化政治就在此刻最新介入，擔任無盡資本

積累和過度積累連續戲碼中的主角。國家才是最能編導制度安

排，操控資本積累的分子力量，籍以保存不對稱交換模式，維獲 133 

其架構內支配性資本主義利益運作的政治實體或政治體( the 

body politic) 。以 WTO 為例，如果發現該組織雖然標榜自由貿

易，寶貝[J躬行不公平貿易，致使寓盟得以窮國為盔，維護其集體

優勢，我們也不必感到訝異，因為這正是典型的帝圓行徑。英關

於十九世紀，堅決主張自由(且不公平的)貿易和自由放任主

'園為當持這麼做對其有益，然那一旦利接轉移至他路，就立

即拋棄原有立場。美圓接著舉起大旗，先是喊出「門戶開放」

(open door) ，隨後鼓吹白血貿易，甚至當今布希政府的實方認令

中，將自由和自由貿易劃上等號，卻完全沒提及一方是自決的自

由，另一方是被迫接受自由市場和不公平貿易的紀律，兩者間有

潛在的不一致。在這個領域中，帝關主義便是將各種制度安排和

條件，假共同福祉之名，強迫他人接受。誠如第一章所述，

是現行布希政府的政策重點。小布希總統對伊拉克宣戰時就表

示: r我們追求正義的和平。迫害、憎恨和貧窮，將由民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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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希望取代。 J 最後還兩項， r是已知

帶領社會脫離貧窮的最佳方法。 J 不管世界各路是否甘願，美儘

都打算要送出這項(市場)自由大禮。

實際上這一切會如何發展，端視治理的性質，以及主要階級

134 結盟的形式而定，尤其是那些起初掌握生產，而後又控制過剩資

本支出的核心國家。這些函家對藉以從事時空修補的主要金融結

構，擁有不成比例的巨幅影響力，得以調整操控空問交換必然產

生的不對稱，以迎合自身利益。美圓「華爾街一財政部j 複合體

的帽起，控制了 IMF 等機構，並透過其他金融和政治機構網

絡，將其鉅大金融勢力推至世界各地，近年來對全球資本主義動

態，發揮了極為龐大的影響力。然而，這種權力中心之所以能夠

如此運作，正是因為世界其他地區已經形成網絡，並且成功鏈結

(通常是透過借貸協議而有效地「鎖扣J) 成為一個環環相扣的金

融和政治(包含超國家)機構的結構化框架。

如此浮現的畫面，是一個過剩資本金融流動的網絡化時空世

界，政治和經濟勢力的集團坐落於關鍵節點(紐約、倫敦、東

京) ，試圓沿著生產路徑支付和吸收剩餘，通常是橫跨許多不同

空間(由孟加拉至巴西或中國)的長期計畫，或是運用投機力

，透過貧弱領域的貶值危機，解除體制內的過度積累問題。當

然，一切必然代價，包括資產損失、工作喪失、失去經濟保障，

更別提尊嚴和希望的蕩然無存，都得自貧弱領域人民承受。依照

135 相同道理，誠如貧弱地區必定首當其衝，在這些貧弱地區裡，通

常也是最弱勢族群承受最沉單打擊。暴西哥、泰盟和巴西的鄉悶

貧民，才是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金融危機破壞的最大受害

者。因此，資本主義的生存，不僅是透過一通串時空修補，以生

產性和建設性的方式吸收過剩資本，也透過貶值和破壞，做為矯

治借款者財務揮霍的重藥。至於貸款者對於不負責任的浮濫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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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該承擔某些責任的觀念，自然很快就被統治菁英拋在一邊。因

為那樣形同要求全球各地富裕的有產階級，必須善盡責任，不能

僅僅著眼於自身無可剝奪的私有財產權益和豐厚利潤。然而，誠

如張伯倫後來的了解，掠奪和貶抑遠方的人民(尤其那些屬於不

同人種、族裔和文化的人民) ，要比對抗關內強悍的資本家階級

勢力簡單多了。旨在解決過度積累問題的時空修補，其邪惡和破

壞面亦成為資本主義曆史地理的關鍵要素，單要性不亞於其展現

於建立新地景，以包容無盡的資本積累及無窮的政治權力積聚的

創造苗。

如果官方詞令猶有可信，那麼目前中介調節全球資金流動的

制度安排複合體，應可用於維持和支撐擴大再生產(成長) ，避 136 

開任伺危機趨勢，並認真處理消除貧窮的問題。但是，如果這個

計童失敗了，還有其他積累方式可供採用。例如，誠如戰爭是外

交的替代辦法，由圓家力量支撐的金融資本干預，經常形伺透過

其他手段的積累。國家權力和掠奪性金融資本的邪惡結合，就形

成了「禿鷹資本主義J 的最新趨勢，其內涵不懂在於達致全球和

諧發展，更包含了種種嗜血食人的措施和強迫貶值。不過，我們

要如何解釋這些積累的「其他手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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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取式積累

羅莎 . 11龍森堡 (Rosa Luxernburg) 認為，資本積累有雙 137 

重性質:

一方面是關於商品市場和生產剩餘價值的地方:工廠、礦藏和晨 1

業地產。從這個角度看，積累是個純粹的經濟過程，介於資本家

與受薪勞工闊的交易是最重要的階段......。在此，至少在形式

上，和平、財產與平等廣為流行，要有科學分析的鋒利辯證法，

才能揭露所有權如何在積累過程中，轉變為佔用他人財產、商品

交換如何變成剝削、平等成為階級統治。資本積累的另一個面

向，涉及資本主義和非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關係，這種關係正闊

始在國際舞台上亮相。它的主要方法是藏民政策，一種國際信貸

系統(一種利息領成的政策)和戰爭。公然展露暴力、欺詐、壓

迫、劫掠，絲毫不加遮掩，必須費力才能在政治暴力與權力競賽

的紛亂中，發現經濟過程的接定法則。 1

她主張，這兩個積累面向是「有機的關連J '而且「唯有將 '138 

兩者結合，才能了解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J 。

1 R.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ll of Capital, trans. A Schwarzschi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8 e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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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不足或過度積累?

盧森堡的分析奠慕於對資本主義危機傾向的特定理解。她認

為問題出在消費不足( underconsumption )一一普遍缺乏足夠的

有效需求，吸納資本主義產生的產量成長。這個困難起源於工人

遭受剝削，亦即他們獲得可供花用的價值，比起他們生產的要少

得多，而資本家至少在某個程度上被迫再度投資，而非從事消

費。盧森堡在考察了填補供應和有效需求之間差距的各種方法

後，得出結論，認為跟非資本主義社會形構進行貿易，提供了穩

定系統的唯一系統化方法。如果那些社會形構或領域不願意貿

易，就必須訴諸軍事武力使其就範(就像中國遭遇的鴉片戰

爭)。按照她的見解，這就是帝關主義內涵的核心。這項論點一

個可能的必然推論(雖然盧森堡並未直接述明) ，就是如果這個

系統要持續一段時間，非資本主義領域就必須(若有必要，加以

強迫)維持非資本主義的狀態。這可以說明十九世紀後半葉發展

起來諸多殖民政權的強烈壓泊特質。

現在很少人將盧森堡的消費不足理論，當做危機的解釋。 2

心 棺對地，過度積累理論指認出基本問題乃是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

機會。有時候，欠缺充足的有效消費者需求，也許是問題的一環

因此，我們當今的生活極度仰賴所謂「消費者倌心J (換個

說法是，強迫性的消費者無法不把借用卡掏出皮夾) ，當成經濟

力道和穩定的指標。盧森堡認為，她見到的差距能夠輕易以再投

資來填補，這些再投資能夠產生對資本財和其他輸入的需求。此

2 例見 M. Bleaney, Underconsumption Theories (London: Methuen , 1976); A.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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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如我們在時空修補的實例中所見，構成眾多帝團主義活動基

礎的資本主義地理擴張，對系統的穩定很有幫助，原因正是它開

啟了對其他地方的投資財貨和消費財的需求。當然，部門和區域

之間會出現不均衡狀態，結果可能導致景氣循環和地域性的衰

退。但是，面臨停滯不前的有效需求，如果投入成本(土地、原

料、中問投入、勞動力)大幅降低，也可能產生積累。因此，使

用較便宜的投入，就跟接近擴大中的市場，以便保有牟利機會一

樣重要。言外之意就是，非資本主義領域將被迫闊放，不僅是為

了貿易(可能很有幫助) ，也為了容許資金運用較便宜的勞動

力、原料、低成本土地等等，投資於有利可圖的投機活動。任何

資本主義權力邏輯的普遍推力，不是阻止領域邁向資本主義發

展，而是必須持續開放領域。從這個立場看，清楚發生於十九世 仇的

紀晚期的殖民壓制，可說是自毀長城，是領土邏輯抑制資本主義

邏輯的個案。例如，由於害怕競爭，使英國阻止印度發展出強大

的資本主義動力，也因而阻撓該瘟城時空修補的可能性。大西洋

經濟的街放動力對英圓的貢獻，遠比印度受壓抑的殖民帝圓要來

得多，英圓當然會設法從印度榨取剩餘，但印度從來不是部署英

關剩餘資本的主要場域。然而，同樣的，也是大西洋貿易的開放

動力，使美國得以取代英盟成為全球霸權勢力。如果那蘭說得沒

錯，不斷的積累需要持續的政治權力積累，那麼，這種轉換就無

可避免，而任何避免的嘗試，就會導致災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形成的封閉帝國，在解決 1930 年代過度積累問題的無能為力

，肯定扮演了一定角色，還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領土衝突奠定

經濟基礎。領土邏輯支配立在挫敗資本主義邏輯，從而透過領土衝

突迫使後者進入幾乎是終極的危機中。

一十世紀歷史地理證據的分量，大體與過度積累的論點相

符。不過，盧森堡的立論還有不少令人關注之處。首先，認為資



110 新帝閥主義 第 4 章奪取式積累 111 

本主義為了穩定自身，必須持續維持某個 f身外」之物，這個想 值得關注的是，那蘭沿著類似線索提出了一個論點。她主

法值得細究，尤其是它呼應了我們在第二章提到的黑格爾概念， 張， 1860 年代和 1870 年代的英國蕭條，開始促動一種新的帝

141 亦郎資本主義的內在辯證迫使它在自身以外尋求解決之道。例 國主義形式:

如，考慮馬克思有獨創造產業預備軍的主張。 3 缺乏節省勞力之

技術變革的強大趨勢，資本積累就需要增加勞動力，有好幾種方 帝國主義擴張已遭某種怪異的經濟危機觸發，亦即資本的過度生

法可以滿足要求。人口增加很單要(多數分析者便宜行事，忘卻 產，以及「多餘」貨幣的浮現，那是過度儲蓄的結果，無法再於

了馬克思對該論點的批評)。資方也可以從農民裡頭，挖取「潛 因界內找到生產性的投資出路。權力的投資首度無法替貨幣的投

在的預備軍J '或者，擴大到從殖民地和其他外部環境動員廉價 資鋪路，但是，權力的輸出溫順地跟隨出口貨幣的列車，囡為遙

勞工。若辦不到，資本主義可能會利用技術變遷和投資的力量引 遠國度中不受管束的投資，威脅要將社會多數階層轉變為賭徒，

發失業(臨時解雇) ，於是直接創造出失業工人組成的產業預備 要將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從生產體系轉變為金融投機體系，並以

軍。失業傾向於施壓拉低薪資率，替有不IJ可間的資本配置開啟了 俑金利潤取代生產利潤。就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前十年，即上個世

新機會。在所有這些情況裡，資本主義為了積累，確實需要「身 生己的 70 年代，見證了詐騙、金融醜聞和股市投機的空前高漲。

外」之物，但是在最後一種情況裡，它實際上在某個時問點將工

人拋到系統以外，只為了在稍後的時問點上，讓他們為資本積累 對照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經驗，這個情節聽起來確實

效力。套用當前的後現代政治理論語言，我們或許可以說，資本 很熟悉。但是那蘭對於資產階級自應的描述，更加引人注目。她

主義必然而且總是創造了自身的門也者 J (other) 。因此，某種 認為，他們體認戳， r幾世紀以前使『資本原始積累 JI (Marx) 

「外界」對穩定資本主義而當事屬必要，這樣的想法頗為中肯。 成為可能放展照所有進一步積累的單純沒取原罪，為了避兔積累

但是，資本主義可以利用某個事先存在的外界(非資本主義的社 動力突然消失，終究必須重現。 J 4 

會形構，或是資本主義裡尚未無產階級化的部門，例如教育) , 馬克思遵循亞當﹒斯密( Adam Smith) 的說法，將這悟過程 1,j.3 

或者可以積極製造出某種外界。我於後文便將嚴肅看待這個「內 稱為「原始J (primitive) 或 r初始J (original) 積累，按照那髓

i斗2 部一外界j 的辯證。我將檢視介於一方是擴大再生產，另一方是 的觀點，這構成了經由帝閻主義而進行資本積累的歷史地理中，

通常很激烈的奪取過程之閉的「有機關係J '如何塑造資本主義 一股重要的持續力囊。像是勞動供應的例子，如果資本主義要面

的歷史地理形勢。這將有助於我們更加理解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 對並規避過度積累的壓力，往往需要自身以外的資產。假如那些

形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資產，像是空地或新的原料來源，不在掌控範圍內，那麼資本主

義必須以某種方式生產出來。但是，除了因技術革新引起失業，

3 K. Marx, Capital, trans. B. Fowkes (New York: Viking, 1976), vol. i, ch. 25. 4 Arendt, lmperialism , 1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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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創建產業預備軍的狀況外，馬克思並不考慮這種可能性。考

察筒中原因，是很有意思的。

馬克思的絨默

馬克思資本積累一般理論的建構，是基於某種關鍵的最初假

設，這些假設大體上符合古典政治經濟學。這些假設是:伴隨著

私有財產、司法個人主義、契約自由等制度安排的自由運作競爭

市場，以及由一個「促進性J 政府所保證的法律和治理的適當結

構，這個政府也保誇做為價值儲存和流通媒介的貨幣是健全的。

資本家身為商品生產者和交換者的角色，已然建置完備，而勞動

力成為商品，通常以其相稱價值進行交易。「原始」或 f初始」

積累已經發生，積累貝IJ在「和平、財產和平等J 的條件下，以擴

川 大再生產(但剝削的是生產中的活勞動)方式持續進行。這些假

設讓我們明白，古典政抬經濟學家的自由主義計畫，或者我們時

代中經濟學家的新自由主義計畫，實現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盧

森堡等人清楚認識到的馬克思辯證方法過人之處，在於指出，市

場自由化一一自由派與新自由派的信條一一並不會產生讓所有人

都過得更好的和諧狀態。相反的，它會產生更嚴葷的社會不平等

(這正是過去三十年來新自由主義全球趨勢的狀況，在堅守這種

政治路線的英國和美國內部格外明顯)。馬克思預言，市場自由

化也會產生嚴重且漸增的不穩定，而以(我們當前見殼的這種)

長期過度積累危機告終。

這些假設的缺點，在於它們將基於掠奪、詐欺和暴力的積

累，歸諸一個「原始狀態、y 而該狀態被認為已經不再棺干，或

者跟盧森堡一樣，認為那是資本主義封閉系統「以外」的東西。

因此，針對在資本積累的長期歷史地理中， í原始j 或「初始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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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累掠奪行徑的連續角色和持續存在，加以重新整體評估，誠如

最近幾位評論人的觀察，是很適切的事。 5 將持續的過程稱為

「原始J 或「初女的，似乎有點怪異，所以接下來我會以「奪取式

積累J (accurn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的概念代替這些字眼。

奪取式積累

仔細探查馬克思對原始積累的描述，顯示了非常廣泛的過

程。 6 這些過程包括土地商品化和私有化，以及強力驅離農民;

各種財產權形式(共同、集體、圓家所有等)轉換為排他性的私

有財產權;公地使用權利的壓抑;勞動力崗品化，以及替代性

(原住民)的生產和消費形式的壓制;殖民、新殖民與帝國佔用

資產(包括天然資源)的過程;交易和徵稅的貨幣化，尤其是土

地稅的貨幣化;奴隸交易;以及高利貸、圓債，最後是做為原始

積累根本手段的信用系統。在支持並促進這些過程上，商家挾其

對暴力的聾觀和對合法性的界定而扮演要角，而且，誠如我在第

三章的主張，有可觀的證據顯示，朝向資本主義發展的轉變，無

論過去或當前，都深深仰賴國家的立場。國家的發展角色可以往

前溯及久遠，使得權力的領土邏輯和資本主義邏輯，總是糾結難

分，雖然未必是和諧一致。

馬克思提及原始積累的所有特徵，迄今在資本主義的歷史地

5 M. Perelman,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2000). 在《平民)) (The Commoner (<www.thecommoner.org>)) 也廣泛爭
論，討論新園地以及原始積累是否應該理解為純屬歷史，還是一餌持續的過

程。 DeAngelis <http://homepages.uel.ac.ukIM.DeAngelis> 提供很好的摘要。

6 M訂x， Capital, vol. i , pt. 8.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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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依舊很清晰。過去三十年來，農民的被迫選移，以及無地無 馬克思所強謂的某些原始積累機制，已有精密微調，以扮演

產階級的形成，已經在墨西哥和印度這類國家裙加速，許多以前 比過去更強大的角色。列寧、希爾佛丁和盧森堡都在二十世紀伊

146 的共同產權資源，像是水，已經私有化(經常是遵照世界銀行的 始提到，信用體系和金融資本變成掠奪、詐欺和偷竊的主要手

堅持) ，就且納入了資本主義的積累邏輯，生產和消費的替代 段。 1973 年之後展開的強大金融化浪潮，固其投機和掠奪風格

(原住民的，甚至在美闊的情況，還包括中商品的)形式，已經 而同樣引人注目。股票促銷、老鼠會 (ponzi scheme) 、憑藉通貨

遭到壓制。關營事業轉為私有。家庭農場被農企業接管。奴隸制 膨脹預謀破壞資產、透過合併和摟取剝奪資產，以及債台高築使

度尚未消失(尤其是性產業方面)。 得甚至是先進資本劉家中的全體人口，都淪入勞役償債體制，遑

過去幾年，針對馬克思對原始積累的解釋(其性質與其說是 論企業詐欺，利用借貸和股票操控方式奪取資產(侵吞退休金，

系統性的探索，不如說是概略的描畫)展開的批判性探察，指出 以及函股票崩跌和企業垮台高大量損失) ，這一切都是當代資本

了某些需要填補的缺漏。例如，無產階級化的過程，結合了強制 主義的重要特徵。安隆( Enron) 垮台，剝奪了許多人的生計和

脅迫，以及挪用那些無產階級化者的前資本主義技術、社會關 退休權益。但是我們首先必須檢視對沖基金和其他主要金融資本

係、知識、心智習慣和借念。親屬結構、家族和家戶安排、性另立 機構的投機性劫掠，視之為近期奪取式積累的前線。

與權威關係(包括透過宗教及其機構行使的關係) ，全都有一席 奪取式積累的全新機制也已經展詞。 WTO 協爾對智慧財產

之地。在某些情況下，若與資本主義下的勞動無法搭配，就必須 攘的強調(所謂的 TRIPS 協定) ，指明了基因材料、種籽原生質

粗暴地廳制既有的結構，但是現在有很多種解釋指出，既有的結 (譯按: protoplasm 細胞質和細胞核的總稱) ，以及各種其他產品 可48

構也很可能被收編吸納，以便在勞工階級形構的強制基礎之外， 的專利和授權，現在可以用來對抗全體人民，但這悠人群的作為

捏造某種共識基礎。嚮言之，原始積累除了對抗和取代以外，也 卻曾在那性原料的發展上扮演要角。生物盜竊( biopiracy )猖

會導向挪用和收編既有的文化和社會成就。鬥爭和勞工階級形構 獄，掠奪世界基因資源庫藏以利少數大型藥廠的行徑，也大肆進

的條件變化多端，因此如向湯普森 (Thompson) 等人所堅持 行。全球環境公有地(土地、空氣、水)節節升高的消耗，以及

的，在某種意義上，勞工階級「造就了自己ν 當然，他們不是 棲地的日益惡化，毀了一切郤禪益於資本密集的農業生產方式，

在自己選擇的條件下這股做。 7 結果通常是在勞工階級的形構裡 同樣導致一切自然形式的全面高品化。文化形式、歷史和智慧創

í4ï 留下了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痕跡，並且在勞工階級的界定上，

造成了特殊的地理、歷史和人類學差異。無論無產階級化過程如

何普遍，其結果並非創造出一個問質的無產階級。自
8 當代有關無產階級化的民族誌，有許多強調了性別議題的重要，清楚闡明了

某些多樣性。例見 A.O月， Sp iJ心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FactOly Women in Malaysi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C. Freeman, High Tech and High Heels in the Global Economy (Durham, NC: 

7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vl勿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C. K. Lee,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Penguin, 1968). Two vl勿rlds of Factoη.1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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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商品化，導致大規模剝奪(音樂工業對草根文化與創意的佔 的新自 ，做為解決問題的一個辦法，可說是非常合

用剝削可說是惡名昭彰)。迄今還是公共資產的事物(像是大學) 理。另一個解決辦法是釋出廉價原料(例如石油)進入當前的系 '150 

的企業化和私有化，更別提席捲世界的(水及各種公用事業)私 統。投入成本將減少，利潤因而增加。報業大亨梅鐸( Rupert 

有化浪j輛，指出了一種「圈圈公地」的新潮流。就像過去，即使 Murdoch) 就指出，解決我們當前經濟災難之道，是一桶二十美

違逆民意，也經常動用閻家權力讓這些過程強行過關。用以保護 元的油價，而非二十美元或更高。難怪，梅鐸擁有的所有報社都

勞工和環境免受侵害的管制架構撤守，導致權益喪失。歷經多年 是對伊戰爭的熱衷支持者。 9

艱苦階級鬥爭贏得的共同財產權利(獲得政府退休金、社會褔 不過，現有資產和勞動力的貶值，也可以達致相同目標。貶

利、劉家健康照護) ，倒退回到私人領域，乃是以新自由主義教 值的資產可以用火災大拍賣的價格全數購入，再由過度積累的資

條之名追求的所有奪取政策裡，最惡名昭彰的一種。 本以有利可圖的方式，將貶值資產回收納入資本循環。但這需要

資本主義內化了自相殘殺、掠奪成性和詐騙行徑。但是，誠 先有一波貶值的前浪，亦即某種危機。這個危機或許經過協調、

149 如廳森堡的中肯評論， r處於暴力糾結和權力競爭，很難確定經 管理與控制，以便合理化整餾體系。這往往就是政府掌管緊縮計

濟過程的嚴格法則。 J 奪取式積累擁有眾多途徑得以遂行，其操 蠢的主要內;函，運用不IJ率和信貸體系的關鍵槓桿。外力可能將有

作方式泰半是既偶然又隨意。 限度的危機施加於某個部門或領域，或是資本主義活動的整個領

既然如此，奪取式積累何能有助於解決過度積累問題?回想 域複合體上。這就是優勢國家力量(例如美關)支持的國際金融

一下，過度積累是一種狀態，即資本剩餘(也許伴隨有勞動剩餘) 體系(由 IMF 領頭)已然十分純熟的行徑。其結果是週期性地

由於看不見有利可圖的出路而閒竄。然而，此處的運作項是資本 創造出世界某傲地區的貶值資產，而且在很多狀況下低估價值，

剩餘。奪取式積累就是以非常低廉(某些情況下為零)的成本， 然後{共在其他地方缺乏機會的資本剩餘運用以謀取利潤。魏德與

釋出一組資產(包括勞動力)。過度積累的資本可以掌控這種資 菲納羅索 (Wade and Veneroso) 在描繪 1997儡8 年的亞洲危機

產，並立即將它們轉向有利可盟的用途。在馬克思描述的原始積 時，掌握了這種狀況的本質:

累狀況中，這牽涉了土地佔領，比方說圈地、 l驅逐居民，造就出

沒有土地的無產階級，然後釋出土地進入資本積累的私有化主 金融危機往往造成所有權和權力的轉移，讓渡給資產完整無缺

流。近年來， (像是英圓的社會住宅、電信、運輸和水等的)私 者，以及置身於創造信用地位者，亞洲危機也不例外......西方與 可 51

有化已經為過度積累的資本，打開可供不IJ用的廣大領域。蘇聯的 日本公司無疑是大贏家......。過去五十年來，在世界各地，大規

垮台以及後來中國的開放，將迄今無法利用的資產大量釋出，納 模貶值、 IMF 推動的金融自由化，以及 IMF 促進的復甦，三者

入資本積累主流。如果這些積累的新領城沒能開放，那麼過去三

十年來過度積累的資本會怎樣?換言之，如果資本主義自 1973

年以來，經歷了長期的過度積累困局，那麼，將一切事物私有化 9 D. Kirkpatrick, 'Mr Murdoch's War', New York Times , 7 Apr. 2003, P.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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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起來，甚至可能促成和平時期裡，資產從國內所有人到聞外

所有人的最大規模轉移，使得 1980 年代的拉丁美洲或 1994 年以

後的墨西哥，由國內到美國所有人的資產轉移相形見蝕。這令人

想起安德魯﹒美隆 (Andrew Mellon) 的聲明: r在不景氣時期，

資產回歸其當然所有人手中 o J 10 

區域危機及高度在地化、以地方為基礎的貶值，成為資本主

義的主要手段，藉以持續創造出自身的「他者ν 以便賴以維

生。 1997“8 年的東亞和東南亞金融危機，正是典型車例。 11 將

人民逐離工作，籍以造出一批產業預備軍，是個確切的類比。有

價值的資產遭掘除於流通之外而貶值。這些資產處於潛伏閒實狀

態，直到剩餘資本加以利用，替資本積累注入新生命。然而，危

險在於這些危機可能失控而普遍化，或者「他者化J 會引起對抗

創造他者的體系反叛。國家干預和圓際機構的主要功能之一，就

是協調貶值狀況，以便奪取式積累的發生不會引起普遍崩潰。這

也就是 IMF 掌控的結構調整計畫的本質。對主要資本主義強權如

美關而言，這意味了協調這些過程來迎合其特殊利益，同時宣稱

152 它們的角色是組織「籽困J (bail-out) (如 1994 年的墨西哥)的

尊貴領袖，以便維持全球資本積累於正軌。但是，這跟所有投機

性賭博一樣，有損失的危險: 1998 年 12 月，俄關在沒什麼好損

失的情況下宣告破產，而南韓經濟(歷經好幾個月的艱困協商)

10 R. Wade and F. 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刪Treasury-IMF Complex', New Left Review, 228 (1 998), 3-23. 

11 同前註。有關這個危機的其他說明，參見 Henderson， 'Uneven Crises'; Johnson, 

Blowba仗，第九章;以及 HistorÎcal Materialism , 8 (2001)的專于Ij 'Focus on East 

Asia after the Crisis' ，尤其是 P. Burkett and M. Hart-Landsberg , 'Crisis and 

Recovery in East Asia: The U rnÌt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p. 3-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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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崩潰，而且可能引發全球連鎖反應，這時美盟財政部和 IMF

突然陷入明顯恐慌，顯示這些估算方式有多麼貼近危險邊緣。 12

在這種協商活動中，脅迫和同意有非常多樣的混和方式，但

我們現在能更清楚看到，霸權如何透過金融機制而建構，其方式

在於率領附屬國家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大道時，又神往於霸

權本身。將奪取式積累和擴大再生產連結起來的擠帶，是由向來

獲得國家權力支持的金融資本及借用機構所賦予的。

一切都是偶然

那麼，我們如何揭露內含於奪取式積累的偶然性鐵律?

然，我們知道某種程度的奪取式積累始終持續進行，而且採取多

種形式，有些合法，有些非法。以美圓住宅市場中所謂的「變戲

法J (flipping) 過程為例。先以極為低廉的價格質下一棟狀況極

差的房屋，做了些表面修繕，然後在賣方安排的抵押貸款配套

下，以高得過分的價格，寶給期待實現自有住宅夢您的低薪家

庭。如果這個家庭未能如期償款，或者無法處理幾乎肯定會出現 153 

的嚴單維修聞題，那麼房屋將被收回。這並不全然違法(貨主當

心! ) ，但結果是掠奪低薪家庭，詐騙他們僅有的微薄積蓄。這
就是奪取式積累。有無數合法與非法的這類活動，影響了資產控

制的階級歸屬。

(且奪取式積累如何、何時及為何自背景狀態浮現，成為與擴

大再生產有闊的主導性積累形式?這某種程度上跟擴大再生產的

危機如何及何時形成有關。但它也可能反映堅決的企業家和發展

導向國家「加入系統J 的嘗試，試圖底接追求資本積累的利益。

12 Gowan, The Global Gamble， 提出一個令人信服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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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納入或自行按入資本主義發展邏輯的任何社會形構或領 協定 (NAFTA) 下對美國開放市場。即使動機似乎顯然主要源

域，必得經歷馬克思在原始積累遺憾標題下描述的那種廣泛的結 於內部，外在環境還是至關單耍。世界貿易組織 (WTO) 的成 '155 

構、制度和法律變惠。蘇聯垮台恰恰提出了這個問題。結果是由 立，使中國現在打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要比 1930 年代更為容

資本主義強權和關際機構所連議，在「震撼療法」標題下的原始 易，當時封閉的帝國盛行閉關自守;甚至也比 1960 年代輕易，

積累野蠻插晶。社會貧困甚鉅，但是私有化和市場改革所造成的 當時自圓家支配的布萊頓森林 (Bretton Woods) 體系，使資本流

資產分配，既不平衡，對於通常伴隨擴大再生產而發生的投資活 動受到較嚴格的控制。 1973 年以後的情況一一這是美國施壓聞

'1 54 動，亦無助益。更晚近的中國，輯盟家協調整合的資本主義轉 放市場預期成就的對立面一一更有利於任何希望將自身納入全球

向，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原始積累浪潮。上海周邊原本成功的圈 資本主義體系的圓家或凰城複合體一一因此，某些領域快速m屆

家與鄉鎮企業(替都會隘的大工業提供零組件) ，近年不是被迫 起，諸如新加坡、台灣和南韓，以及其他好幾個新興工業化區域

歇業，就是民營化，擺脫了社會福利和退休金職責，造就大量失 和國家。機會的開放替大部分先進資本主義世界(甚至其他地

業且家徒四壁的勞工。效果是使其餘的中圓企業在世界市場中， 方，我們在第三章已經提過)帶來去工業化浪潮，同時，如何

競爭力更為強勁，付出的代價是以往能過活的生計遭到貶值和破 1997-8 年危機所示，也令新興工業化國家在面對投機資本運動、

壞。雖然解釋還很粗略，但後果似乎是大規模的地域化社會貧 時空競爭以及奪取式積累的後續浪潮時，更形脆弱。這就是國際

函，以及因這個過程而荒廢的地區裡，激烈甚至有時充滿暴力的 資本主義反覆無常的構成和表現。

階級鬥爭插曲。 13 危機期間蒙受的貶值，經常造成社會褔社和一般社會機構的

在此，奪取式積累可以解釋為在國家力量大舉支持下，成功 破壞。當信用體系運作緊縮銀根、流動資產 (liquidity) 枯竭，

突破進入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代價。動機可能是由內部驅動(如 而企業被迫宣告破產時，就會出現這種典型的貶值。所有人

中國的情況) ，或是外界強加(像東南亞加工出口盔的新殖民發 (owner) 沒辦法保有資產，必須以極低價格將資產讓給持有流動

展，或是布希政府目前提議要附加給貧困國家的海外援助上的結 資產的資本家接管。但是，實際境況變化多端。發生於 1930

構改革取徑)。在多數情況中，位居這種轉變背後的是內部動機 代美國落磯山脈東麓灰盆地帶 (Dust Bowl) 的移徙，以及「離

和外來壓力的結合。例如，暴西哥於 1980 年代，放棄對農民和 鄉流動工人J (okie) 大舉遷移到加州(史扭貝克 (Steinbeck J 

原住民原已薄弱的保護，某種程度上是受到北方鄰圓壓力，採取 的《憤怒的葡萄>> (Gr，α!pes of Wrath J 有戲劇性的描寫) ，是美國 156 

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措施以換取金融援助，以及在北美自由貿易 家庭農場逐漸被農企業取代的漫長過程的激烈先驅。轉變的主要

手段往往是信用系統， 1旦或許最值得關注之處，在於表面上是要

協助保存家庭農場的諸多劉家機構，卻在原本應該抑制的轉變方

13 E. 記ckholm， 'Where Workers , Too, Rust, Bitterness Boils Over', New 抬rk Tùn帥，
間，扮演了促進的破壞性角色。

20 Mar. 2002, p. A4; E. Rosenthal , 'Workers' Plight Brings New MiIitancy to 

China', New York Times , 10 Mar. 2003, p. A8. 1973 年以後，奪取式積累越來越突出，部分是為了彌補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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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擴大再生產的長期過度積累問題。這項發展的主要載具是金融

化，以及主要在美闊的指令下，圓際金融系統的調節整合，這個

系統可以針對某個部門，甚至是整個區域，不時發動任何溫和到

猛烈程度不一的貶值和奪取式積累。但是，打開新領域以邁向資

本主義發展，以及資本主義的市場行為，也有其一席之地，如同

在某些國家(諸如南韓、台灣，以及現在更為戲鸝化的中國)完

成的原始積累，這些圓家試嵐將自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扮演積

極主動的玩家。這一切要能發生，需要的不僅是金融化和更自由

的貿易，還要有總是在奪取式積累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盟家權力，

應該如何加以運用的全然不同取向。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掘起，及

其相關的私有化政治，大體上象徵了這種變化是怎麼一回事。

1S7 私有化:奪取式積累的尖端

做為政治經濟學說的新白由主義，可以自溯至 1930 年代晚

期。新自由主義強硬反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以及超出保護私

有財產安排、市場體制和企業活動的一切積攝政府干預形式，它

起初是孤立且備受忽視的一套思想，於 1940 年代期悶，由思想

家如海耶克 (von Hayek卜密斯 (Ludvig von Mises) 、傅利曼

(Milton Friedman) ，以及至少有一段時間的思柏 (Karl Popper) 

等人，積極塑造成形。海耶克以其先見之明預言，新自由主義觀

點要成為主流，至少還要經過一個世代。從支持的企業募集資

金，並設立排他性的智庫，這場運動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

代，產生了一個穩定但持續擴大的分析、著述、辯論和政治立場

聲明的潮流。但是主流依然認為它大體上無路緊要而予以掃棄，

甚至加以嘲弄。只有在 1970 年代，過度積累的普遍危機變得非

常明顯以後，這場運動才被認為是凱因斯理論( Keynesian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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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偏向圓家中心的決策架構以外的可行之道，而得到重視。雨

，柴契爾 (Margaret Thatcher) 夫人為了抨擊她當年的經濟問

題，而導求更好的框架峙，才在政治上發琨了這場j運動，並於

1979 年大選後，轉向該運動智庫以尋求啟發和建言。 14 連問雷

根 (Reagan) ，她改變了圓家活動的整體定位，遠離了福利關

家，轉而積極支持資本積累的「供應由J 條件。 IMF 和世界銀

行幾乎一夕之間就改變了它們的政策架構，短短幾年內，新自由 î5ß 

主義學說通過這些機構進而支配政策，取得迅速而勝利的進展，

先是在英美世界，隨後遍及大部分歐洲和世界其餘地方。由於私

有化和市場自由化是新自由主義運動的錢言，結果造成新一波的

「公地關闢」成為國家政策目標。國家持有或公有資產釋出到市

場，過度積累的資本可以投資於這些資產、加以升級，然後從事

投機。有利可圖活動的新領地已經開啟，有助於防止過度積累的

問題，至少能抵擋一陣子。然而，一旦啟動，這場運動就會產生

驚人的壓力，必須尋找更多可以達成私有化的競技場，無論是在

國內或海外。

在柴契爾的例子裡，大蠶社會住宅存量是第一批需要私有化

的資產之一。乍看之下，這似乎是給中低階級的一份禮物，他們

現在能夠付出相對較少的代價，就從房客變身為業主，

資產，增加財富。但是，一旦完成移交，住宅投機就接手了，尤

其是在首選的核心罷位，最終以賄路、誘騙或強迫的方式，驅使

低薪居民遷移到倫敦這類城市的邊緣，將以前的勞工階級住宅

盔，轉變為高度緝紳化的中心。喪失負擔得起的住宅，在許多都

14 D. Yergin, J. Stanislaw, and D. Tergin , The COlll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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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鄰里造成了無家可歸的遊民，以及社會失序狀態。在英國，後

績的公用事業(水、電信、電力、能源、運輸)私有化，廉價出

售所有公營公司，並且根據企業邏輯塑造許多其他公共機構(例

如大學) ，這意味了社會關係主導模式的徹底變革，以及越來越

偏袒上流階級而非中低階級的資產輩分配。

資產輩分配的相同模式，幾乎在任何發生私有化的地方都能

見到。世界銀行將種族隔離政策結束後的南非，當成藉由私有化

和市場自由化而達致更大效能的櫥窗。例如，它不是推動水的私

有化，就是促使市政當局擁有的公用事業要「回收全部成本」。

消費者必須支付他們的用水，而非把水當成免費產品。根據理論

推斷，隨著收益增加，公用事業將能獲利並擴大服務。但是，由

於無法負擔費用，越來越多人的服務遭斷絕，而隨著收益變少，

公司便提高價格，讓低收入居民更付不起水費。由於被迫轉而汲

取其他水源，結果之一就是霍亂流行，造成多人死亡。若堅決按

照這種辦法，就無法實現所揭示的目標(人人有水用)。由麥當

勞 (McDonald) 及其他人在南非所做的廣泛調查，顯示了「市

辦服務的回收成本，對低收入家庭造成了巨大的艱困，使得大蠶

成員的服務遭到切斷和收回，危及數百萬低收入家庭過健康、

生產力生活的可能性J 0 15 

同樣的邏輯帶領阿根廷經歷非比尋常的私有化(水、能源、

電信、運輸)浪潮，導致流入龐大的過度積累資本，以及資產價

值的旺蟻景氣，但隨著資本撤離轉到別處，又崩潰而陷入大規模

貧困(臼前延伸到超過半數人口)。我們可以考察另一個側子，

即墨西哥的土地權。源於 1917 年墨西哥革命的憲法，保障原住

15 D. McDonald and J. Pape, Cost Recoveη and the Crisis of Service DelivelY in 

South Africa (London: Zed Books, 2002),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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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合法權利，並將那些權利銘記於公地 (ejido) 體系，讓土地

由集體所有和使照。 1991 年，薩林納斯 (Salinas) 政府通過一

項改革法案，許可且鼓勵公有土地的私有化。由於公地替原住民

群體提供了集體安全的基礎，政府實際上是放棄維持這種安全基

礎的職責。此外，這是薩林納斯統治下一整套私有化措施裡的一

(區項目，它拆除了一般的社會安全防護，對於收益和財富的分配

造成了意料中的尉烈影響。 16 到處都有對公地改革的反抗，最

瞌嚷的農民園體最後支持 1994 年 1 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條約生

效當天，爆發於恰帕斯省 (Chiapas) 的札帕提斯塔( Zapatista) 

反叛。後續的進口障礙減除還帶來一項打擊，來自美國有效率但

也受到大力補貼的農企業(佔成本達兩成) ，將玉米和其他產品

的價格壓低到小型農業生產者無法競爭的低價。瀕臨餓死，許多

生產者被迫離開土地，擴增已過度擁擠的城市失業人口。世界各

地都經歷了對農村人口的類似影響。例如，在世界貿易組織的規

範下，加州蔬菜和路易斯安那州稻米的廉價進口品，擠壓了臼本

和台灣的農村人口。世界貿易組織規範下的外來競爭，使得印度

農村的生計一概不振。實際上，洛伊 (Roy) 指出， r維持七億

人民生計的印度農村經濟，已經遭到扼殺。生產過剩的農民十分

貧困，生產不足的農民也很窮苦，大莊盟和農場解雇工人峙，沒

有土地的農工就失業了。他們成群蜂擁到城市找工作。 J 17 在中

圈，據估計如果要避免農村的破壞和造反，接下來十年間，至少

要有五億人民也都市化吸收。雖然他們會在城甫裡做什麼還不明

朗，但如我們所見，現正進行的龐大硬體基礎建設計蠢，會以某

16 J. Nash, Mayan Visions: The Quest for Autonomy ùz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81-4. 

17 A. Roy, Power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2001), 16.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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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式吸收社會的貧圓。

洛伊的結論指出，私有化基本上是「生產性公共資產自閻家

移轉到私人公司。生產性資產包括自然資源。土地、森林、水、

空氣。這些是國家為它所代表的人民保管的資產......。奪走這些

資產，將它們當成股票寶給私人公司，是以史無前例的規模進行

的一場野蠻奪取過程。 J 18 

很顯然的，墨茁寄恰帖斯省的社中自提斯塔反叛，跟保護原住

民權利有很大的關係。這場運動的扳機，乃是公地私有化的倡

議，結合了依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前展開的自由貿易，這一點也

非常清楚。然而，這喚起了抵抗奪取式積累的一般問題。

162 對抗奪取式積累的門爭

如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積累會引起整個一連串暴力和插曲

式鬥爭。資本誕生不是倡和平事件。如馬克思所述，它寫入世界

史，番之「以血與火的文字J 0 希爾 (Christopher Hill) 在《顛

倒的世界>> (The 恥rld Turned Upside Down) ， 針對這些們爭如

何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展開提出詳細解釋，當時私人權力與地主身

分的勢力一再跟多元分歧的民眾運動衝突，這些運動旨在遠離資

本主義和私有化，邁向全然不同的社會形式和共同組織。 19 我

們這個時代的奪取式積累，向樣引發了政治和社會門爭以及廣大

的抵抗。現在，許多這類門爭和抵抗形成了多元的、顯然才剛開

始的，但很廣泛的反全球化運動或另類全球化運動的核心。另類

的懇法在這些運動裡臨釀，可以媲美其他歷史時期裡(浮現腦海

18 同前註'的。

19 C. HiIl， ηle World Tumed Upside DOW11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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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1640個80 年的英圈，以及 1830-48 的法國) ，生活和社會關

係類似的瓦解所產生的鹽富見解。然而，這些運動強調的「要求

收回公地」主題，暗示了與古早以前的門爭偶有深遠的連貫性。

不過，這些門爭引起詮釋和分析上的諸多困難。老諺語說，

你煎蛋捲時，不能不打破幾個蛋，資本主義的起源，也需要激烈

且往往暴力的創造性破壞插悔。雖然階級暴力令人憎惡，但其積

極面是消滅了封建關係、解放創造性能蠶、令社會迎向科技和組

織變邊的強大趨勢，以及克服基於迷信與無知的世界，代以有潛 1的

力使人民解脫物質需求和需要的科學啟蒙世界。根據這個觀點"

我們可以說， l'盡管原始積累是值雖醜陋卻必要的階段，藉此社會

秩序方能依序進行，達到資本主義和某些替代性的社會主義皆有

所可能的狀態。馬克思(不同於無政府主義者，像是瑞克魯斯

(Reclus J 和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J '以及社會主義莫理斯
(William Morris J 派的追隨者)對遭到原始積累摧毀的社會形

式，寄予極少價值。他也不主張永久延續現狀，而且非常肯定的

是，他不會籲求退閻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和生產形式。他認為，

資本主義發展有其進步性，甚至英關在印度的帝劉主義也是如此

(這個立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中，沒能贏

得多少尊敬，並顯現於混倫 (Bill Warren J 有關帝國主義做為資

本主義先驅的研究，所遭受的冰冷對待) 0 20 

在當代帝觀主義行徑的任何政治評價中，這都是極度重要的

議題。儘管開發中關家勞動力的剝削程度無疑很高，而且可以找

到大量虐待的事例， {旦針對外關誼接投資、工業發展和境外生產

20 馬克思論印度，麥克下列文選: K. Marx and F. Engels, 011 Colon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972); B. Warren ,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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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在世界許多地方造成的社會轉變，相關的民族誌解釋，卻述 (Mesquito lndian) ，計畫在該區域執行社會主義發展時面臨的困

說了更複雜的故事。在某些情況裡，供應大多數勞動力的女人， 難，建造了一匹特洛伊木馬，讓美國中央情報局得以對革命發動

164 其地位即使不是獲得提升，也已經大幅改變。面臨要堅守工業勞 成功的對抗攻勢。

動或回到農村貧困狀態的抉擇，很多新無產階級似乎表現出對前 因此，雖然對抗原始積累的門爭能替叛亂運動(包括鍍碳於

者的強烈偏好。在其他情形裡，已有充足的階級權力得以在生活 農民行列者)提供不滿的溫床，但是社會主義政治的中心思想並

水準上獲得實質的物質利益，達到遠遠超過先前農村生活惡化環 非保護舊秩序，而是直接攻擊階級關係和圓家權力的形式，試闡

境的生活水平。因此，有所爭議的是，像印尼的問題，到底是出 加以改變，從而達致一種完全不同的階級蹋係和國家權力的形

在 1980 和 1990 年代期悶，快速資本主義工業化對生命機會的 貌。這種想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席捲聞發中世界的許多革命

衝擊，還是由於 1997-8 年金融危機引起貶值與去工業化，毀壞 運動的核心。革命運動對抗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但以另類現代 16êJ 

了工業化過去的大部分成果。那麼，哪個是比較嚴葷的問題:透 性的名義為之，而非捍衛傳統。這麼做的時候，他們經常發現自

過擴大再生產，輸入資本積累且碳入印尼的經濟體，或是奪取式 身處於反對傳統的立場，也受到那些試圖保護(若還談不上復振)

積累導致前述活動的全盤崩解?雖然很明顯的，後者是前者符合 傳統生產、文化規範和社會關係體制的人抵制。

邏輯的後果，而且真正的悲麟源於迅速將人民(有時是強迫性的) 反抗奪取式積累的叛亂運動，並不必然樂於為社會主義的發

納入無產階級，最後郤當成冗餘勞工而拋棄，我也認為，對於大 展主義收編。社會主義替選方案成功的稀疏紀錄(古巴在健康照

部分赤貧居民的長期希望、企盼和可能性而言，很有可能第二步 護、教育和農業經濟領域的早期成就，起初激動人心，後來則衰

遠比第一步造成更多傷害。這裡的意思是，替擴大再生產開驕道 弱不振) ，以及大致上由冷戰政治所導演的壓制政治氣氛，使傳

路的原始積累是一回事，而瓦解和破壞已開通道路的奪取式積 統左派越來臨難宣稱掌有領導這些社會運動的地位，而不是強制

累，則是另一回事。 性的支配。

認為原始積累或許是較正面變遷的必要前驅，這種想法提出 反抗奪取式積累的叛亂運動，通常採取一條不同的政治途

165 了社會主義底下整個奪取政治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 徑，在某些案例裡，棺當敵視社會主義政治。這有時候是出於意

革命傳統中，為了在未曾啟動進入資本主義發展的盟家裡實行現 識形態，但也有些情況，純粹是為了務實及組織上的理由，後者

代化計章，通常認為有必要組織某種等問於原始積累的過程。這 源於這種鬥爭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的性質。首先，無論過去或琨

有時候意味了同等程度的駭人暴力，像是蘇聯(根除沙皇時代剝 在，這種鬥爭的多樣性簡直驚人。甚至很難想像它們之間有什麼

削貧農的富農卜中爾和東歐實施的強迫農業集體化。這些政策 關聯。歇古尼(Ogoni) 人民反對殼牌石油 (Shell Oil) 導致土地

都難稱大獲成功，在某些情況下，所激起的政治反抗遭到無情摧 貶值的抗爭;針對印度和技丁美洲由世界銀行支持的水壩興築計

毀。每當要實行這種辦法，它就會自行產生困難。尼加拉瓜桑定 畫的持久抗爭;反對生物盜竊的農民運動;反對基因改造食物，

解放陣線成員 (Sandinistas) 在處理大西洋岸梅斯奇托印第安人 支持地方生產體系原真性( authenticity )的鬥爭;為維護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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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森林保留地權利而奮鬥，並抑制木材公司的活動;反私有化

的政治鬥爭;開發中劉家致力爭取勞工權利或婦女權利的運動;

保護生物多樣性與防止棲地破壞的運動;爭取土地使用權的農民

運動;抗議高速公路和機場的興建;針對 IMF 施加緊縮方案的

好幾百起抗議一一這些都是橫掃世界，並在 1980 年代以後逐漸

奪佔頭條新聞的抗議運動，變化無常的組合的一部分。 21 這些

運動和反叛經常遭致兇惡的暴力摧毀，大部分出國家權力以「秩

序和安定J 之名執行。接受軍事資助，或在某些情形下自主耍筆

事機構(由美國領銜，英法扮演配角)協助訓練特種部隊的附庸

圈，在鎮壓和清洗的體系中帶頭，無情地制止挑戰奪取式積累的

行動主義運動。

在這幅複雜的圈像之外，還得加上國際非政府組織 (NGOs)

的異常激增，尤其約莫在 1970 年以後，大多數紹織都致力於單

一議題的政治(環境、女性地位、公民權利、勞工權利、消滅貧

窮等等)。這些非政府紐織有些源自西方宗教和人文主義傳統，

其他則以與貧窮作戰的名義成立，卻由致力尋求擴大市場交換為

目標的關體資助。很難不因議題的廣度和多樣性或目標的範窟，

而感到不知所措。像洛伊這樣的激進主義分子是這麼說的: I我

們世界所發生的事情，對人類的理解力而言，幾乎是過於龐大而

無法容納。但這是件極其可怕的事。盤算其尺度和周長、嘗試加

以定義、試圖與之全面對抗，是不可能的。與之對抗的唯一方

法，是以特殊的方式從事特殊的戰門。 J 22 

但這些運動不僅才剛開始。它們將常展現出內部矛盾，例

21 日 Gills (ed.), Globalizatioll and the Politics 01 Resista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1)，是一部傑出的選集，部份反映了這種多樣性。

22 Roy, Power Politics,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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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環保團體為了保障生物多樣性，避免棲地遭破壞，在他們認

為單耍的區域周圍設攪柵櫥，但是原住民則在該嵐城宣稱他們過

去的權利。此外，部分原因是引發這些運動的特殊條件，它們的

政治傾向和紡織模式，也明顯背離了那些典型上環繞著擴大再生

產而結合的方式。例如，札申自提斯塔反叛並未試圖接管國家權力

或實現政治革命。它反而尋求一種能運作於整個市民社會的、更

具包容性的政治，以更開放而流動的方式尋找替代出路，可以關

照不間社會圈鶴的特殊需要，讓他們得以改善自身命運。在組織

上，它傾向於避免前衛主義，拒絕採取政黨形式。它反而偏好保

持做為國家內部的社會運動，試圖組成政治權力集團，讓原住民

文化成為中心，而非邊障。囡此，它試圖在墨西哥閻家機器指揮

的領土權力邏輯內，尋求達成某種類似消極革命的東西。 23

這一切運動的整體結果，是讓政治組織的形勢脫離了傳統政

黨和勞工組織方式，成為橫跨市民社會全部光譜的社會行動，整

體而言，其政治動態注定比較散漫而無焦點。這場運動失去了焦

點，但是獲得了日常生活政治裡的相關性和鐸按特質。它從這種

錢最裡取得力量，但這股做峙，經常發現自身很難從地方和特殊

狀態脫身，以便理解有關奪取式積累究係為何的宏觀政治。

然沛，危險之處在於將所有對抗奪取的門爭，都視為本然是

「進步的ν 或者更糟的是，把它們籠罩在某些均質的旗幟底下，

像是哈德與涅格利 (Hardt and N egri )的「諸眾J (multitude) , 

竟會神奇地岫起而繼承地球。 24 我認為，這是真正的政治困難

所在。因為，如果馬克思只有部分正確，主張原始積累有時候會

23 Nash , Mayan Visions; A. Morton , 'Mexico,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EZLN: A Neo-Gramscian Analysis'，收錄於 Gills (ed.), Globalization , 255-79 。

24 Hardt and Negri, Empire.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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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進步的東西，煎蛋捲必須打破蛋，那麼，我們必須正視這些 產地點的政治，支配了生活空悶的政治。諸如女性主義和環境主

困難的抉擇。這就是當前反全球化或另類全球化運動所面臨的抉 義道類社會運動，仍然停留在傳統左翼的視野之外。而且，我們 171 

擇，威脅要拆散這個似乎抱持了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鬥爭承 容易忽視尋求社會改善的內部鬥爭，與帝觀主義特有的外部移置

諾的運動。且讓我詳加說明。 之間的關係(結果，先進資本主義圓家的許多勞工運動，都落入

身為勞動貴族的陷阱，試圖維護自身特權，如有必要，還會動用

反資本主義和反帶國主義鬥爭的雙重領域 帝屆主義)。反抗奪取式積累的門爭被認為無關緊要。多數受馬

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啟發的左派，專心一意關注無產階級門爭而

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左派的古典觀點認為，無產階級(界 排除其他抗爭，這是一項致命錯誤。如果這兩種鬥爭形式在資本

定為被剝奪生產工具的使用或所有權的受薪勞工)是歷史變遷的 主義歷史地理中乃有機的連結，那麼，由於完全忽視雙元性的〕

關鍵能動者。核心矛盾位於生產點及周邊的資本家和勞工之情。 方，左派不僅讓自己喪失能力，還有損其分析與計量的力蠢。

勞工階級組織主要的工具是工會和政黨，其目的在獲取圓家權 1973 年危機以後，長期持續的階級鬥爭動態中，勞工階級

力，以調節或取代資本家階級的支配。因此，焦點在於被視為擴 運動在每個地方都處於守勢。雖然這些們爭開展的方式有諸多參

í70 大再生產的資本積累場域裡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所有其他鬥 差不齊(取決於抵抗的力道) ，但結果是普遍削弱了這些運動影

爭形式都被當成隸屬、次要的，或甚至視為邊緣或不相干而予以 響全球資本主義發展軌跡的力量。東亞和東南亞生產快速擴張時

拋棄。當然，這個主題有許多縮緻的差別和變異，但就其核心而 所處的世界，獨立(相對於統合主義)的工會運動要憊不存在，

論，所有觀點都認為，無產階級是歷史變革的獨特能動者。根據 要麼遭受強力壓制(南韓是唯一例外) ，而做為政治運動的共產

這種處方而展開的階級鬥爭，在大半個二十世紀裡產生非凡的成 主義和社會主義蒙受暴力鎮麼 (1965 年印尼大屠殺是最殘酷的

果，尤其是在先進資本主義囡家。雖然革命性的轉變並未發生， 例子，蘇哈托推翻蘇卡諾時，也許有多達百萬人遭殺害)。在其

勞工階級組織和政黨逐漸增長的權力，在物質生活水準方面，配 他地方，整個拉丁美洲，以及歐洲和北美洲，金融資本關起、更 172 

合各種社會保護的制度化，達到顯著改善。特別是在西歐和斯堪 自由的貿易，以及自由化資本市場裡的跨界流動，對關家的規

的那維亞半島出現的社會民主福利劉家，儘管有本身的問題和函 制，使得傳統勞工組織形式不合持宜，就其結果而論也較無成

難，仍可視為進步發展的典範。而且，要不是因為有在路族國家 就。革命運動，甚至是改革主義的運動(例如阿葉德 (AllendeJ

經驗下，擴大再生產架構中相當專心一意的無產階級組織，就不 統治下的智利) ，都遭軍事力量強力鎮壓。

會產生這些典範。我認為，承認這項成就的意義很最要。 但是，維持擴大再生產的強烈困難，也引起對奪取式積累政

雖然專心一意有其成效，郤是以無數排斥為代價換來的。例 治的更高重視。要對抗後者的時候，當初為了抵抗前者而發展的

如，將都市社會運動廣泛整合進左翼議程的嘗試大體上失敗了， 組織形式，卻沒有合宜的轉化。粗略的概推是，於擴大再生產佔

當然，世界上盛行共產主義政治的地方除外。源於工作場所和生 優勢的 1945-73 年期間建立的左翼政治組織形式，並不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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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以後的世界，這時候奪取式積累已經登上前台，成為資

本積累之帝圓主義組織內部的首要矛盾。

結果，出現了一種不同的抵抗政治，最終配備了不同於社會

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另類願景。這項區別很早就由像阿敏( Samir 

Amin) 等人辨識出來，牽涉到他稱為資本主義邊鱷地帶的門爭

時，格外明顯:

內蘊於資本主義擴張的不均發展，已在歷史議程上提出另一種革

命類型，那就是邊陸人民(亦即並非特定階級)的革命。就其反

對令人氏無法忍受的、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發展而論，這種革命

是反資本主義的。但這並不意味這些反資本主義革命，就傾向於

社會主義......。由於局勢力量所致，它們有複雜的性質。其特殊

而新穎的矛盾，在馬克思所構思的社會主義轉變之古典視角中，

並無任何想像，但其表現替後資本主義政權提供了真正內容，那

就是人民的聞家建構，其中，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和國家主義這

三種趨勢結合起來，而且產生街突。

可惜，阿敏繼續指出，許多當代運動

由反對邊睡資本主義造成的、難以接受環境的自發性人民反叛所

餵眷;然而，它們迄今未能提出雙重革命的要求，據此要求，現

代化和普通公民榷的授予必須同步進行;結果，它們的基本向度

一一仰賴退縮回顧的神話一一繼續以形上學關懷依然在整個社會

願景中獨占一切的語言表達自己。 25

25 S. Arnin, 'Social Movements at the Periphery'，收錄於 P. Wignar吋a (ed.), New Social 

Movements În the South: Empoweríng the People (London: Zed Books, 1993),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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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認為奪取式積累並非邊極所獨有，但無疑地，奪取式

積累某些最惡毒殘忍的表現，位於不均地頭發展中最脆弱退化的

地隘。

不過，對抗奪取的門爭會發生於各種不同尺度。有許多是地

方性的，有些是區域性的，還有全球性的門爭，因此，掌控閱家

機器一一傳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首要臼標一一似乎越來

越無關緊要。當這種轉變和對社會主義發展主義的可能成就漸趨

幻滅結合在一起，尋找另類政治的基礎就會顯得更強大。誠如阿

敏的評論，這種鬥爭的目標和目的也是分散的，隨著奪取式積累 叭

所採取的初始、片斷且偶然的形式而定。這裡是棲地的破壞，那

裡是服務的私有化，其他地方則是被驅離土地，另一個領城是生

物盜竊一一每一種都創造出自身的動力。因此，趨勢是仰賴可以

在市民社會中建立的、特設但更靈活的組織形式，回應這些門

。反資本主義、反帝團主義和反全球化運動門爭的整餾領域，

因此必須重新組構，一種很不一樣的政治動力也已經啟動。

對許多評論者而言，這些新興運動挾其特殊性質，搏得

「後現代」的稱號。這正是札帖提斯塔反叛經常被冠上的特性。

雖然對這種運動的描述無疑很貼切，但是「後現代j 的稱號卻令

人遺憾。挑剔一個字眼看似無聊，但實質意涵卻很重要。首先，

由於不可避免附屬於字首「後」的圍有週期性和廢史主義，會造

成某種因難。如我已經指出的，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中，有許多

原始積累和奪取式積累的插曲。濯爾夫 (Eric Wolf) 的研究《二

十世紀農民戰爭>> (Peasa叫做rs of the Twe的ieth Centuη) ，將這

類鬥爭的一個面向安置於比較的觀點中，卻絲毫未曾訴諸任何後

這部文還有多篇文章敏銳反省了這些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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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的觀念。因此，有點令人意外的是納許 (June Nash) ，他 大異其趣的環境下，源自差異甚大的社會與文化基礎，但是都察

對恰帕斯所發生事件的變化，提出了堪稱典範、證據十足的記 覺自身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許多傳統社會主義者認為新興運

載，卻同意以「後現代J 這個稱號描繪札帕提斯塔的情況，但其 動是天真且自我摧毀的，彷彿從中學不到什麼。這種分裂會引起

175 實看待這場鬥爭較合理的方式，是對照原住民和農民長期內爭系 不和，展現於最近在愉港 (Porto Alegre) 舉行的世界社會論撞

譜的背景，他們一直對抗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入侵，以及自圓家 (World Social Forum) 中的某些爭論。巴西工人黨顯然有個「勞
領導的行動奪取他們擁有的任何資產的持續威脅。在社帕提斯塔 工主義」基礎，並且部分以傳統左派手段尋求支持，取得國家權

案例中，我認為特別重要的是，門爭首先出現在低地森林，流離 力後，也使這場爭論更形刺耳，更加急迫。

失所的原住民與混血兒建立了同盟，因為他們一樣貧函，也都被 但是，差異也不能因啟動某種含糊的「諸眾J 概念而遭到掩

有系統地排除在外，無法從任何開採他們居住區域資源(主要是 理。差異必須從分析上和政治上來處理。在分析方面，盧森堡的

石油和木材)的行徑中獲利。後來將這場運動描述為只跟「原住 設想仍然極有助益。資本積累確實具有雙重特性。但是，擴大再

民」有關，與其說是用以描述實際的出身血統，不如說是拿墨西 生產和奪取式積累這兩方乃是有機的連結，辯證地糾纏在一起。

哥憲法保障原住民權利的條款來宣稱正當性。 26 因此，可以推斷(傳統左派十分重視的)擴大再生產場域裡的鬥

但是，誠如拋棄奪取式積累和擴大再生產之間的「有機連 爭，必須放在與反抗奪取式積累門爭的辯證關係中來看待，而匯

命的，將使傳統左派喪失能力且局限視野，訴諸後琨代們爭的觀 合在反全球化和另類全球化運動中的社會運動，其主要焦點正是

念，對反抗奪取式積累的新興還動，也有同樣影響。反全球化運 奪取式積累。如果當前時期已經產生了重點轉移，從經由擴大再

動內部，這兩種思路和組織風格之間的敵意，已經相當明顯。 生產而積累，轉變到透過奪取來積累，而且如果後者位居帝盟主 177 

中一方認為，為掌控國家機器而內爭，不僅無關緊要，還是令人 義行徑的核心，那麼可以推知:反全球化與另類全球化運動內部

分心的幻想。他們說，答案就在於將一切事物在地化。 27 的旨趣，就得承認奪取式積累是必須正撓的主要矛盾。但是，

個陣營也傾向於將工會運動視為一種封閉的現代主義、反動良愿 麼做絕不能忽視其與擴大再生產場域中鬥爭的辯證關係。

迫性的組織形式，因而予以撈棄，必須代之以更流動閑放的後現 不過，這又重新提出了這個問題:並非一切反對奪取的們爭

176 代社會運動形式。譬如印尼和泰圓等地剛萌芽的工會運動，跟札 都是進步的。只要想想美國的民兵運動，或是族裔圈地中的反移

帕提斯塔一樣，對抗完全相同的新自由主義壓迫力羹，即使處於 民情緒，反對「外人」侵犯他們視為古老而神聖的土地權。潛伏

的危險是:對於失游事物的懷舊政治，會取代替貧困且受壓迫居

26 E. Wolf, Peasant 慨7rs of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中erCollins ， 1969); 
民找帶更能滿足其物質需要的辦法的努力;地方的排他政治會在

Nash, Mayan Visions; Morton, 'Mexico'. 各種地理尺度上，主宰了建立另類全球化的需要;退回古老的社
27 這個論點的一個特別強有力的說法，參見C. Hines , Localization: A Global 

會關係模式和生產系統，在一個持續前進的世界中，會被當成一
Manifesto (London: Earthscan, 2000) 。另請見 Wignaraja (ed.) , New Social 

Movements 。 種解決之道。這類問題顯然沒有簡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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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達致某種程度的調解( reconciliation) ，往往相對簡 他們也必須嘗試區別奪取式積累的進步苗和退化面，致力將前者

單。舉例來說，看一看洛伊反對大舉投資於印度 瑪達 導向更廣泛的政治目標，比起許多往往不顧放棄自身特殊性的地

(Narmada) 流域興建水壩的主張。洛伊贊成為貧困的農村人口 方運動，具有更普遍的價值 (valency) 。然而要這麼做，必須找

提供廉價電力。她不是反現代主義者。她反對水壩的理由是: 到某些方法，承認存在於人群中的多重認間(基於階級、性別、

( 1 )相較於其他發電形式，水力發電很昂貴，而農業獲得的灌溉 地方、文化等)的重要性，承認他們回應資本主義入侵方式造就

不IJ~ (鮮少測量)卻很微小; (2) 環境成本似乎很龐大(對環 的歷史和傳統痕跡，因為他們自視為具備特殊且時常矛盾之特性

'l78 境成本從未認真評估，遑論加以測量了) ; ( 3 )大量金錢流入 和期望的社會存有。否則就會產生危險，再度創造出馬克思原始

計畫，受惠的是一小群顧問、工程師、營造公司、渦輪製造商菁 積累描述裡的缺失，而無視存在於被輕蔑地當成門專統J 和非資

英等(其中許多是外關廠繭，包括聲名狼藉的安陸) ，這筆錢原 本主義社會關係及生產系統中的創造性潛力。我們必須找到理論

本能花在更有用的地方; (4) 因為保障了參與公司的報酬率， 性和政治上的辦法，超越模糊混亂的「諸眾」概念，而不跌入

一切風險由閱家承擔;以及( 5 )成千上萬被迫離開他們的土 「我的社群、地域，或社會團體是對是錯J 的陷阱。最重要的是

地、歷史和生計的人，多半既非原住民，也不是弱勢 (dalit) 居 必須努力不懈，耕耘擴大再生產的門爭與對抗奪取式積累的們爭
民，沒有從這項計叢中得到絲毫補償和利益。他們甚至沒有被諮 之間的連結。幸好，這兩種鬥爭形式悶的擠帶，位於國家權力所

詢或告知，結果在某個雨季，政府突然將水壩注滿峙，他們落得 支撐的金融機構安排裡(餵碳於 IMF 與 WTO 中，並以這兩個

站在村子裡水深及腰的水中。儘管這顯然是一場在特定地方以特 組織為象徵) ，已獲得清楚的認識。它們已理所當然成為抗議運

殊方式進行的特別戰役，其普遍性的階級特徵卻很清楚，就和 動的首要焦點。隨著政治問題的核心得到清楚認識，應該有可能

「野蠻的J 奪取過程一樣明白。 28 過去五十年間，單單在印度就 往外打造出廣泛的創造性破壞的政治，對抗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 180 

有三千萬人因水壩計毒而被迫離開家園，這證明了這個過程的廣 的主導體制，後者乃由霸權資本主義勢力強加給這個世界。

泛和蠻橫。但是，調解深深取決於認清:奪取式積累的基本政治

角色，乃是做為一個支點，支撐階級鬥爭的內溺和解釋之道。 著手國主義之為奪取式積累
我自己的觀點(若有任何價值)認為，如果政抬運動旨在造

成任何宏觀且長期的影響，必須克服對失落事物的懷舊，立在且要 二十世紀初，張伯倫( J oseph Chamberlain) 併吞維瓦特斯

準備承認，憑藉有所限制的奪取形式(例如，透過土地改革，或 蘭(Witwatersrand) ，導致英國捲入波爾戰爭 (Boer War) ，黃金

fi9 是像森林共同管理等新決策結構)移轉資產，可以有正面獲益。 和鑽石資源顯然是主要動機。然而，如我們先前所見，他之所以

改奉帝盟主義邏輯，乃源於無法找到處理英閻長期資本過度積累

問題的內部解決方案。這種無能為力，與內部階級結構息息棺

28 Roy, Power Politics. 闕，後者阻礙了剩餘資本在國內社會改革和基礎建設投資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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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運用。布希政府以軍事介入中東的動力，同樣也跟更穩固

地控制中東石油資源有關。自從卡特總統首次宣布，美國準備使

用軍事手段，確保中東石油源源不絕流入全球經濟的政策以來，

運用這種控制的需要就穩定地節節高升。由於全球經濟衰退與油

價高漲有關，因此普遍降低油價可視為一種策略，試圖對應過去

三十年間產生的長期過度積累問題。如同前一個世紀末於英圈發

1的 生的情形，這些年間因階級利益的構造，阻礙內部改革與基礎建

設投資，也在美國政治白漸轉趨公然擁抱帝圓主義方面，扮演了

要角。憑此，將美關入侵伊拉克視同英國捲入波爾戰爭，是挺誘

人的想法，兩者都發生在霸權沒落的初始階段。

但是，軍事干預只是帝關主義的冰山一角。掌握霸權的國家

權力，其典型部署是要確保及促進那些不對稱交換關係得以運作

的外部和圓際機構安排，藉此嘉惠霸權國家。憑藉這種手段，實

際上可以從世界各地榨取貢賦。自由貿易和愣放的資本市場已成

為主要手段，藉以梅益於以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為根據地的壟斷勢

力，這些國家已經支配了資本主義世界的貿易、生產、服務和金

融。因此，奪取式積累的主要媒介，是經由美國(及少數歐洲)

勢力支持的 IMF 和 WTO 執行的機構廳力，迫使全世界的市場

照放，並針對那些不肯卸除保護的圈家，拒絕它們進入美國自身

的廣大市場。

然而，如果沒有出現擴大再生產所導致的長期資本過度積累

問題，結合了在政治上拒絕採取內部改革解決這些問題，這一切

都不會取得當前的這種重要地位。奪取式積累做為一績解決之道

的重要性提升，以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的國際政治蹦起為象徵，

叫 並與世界上某處地方掠奪性資產貶值的週期性發作有關。而且，

這似乎是當代帝觀主義行徑的核心。簡言之，美圓資產階級軍新

發現了英圓資產階級在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會發現的東西，如那

第是章奪取式積累 141 

蘭所述， r單純盜取的原罪J 促成了資本原始積累， r為了避免

積累動力突然消失，終究必須重現J 0 果真如此，那麼「新帝關

主義」似乎不過是舊時過往的重訪，雖然置身不同時空。這是否

就是一切事情的適當概念化，還有待評估。



第 5 章

同意到脅迫

資本主義類型的帝盟主義，起源於領土權力邏輯和資本主義 183 

權力邏輯之間的辯證關係。這兩種邏輯不一樣，絕對不可以棺互

化約，但又緊密交織在一起。它們或許可以理解為彼此的內在關

係。但其結果可能隨著地方和將問而大異其趣。每個邏輯拋出γ

必須由另一個邏輯合納的矛盾。例如，資本的不斷積累在領土邏

輯裡造成周期性危機，原囡是需要創造出與之平行的政治/

權力的積累。當政治控制在領土遲輯裡產生移轉，資本流動也必

須轉變以求適應。閻家根據自身的特殊規則和傳統管理事務，造

就了特殊的治理風格。這裡就建造了一個基礎，供不均地理發

展、地緣政治鬥爭，以及各種帝關主義政治形式運作。所以，若

未能先掌握資本主義國家各種變貌的理論，就無法理解帝國主

義。不同國家產生不同的帝國主義， 1870-1945 年悶，英閥、法 司的

函、荷蘭、比利時等國家的情況就很明顯。帝國主義，和帝圈一

樣，有多積不同樣式和形式。郎使有種種的偶然和意外一一有聽

於合納於領土權力邏輯裡的政治門爭，也不可能會是其他模樣

一但我相信，若援用雙葷的辯證，便能大有長進，針對獨特的

資本主義式帝團主義，建立起一個堅實的詮釋架構，而雙重辯證

首先是領土權力邏輯與資本主義權力邏輯，其次是資本主義國家

的內部關係與外部關係 o

秉持這個觀點，我們可以考察美圓最近從新自由主義到新保

守主義帝圓主義的形式轉變事例。資本主義全球經濟為了回應

1973-75 年的過度積累危機，經歷了激烈的重新紐構。金融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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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構連資本主義權力邏輯的主要手段。可是，一旦開啟金融資 了資本移動能力跨越空間的輕易和流動不居，以及越來越忽視閻 186 

本的潛朵拉盒子，要求國家機器本身有所謂整適應的壓力也會增 家邊界的空間互賴網絡。

加。由美關和英閻帶頭，許多劉家逐步探取新自由主義政策。其 不過，這儷系統的利益高度集中在一小群多盟公司執行長、

他國家不是企闊仿效主要的資本主義強權，就是經由 IMF 施加 金融家和食不IJ者 (rentiers) 階級手上。某種跨國資本家階級出現

的結構調整政策而被迫為之。新自由主義閻家的典型就是嘗試將 了，但他們集中於華爾街和其他中心如倫敦和法蘭克福，以之做

公地屬問起來(私有化) ，並建立一個聞放的商品和資本市場架 為配置資本的安全所在。這個階級向來仰賴美悶，保護其資產價

構。它必須維持勞動紀律並培育「優質商業環境J 。如果某個國 值及遍布全球的財產與所有權。雖然經濟力量看似高度集中於美

家辦不到或不願這麼做，它就是甘冒被歸類為「失敗」或「惡棍J 國，但還是可能且確實產生了其他金融權力的領域集中。眾集於

國家的風險。結果就是獨特的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掘起。奪取式 歐洲和日本市場的資本，可以獲得它們的那份報償，一如幾乎所

1[55 積累從 1970 年以前的陰暗位置中再度浮現，成為資本主義邏輯 有將自身正確安置在資本主義體制母體的食利階級。債務危機也

視的主要特色。在其中，它擔負起雙重的職責。一方面，釋出廉 許震撼了巴西和墨西哥，流動資產危機或許摧毀了泰盟和印尼經

償資產提供廣大場域吸收過剩資本。另一方面，它提供一種手 濟，但是這些國家裡頭的食不可者，不僅保存了資本，實際上還提

段，讓最虛弱且脆弱的領域和居民蒙受過剩資本貶值的損失。假 升了自己的內部階級地位。特權階級可以把自己密封在孟賢、塑

使變化多端及無數借用與流動資產危機，要成為全球經濟的特 保羅和科威特金碧輝煌的緊眉監視，同時享用他們在華爾街投資

{毀，就要有帝關主義協調這一切，透過像 IMF 這種機構，保護 的報酬。因此，華爾街雖然金錢充斥，但並不意味美關人擁有那

資本積累的主要核心兔於貶值。這正是華爾街一財政部 IMF 性錢。華爾街的問題在於，替它所掌控的所有過剩貨幣，無論是

複合體，聯合歐洲和日本當局，在過去二十餘年成功辦到的事。 由美麗人或外聞人持有，尋求有利可圓的用途。

然而，轉向金融化有許多內部成本，諸如去工業化、快速通 資本家階級勢力的地理散布，不僅適用於食不IJ者和金融利

貨膨脹的階段，隨後是信用的局，以及長期結構性失業。首先， 益;生產資本利用空闊的易變性和變動的領土邏輯。電子產品、 187 

美國就失去了生產優勢，某些部門如關防、能源及農企業等除 鞋類與襯衫的大型跨國公司，利用地理移動性而明顯獲利。但

外。商品與資本全球市場的閱放，令其他圓家得以將自身納入全 是，某些其他的社會懂體也向樣獲利。例如，華人流離

球經濟體，首先擔任剩餘資本的吸收者，隨後成為剩餘資本生產 ( diaspora) 的企業群體，正是自為同時擁有從移動狀態中抽取利

者。它們接著就成為世界舞台上的競爭者。或可稱為「次帝國主 潤的手段和傾向而提升地位。台灣和南韓承包商選主拉丁美洲與

(sub-imperialisms) 的競爭者蠅起了，不止在歐洲，也在東 南非，表現格外出色，雖然他們的員工承受著可憎的痛苦。 1

亞和東南亞，因為每個資本積累的發展中心，都為了自身的剩餘

資本而尋找系統化的時空修槽，界定出領域性的勢力範圈。然
1 G.H訓， Disabling Globalization: Places of Power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而，這些勢力範園彼此重蠱、相互滲透，而非相互排斥，這反映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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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世界的獨有特色，在於漸趨跨圓的金融家、執行長和 助和焦慮J 的普遍情緒，有助於導致「一種新型民粹派政客蹦

食利者的資本家階級，應該仰賴領土霸權保護他們的利益，並且 起J '而且可能「輕易轉成反叛J 0 2 

建立制度架構，以便麗聚世界財富，中飽私囊。這個階級甚少留 但是當時反全球化運動已經開始浮現，攻擊金融資本及其主

意受地方約束的或圓族的忠誠或傳統。它可能是多種族、多族 要機構 (IMF 和世界銀行)的勢力，試圖恢復公有地並要求一個

裔、多元文化及寰宇主義的( cosmopolitan )。如果出於金融的迫 國族、區域及地方差異得以蓬勃繁榮的空間。由於國家顯然站在 î8~1 

切需求及利潤追尋，必須關閉廠房，並降低他們自家後院裡的製 金融家那邊，而且總是在奪取式積累政治裡擔任主要行動者，所

造業產能，那就這麼辦。例如，美盟金融利益對於破壞美圓的生 以這場運動仰賴市民社會裙的機構，改變各種尺度的領土權力邏

產霸權地位，一點也不擔心。這個體系在柯林頓主政持期達到高 輯，包含極小的地方和全球(像是環境運動的情形)。詐騙、劫

峰，當持魯賓一桑默斯( Rubin-Summers )掌管的財政部精心協 掠和暴力盛行，激起了許多暴力回應。據稱與市場的合宣運作配

調關際事務，以迎合華爾街食利者的利益，儘管這麼做往往要承 套的表面文明教養，實際上微不足道。遍及全世界的抗議運動，

擔高風險。高潮是 1997 到 1998 年問，針對來自東亞與東南亞 絕大部分都遭關家權力冷酷鎮壓。低層次戰事在全世界激烈展

的競爭施以規訓，以致日本和歐洲金融中心，但尤其是美國，能 開，通常有美國的暗地介入和軍事援助。

夠毫不費力摟奪資產，以其他地方的大規模貶值和生計破壞為代 這些反對運動迴避傳統的勞工組織形式，像是工會、政黨，

18ß 價，擴大自己的利潤來源。然桶，這不過是約莫自 1980 年以 甚至對國家權力(現在看來是無望的妥協了)的追求，轉而仰賴

來，折磨聞發中世界許多地方無數債務和金融危機的一個事例。 息身自主的社會紐織形式，正式設立屬於自己的非正式領土權力

海外的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傾向於在國內製造長期不安。 邏輯(例如札帕提斯塔) ，以改善他們的命運或抵擋掠奪性資本

許多中產階級人士開始捍衛領土、關族和傳統，視為武裝自己抵 主義侵害為目標。一個急速成長的非政府組織運動(部分接受了

抗掠奪性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辦法。他們試園動員領土的權力 政府資助)試圖控制這些社會運動，並引導它們朝向特定渠道，

邏輯，保衛他們兔於掠奪性資本的侵害。一度將圓族國家與帝圓 其中有些非政府組織是革命性的，但其他則要適應新自由主義權

緊密結合起來的種族主義和國族主義，在小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 力體制。但結果卻是一大醫騷動的地方性、分散且高度分化的社

的層次再度浮現，成為一種組織武器，來對抗金融資本的寰宇主 會運動，不是正韶迎戰，就是拖延由金融資本和新自由主義閻家

義。由於將問題怪罪給移民，是轉移對菁英利益注意的簡便方 協調整合的帝國主義新自由主義行徑。

法，以種族、族群特性( ethnicity )和宗教為基礎的排他政治遂 新自由主義本身固有的反覆無常，最終反過來困擾美國的心

蓬勃發展，尤其是在歐洲，新法西斯運動開始獲得可觀的群眾支 臟地帶。始於 1999 年高科技 dot. com 經濟的經濟崩潰迅速蔓 1DO 

持。 1996 年，企業和金融菁英群集在達(弗斯 (Davos) ，當時他

們擔憂，工業民主體制內部對全球化「高漲的反挫J '有可能
2 Klaus Schwab and Claude Smadja，引用於 D. Harvey, Space 0/ Hope (Edinburgh: 

f對許多國家的經濟活動和社會穩定，造成分裂性的影響J 0 r無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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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揭露了許多原本認為是金融資本的東西，實際上是由可恥的

會計業務及空中樓閣資產支撐的、無法贖盟的處擬資本。甚至在

911 事件以前，新自由主義帝團主義內部顯然就已經衰弱，連華

爾街的資產價值都不{呆了，新自由主義及其帝國主義的特殊形

式，已經沒有多少好日子了。主要議題是，領土權力邏輯和資本

主義權力邏輯之間，現在會顯露出什麼樣的關係，會產生哪種帝

關主義。

一名皈依的基督徒喬治﹒布希 (George W. B ush )幸運當選

總統，使一群新保守主義思想家能接近權力。新保守主義誓就像

先前的新自由主義者一樣，資金充裕，並組織為數眾多的「智

庫J '長期以來都想讓政府接受其議程。那是不問於新自由主義

的議程，其主要目標是在內部和世界舞台上都建立及尊重秩序。

這意味了層峰要有強勢領導，底層要有堅定不移的忠誠，並搭配

建立一個既安全又清楚的權力階層。對新保守主義運動而言，嚴

守道德原則也很最要。在這方面，它在崇奉非常特殊信仰的原教

旨主義基督徒那裡，找到了骨幹和選民基礎。例如，替 911 事件

，法威爾 (Jerry Falwell) 和羅伯森 (Pat Robertson) (這

場運動裡的稿名主要領袖)提出看法，認為這個事件是上帝對於

容忍墮胎和同性戀的縱容社會發怒的跡象。稍後，在某個收視率

最高的美國電視時事節日裡，法威爾宣稱穆罕默德 (Muhammad)

是第一餾頭號恐怖分子，其他人則表達支持猶太復國主義

(Zionism) ，以及夏隆 (Sharon) 加諸巴勒斯損人的暴力行為，

思為這將導向世界末日善惡大戰( Armageddon )和基督復臨

(Second Coming) 。對於《啟示錄》及世界末臼善惡大戰的信仰

很普遍(雷根就是(自信徒)。歐洲人尤其難以理解，大約有三分

國人口堅決信奉這些借念(包括創世論，而不採進化

論) ，這意味了接受戰爭的恐怖(尤其是在中東) ，視之為在俗世

第 5 章同意到脅迫 149 

完成上帝意旨的前奏。現在，美國軍方大力在這些觀點盛行的南

方招募新兵。

雖然新保守主義者了解，他們無法繼續掌權以堅持這種見

解，但不可低估摹督公義的影響。未能針對夏隆對巴勒斯坦人的

暴力鎮壓(原教旨主義者將之詮釋為邁向世界末臼善惡大戰的積

磁腳步)施以任何限制，就是個好例子。在與阿拉伯世界的衝突

中，很難防止這些態度滑向基督教十字軍對抗伊斯蘭學戰的修

辭，從而將杭廷頓 (Huntington) 難以令人倍服的文明必然衝突

論點，轉變為地緣政治的事實。 3

新保守主義的外圓政策憲章，鋪陳於 1997 年施行的 f新美

國世紀計畫J (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η) 0 4 一如

路斯 (Luce) 在 1941 年的做法，這偶標題提及一個「世紀J '而

非領土控制。因此，它刻意重讀史密斯在路斯報告中所揭發的所

有遁詞。 5 這項計畫「致力奉行一些基本命題:美圓的領導地位 192 

同時有益於美圓和世界;這種領導地位需要軍事力暈、外交能

力，以及遵奉道德原則;但是今日幾乎沒有政治領袖為了全球領

導地位而抱持這種主張。 J 這標所牽涉的原則，在布希於 911 過

年紀念發表的聲明中清楚提出(前文第一輩已有那述)。雖然認

得出這些原則是獨特的美閻價值，卻呈現為普遍適用，運用某些

字眼，像是自由與民主、尊重私有財產、個人和法律，全都包裹

起來成為全世界的行為規範。這項計畫也試圖「單振支持強大立

遵循原則的美國圓際涉入政策J 。這意味了輸出適當的行為規

3 S.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α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4 綱站是 www.newamericancentury.org 0 

5 參見 Smi品， American Empir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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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以及如果有必要的話，強行施加給世界其餘地方。然而，大 的嚴格控制已然展愣。非法將囚犯拘禁於關塔納摩灣

多數計畫核心成員，來自先前雷根與布希政府的路防體制。他們 (Guantanamo Bay) ，也沒有律師代表，不分青紅皂白圍捕「嫌

又EI三 一工業複合體J 的車要代表，艾森豪很早以前就明白警 j心，許多人被拘留好幾個月，無法獲得法律諮詢，遑論審判。

告過要防範他們的勢力，他們卻在當根時代力量大增。他們大多 警察可以任意扣留任何有「恐怖活動j 嫌疑者，甚至可能包括那 '!(j4 

加入了新布希政府。柯林頓政府的關鍵位龍是在財政部(由魯賓 些參與反全球化運動的人士，而這一點很快就昭然若揭。嚴格監

和桑默斯統轄一切) ，新布希政府則仰賴國防專家一一錢尼 督技術紛紛引進(美國聯邦調查局有權取得關書館借書、

(Cheney) 、倫斯斐 (Rumsfeld) 、伍夫維茲 (Wolfowitz) ，以及鮑 網路連線的紀錄，學生註冊、水肺潛水俱樂部成員的紀錄等)。

威爾 (Powell )一一擬定圓際政策，並倚靠一位基督教保守派 行政機構也把握機會，削減各種窮人方案(以為國犧牲的名

一一艾希克羅( Ashcroft) 一一擔任司法部長管控盟內秩序。因 義)。政府還施行一項減稅方案，無恥偏袒僅佔人口百分之一的

此，布希政府也新保守派把持，深深受惠於軍事一工業複合體 (以刺激經濟的名義) ，甚至還提議取消股息的稅賦，奢望

i93 (以及少數其他美圓主要工業部門，例如能源和農企業) ，並由原 這或許能夠撐住華爾街的資產價值。但是這些政策，加以對權利

教旨主義基督徒支持其道德判斷。他們的工作就是在領土權力邏 法案和美國憲政的公然違犯，只能仰賴帝國主義式的對外戰爭來

輯內，鞏固少數領導的政治議程背後的力量。這麼做的時候，他 維繫，這正是華接頓、麥迪遜和其他許多人很久以前就體認並感

們非常清楚內部和外部秩序的關聯。他們直覺接受那蘭的觀點， 主IJ畏懼的事情。有學於 911 事件所蘊含的威脅，以及壓制異議的

那海外帝國需要閻內暴政，但他們用不同的話來說。海外軍事活 氣氛，那麼連自由主義的意見，都會轉而隱身於入侵阿富汗、擊

動需要圈內有軍事化的紀律。 潰塔利班 (Taliban) ，以及全球追捕蓋達組織 (al Qaeda) 等念頭

伊拉克長期以來是新保守主義分子的主要關切，但困難在 背後。

於，按他們的說諦，如果沒有「珍珠港規模J 的災難事件，公眾 為了維持這股動力，實琨他們的野心，必須啟動美關政治的

對軍事干預的支持就不太可能實現。 911 事件提供了千載難逢的 偏執作風。新保守主義者老是切唸著伊拉克、伊朗和北韓，還有

機會，掌握一個社會團結和愛國主義的時刻，建構一個美盟國族 幾個其他所謂「流氓國家J 對全球秩序造成的威脅。不過，在這

主義，藉以替各種替國主義行徑和內部控制提供基礎。大多數自 背後總是潛伏著中國的身影，長期擔心它在世界舞台上是無法預

由主義者，甚至那些先前批評美關帝圓主義行為的人，都支持政 料的潛在強大對手。新保守主義者和軍事 工業複合體的聯盟，

府發動戰爭對抗恐怖主義，以及為了盟家安全，準備犧牲某些公 在 1990 年代期間，迫使柯林頓增加軍事支出，準備同時打兩場 '195 

民自由。不愛闋的指控被用來歷制批判的爭論，或是深具意義的 瘟域戰爭(例如，對抗像伊拉克和北韓這種「流氓國家J) 。主要

異議。媒體與政黨站在同一陣線。這使政治領導階層，在幾乎沒 是伊拉克，部分原因是它的地緣政治位置和獨裁政權，坐擁石油

有任何反對意見下，制定了壓制性的法律，鼓著名的是愛國者法 資源而使其兔於金融規瓢，但也是因為它威脅要領導一個世俗的

(Patriot Act) 及國土安全法 (Homeland Secu說ty Act) 。對公民權 泛阿拉伯運動，可能支配整個中東地髓，還能憑其控制j石油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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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挾持全球經濟。記得卡特 (Carter) 總統會堅持，不會容

忍任何以這種方式利用石油的企圈，而且美車在這個地隘的直接

涉入，至少可以追溯到 1980 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並未在巴格

達導致政權更替，部分原因是聯合圓並未授權這麼做。強加給伊

拉克的解決方案，雙方都不滿意。對伊拉克人強行實施禁運和制

裁;派武器檢察官入境，但隨後遭驅逐出境;運用軍事威脅保護

北方自治區的庫德族人 (Kurds) ;英美協同巡邏北方與南方禁

航區 (no-位y zones) ，形同一場低層次戰爭持續在伊拉克上空進

行。柯林頓稱伊拉克為「流氓國家尸採納了移轉巴格達政權的

政策，但是手段局限於祕密行動和公開的經濟制裁，新保守主義

者貝IJ吵嚷著這種辦法不會奏效。

9日事件後，新保守主義者得到了他們的「珍珠港J 0 困難

在於伊拉克明顯與蓋達組織無關，而且必須優先打擊恐怖主義。

196 入侵阿富汗，使軍方得以實地測試許多新武器裝備，簡直就像是

彩排他們可能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的行動。在過程中，美國在烏

茲別克 (Uzbekistan) 和吉爾吉斯 (Kyrgyzstan) 駐鹽，位於襄海

盆地 (Caspian Basin) 油田的打擊距離內(油田的儲量仍是倡

謎，中餾正激烈奮戰以取得據點，藉以確保自身供應滿足迅速增

長的翰內需求)。六個月內，隨著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遭擊垮，

美函政府開始轉移注意力到伊拉克。到了 2002 年夏天，美國決

心無論如何都要以軍事手段強迫改變巴格達政權，已經是明顯的

態勢。唯一值得關注的問題是，要如何向美閻公眾和鷗際解釋這

種做法的正當性。由此刻起，美觀政府訴諸各種障版法，每天更

改辭令，提出毫無根據的斷言，猶如它們是經過證明的事實(第

一章已有所描述)。它試圈建立一個志搬聯盟，由英盟扮演領導

角色，因為英國已經深深捲入伊拉克的臼常軍事行動(所以很難

抽身退出)。起初，美盟不讓聯合國有任何角色，甚至宣稱無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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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囡囡會同意，但是在這幾點上，它必須對關內和關際兩方面的

政治壓力做出一些讓步。但是，它故我不倦培植 911 事件之後創

造的新國族主義，並於轉移伊拉克政權的帝國主義計叢中加以利

用，視為圓家安全的重要成分，同時，它利用帝圓主義計畫實施

更為嚴密的圈內控制(還因為國內陣線遭恐怖攻擊的警訊及其他

安全憂慮而更形猖狂)。不幸地，再度如那蘭的機敏評論所述，

若不訴諸種族主義，就無法完成圓族主義和帝屬主義的連結，桶 '197 

且，阿拉伯人與伊斯蘭教敗壞的公共形象，以及針對來自阿拉伯

國家訪客和移民的宮方政策，都顯示了美關種族主義的高升趨

勢，很可能在國內和國際上造成難以形容的未來損害。

雖然當前局勢快速變化，還伴隨有官方聲言的一實障限法，

但仍然可以大略看出新保守主義帝國主義計畫的方向。因此，我

最後要以概述這個方向並評估其反對力章作結。

新保守主義者指望伊拉克的重建，能夠沿著第二次大戰後臼

本和德闊的先驅路線推動。伊拉克將被解放，投入開放資本主義

的發展，最終順著西方的路線，以創造富庶的消費社會為目標，

成為中東其他地方的模範。在美國政府領導下，配置必要的社

會、制度和政治基礎建設，但j逐漸轉讓給侍從主義的伊拉克政府

(最好像日本自由主義政黨一樣軟弱)。伊拉克將持續解除武裝，

但接受美圈駐紮在波斯灣地區的軍隊保護。 6 伊拉克的石油會被

馬來把注章建，支付某些戰爭費用，而且希望能以足夠低廉的價

格，輸送到世界各地市場(很方便地以美元前非歇元計算) ，以

引燃全球經濟的復趣。

然間，這並非新保守主義帝國主義野心的極限。他們已經聞

始提到伊朗(伊拉克遭佔領後，將被美軍完全包窟，並受到明顯 198 

6 這套方案在 Johnson. Blowback 一書中有詳實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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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 ，並對於提及「後果」的敘利亞，提出了指控。這些言論

已經變得非常明顯，以至於英國外相很慎重地明確聲明，英國完

全不願意參與任何對抗敘利亞或伊朗的軍事行動。但是新保守主

義的立場，正如關防部長倫斯斐向來明確表達的，美蠻不需要靠

英關實現目標，如果有必要，美劉會獨自行動。敘利亞和伊朗承

受的壓力不斷增強，美國也關注沙烏地阿拉伯的國內改革，預防

任何伊斯蘭主義者的接管儘謀(這畢竟是賓拉登的首要目標) , 

並藉此處理激發對抗美闊的原教旨主義詞f[誨，大多是由沙烏地阿

拉伯人支持的事實。此際，美國正在伊拉克磨練一種稱為「震驚

和敬畏J 的軍事能力試驗，具有同時摧毀北韓瞄準漢城的幾百枚

遠程大砲的威力。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在一次十二小時的襲擊

裡，摧毀北韓的一切軍事力最及核子能力。

這一切的背後，潛伏著某種地緣政治的視野。(占領伊拉克、

沙烏地阿拉伯實行可能的改革，以及令敘利亞和伊朗某種程度屈

服於優勢的美國軍力和活動，美關就能夠確保歐亞大陸塊土的重

要戰略橋頭堡，第二章曾經指出，那裡剛好是產油中心，現在不

199 僅供應燃料(還會繼續供應燃料至少五十年)給全球經濟，還供

給每個膽敢對抗美國軍備的大型軍事機器。這應該能確保接下來

五十年，美國持續握有全球支配地位。如果美國能鞏固它與東歐

關家的問蟬，像是波蘭和保加利亞，以及(很有問題的)土耳

其，下至伊拉克，進入緩靖的中束，美國就擁有實際現身於此的

'貫穿歐頭陸塊，割開一道戰線，將西歐與俄國及中國分隔

閑來。據此，美國將處於軍事和地緣戰略位置，得以在軍事上控

制全球，並透過石油而在經濟上主宰世界。考慮來自歐盟，或甚

至更重要的中國的任何可能挑戰，這麼做就格外重要了。中國做

為經濟和軍事強權的復現，以及據有亞洲領導地位的潛力，像是

對新保守主義者的讀大威脅。看來，新保守主義者根本就是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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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項完全支配地球的計畫。 7 在美利堅盛世秩序井然的世界

中，期望所有地區都能在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大傘下欣欣向榮。

根據新保守主義的觀點，世界其他地方(至少全體擁有資產的階

級)應該且必將滿懷感激，感謝四處都有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所容

許的經濟發展安鬧。

當然，懸而未決的大問題是，這項計蠹行得通嗎?即使是布

希政府的成員以及軍方人員，無疑也有成員不僅懷疑計蠢的可行

性，還積撥反對。政府內部勢力的均衡，目前是偏向新保守主義

陣營，但不見得會繼續如此。例如，局勢將大幅取決於新保守主 200 

義派的聲譽，是否會隨著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而升高或降低。

如，針對這是一場解放戰役而非佔領伊拉克的說法，在漫長及混

亂的巴格達佔領期間，將會引發嚴重後果。

但是，反對新保守主義帝盟主義的外部力量卻難以應付。首

，這項計畫越是詳盡清楚，幾乎越能確定會迫使德、法、俄、

中及其他關家形成聯間，絕對不會缺乏力囂。正如季辛吉的鑫慮

(參見前文) ，一個相對統一的歐亞權力集閣，若與美關對抗，不

必然會輸掉競爭。此外，假使美關果真強行進入伊朗或敘利亞，

則英圓茁對屆時顯然是自私自利的美國帝國主義，幾乎肯定必須

放棄支持。幾乎可以確定的是，那些曾經違反人民意願支持美國

的歐洲政府(例如西班牙和義大利)將會垮台，這將使歐洲轉變

為一個比目前狀態更為統一的權力集瘤，反對美盟的計章。隨著

美國越來越孤立，聯合關內部的全球對立也很可能大為增強。

新保守派虛擲許多美國的道德領導能力，而藉由真正的問意

來領導的能力也大為減弱。甚至美國的文化影響力也臼益衰落。

實際上，美關必須嘗試在聯合國收買同意(幾乎把聯合國當成是

7 Armstrong, 'Dick Cheney's Song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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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 一種傳統的芝加哥選懂政治)。但是，部使土耳其這個北大西洋 運動加油添火，甚至到能夠選出政府的地步，就像巴西的魯拉

公約組織成員，面臨嚴重經濟困頓以及報復後果的威脅，收質土 (Lula) ，即使沒能擊退新自由主義運作的地盤，選出的政府也會

耳其還是失敗了，這足以說明一個更深刻的問題。世界上任何地 試圖舒緩。再者，也沒有任何事物能通止滑入協族主義和排他性

方，找得到的真正同意，少之又少，最接近的同意在英圈，但看 政治，以之做為防禦新自由主義掠奪的方法。隨著美觀本身也是處

在英國民眾眼裡，還是很成問題。美國已經放棄訴諸問意來掌握 來越轉向種族主義，視之為連結盟族主義和帝閻主義的橋樑，這

霸權，反而越來越透過脅迫強制來支配。誠如鮑威爾的說法，成 種分裂崩解也將十分難以抑止。

為 f集屬老大J 是美閻長久以來的渴望(參見前文) ，但他主張 除此之外，還有個重大的問題是，新保守主義帝關主義計畫

這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大家信賴美國做正確的事，但如今這種聲 如何能為阿拉伯人及更廣大的伊斯蘭世界所接納。就這點而言，

言已經不可靠了。 2003 年 2 月 15 日的反戰遊行裡，全世界的 新保守主義者正步上特別危險的地勢。當先，與阿拉伯世界建立

聚集人數令人注日，代表人民全球對抗的高漲趨勢，這是一股必 任何友好關係，都必須仰賴針對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街突，提

須全力對付的力量。 出行得通的解決方案，布希政府對此幾乎隻字未提，除了偶爾發

新保守主義者強烈相倍，一旦他們在全世界建立秩序，並展 出允諾的聲音，通常只是為了回應外在壓力(尤其是英國)。表 203 

示秩序帶來的好處，全球各地人民及政府對他們聽武主義的反 醋的冷漠及不肯嘗試約束夏陸的以色列政策，原因在於美關境內

對，就會大幅消除。這個願景中並非只有微渺的烏托邦思想，但 猶太復盟主義勢力的非神聖同盟，得到原教旨主義基督徒以其末

郎便只有部分實現，也都必須取決於產生了什麼樣的好處，以及 世論為由的大力支持。不能從美圓帝閱勢力在這{居區域的部署

它們可能會如何分配。然而，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看法有 中，提出任何巴勒斯坦解決方案，對阿拉伯世界內部甚至其他世

戶后蠶蠱，都相信商品和資本的自由市場，就包含了傳遞自由與褔 界而言，都是對美國的一項恆久打擊。無疑地，這會是反抗的源

利給所有人時所需的一切。就這一點已經被證實為假而論，新保 頭，展現為對抗以色列和美闋的零星暴力行動，也許也會激起穆

守主義的一切所作所為，就是要將新自由主義在全球展開的低皮 斯林世界的內部革命。其次，認為伊拉克可以做為示範計畫，

20之 衝突，轉變為據稱能一次解決問題的戲劇性對抗。這依然會延續 得伊斯蘭世界脫離自身的原教旨主義及其反民主道路，這種看法

義於奪取式積累的政治經濟情勢(奪取伊拉克石油是最明目張膽 乃基於一個即使不算荒謬、也過於遷強的命題，就是伊拉克在美

的起點) ，對當代資本主義所產生的、不斷惡化的不平等，也徹 圈指導下，能夠一夕之問轉變為繁榮富庶的資本主義民主圓家。

底坐視不管。事實上，假如新保守主義的紙稅政策還能走下去， 就此而論，伊拉克的抉擇確實有些道理，因為它是一個不僅擁有

他們就會盡全力加強道路不平等，理由大概是他們認為，放長遠 石油財富，還有大量科學天才和科技的圓家;在美國和薩達姆

來看，以這種方式酬賞創新和才能，可以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因 (Saddam) 聯手毀掉之前，它也有重要的製造業和農業基礎。剩

此，我們可以期待，對抗奪取的全球門爭會逐漸增加，而非減 餘資本當然會在這個基礎的大舉重建裡找到出口，但若考慮仍舊

少，也會有漸增而非減少的騷亂，它能為反全球化和另類全球化 廣泛調節貿易和金融流動的新自由主義規則，以及過度積累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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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情況，接下來幾年內，嬰兒到伊拉克變身為如同南韓的狀態， 因此，除了美國為資助戰爭而承擔沉重債務外，沒有多少選

恐怕有眩難。而且，就算伊拉克開始轉變，也很難看出這會產生 擇餘地。即使在最佳狀況下，美關暴增的預算赤字，其普遍效果

任何示範效果，只消看看在過去一十年間獲得美圓大力支持， 都不會是良性的。但在目前經濟停滯、資產價值下跌，以及稅收

204 經試圖追求一條資本主義風格經濟發展道路的園家({;象巴基斯坦 消失的環境下，這種花在軍事目的上的赤字，很可能會加深經濟

和埃及)所經歷的各式各樣發展失敗。佔領期問伊拉克經濟發展 衰退，而非從內部助長經濟復甦。軍事支出有詩候被當成(例如

能有些許希望的唯一環境，乃是全球經濟復甦，而且規模要比第 盧森堡就這麼懇)一項經濟刺激(有時稱為「軍事凱因斯理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復聽更大才成。 論J) ，但它頂多只在非常短期內有效(大約是替換耗盡的裝備和

這就帶領我們以更批判的視角，討論當前盛行的經濟環境議 軍備所需的時間)。而且，以當前局勢而言，所有來自這方面的

題，以及先前概述的過程在什麼程度上會指向一個資本主義權力 短期刺激，都完全被衰退的消費者信心和恐懼氣氛(由政府為了

邏輯，而該邏輯無論如何都與新保守主義帝聞主義企圖強加的特 自身目的而直接利用)抵銷，抑制人們去旅行或從事任何看似冒

定領土權力邏輯相符或適應。雖然一如往常，很難提出任何肯定 險的活動。囡此，航空公司不是接近破產，就是已經倒闕，觀光

的預測，但這兩個邏輯之間即使沒有全然矛盾，至少也有深刻的 業和休閒活動也深陷經濟困境。工作和社會保讓(例如健康保

不一致。果真如此，則無論是領土邏輯或資本主義邏輯，都必須 險，甚至是退休金)的喪失，在全美經濟中不斷自響。例如，目

讓步或是面對慘痛的後果。那麼這種分裂的主要跡象是什麼? 前紐約市的經濟狀況，比起 1973ω5 年的經濟危機還要險峻，而 206 

首先，有戰爭本身付出的代價。它不會少於兩千億美元，還 其預算赤字情況，可望在幾年內將它逼向技術性破產。

可能更多。有資助戰爭的大量剩餘資本是確定的，但它會要求報 這個問題由於美屬經濟炭度可危的觀際地位而惡化。現在，

酬率，還要不是意昧著問防與重建包裔的利潤，就是(或是)政 外國人持有超過二分之一的美圓政府公債，以及 18% 的公司償

府公償的利息支出。丟炸彈不是生產性的投資，不會回收價值到 (和大約 1980 年相較，比率超過兩倍) ，美國現在依賴每天超過

流通和積累過程，除非我們考慮將石油價格降到每桶 20 二十億美元的淨外資流入，掩蓋它與世界其他地方問持續升高的

當做在伊拉克軍事行動的部分報酬率。當然，可以挪用伊拉克石 經常根赤字。 8 誠如前文所述，這使美圓經濟非常容易遭致資本

?串支付戰爭費用，但這將大舉排擠關內再發展的用途，從而阻礙 外逃的傷害，這種跡象已經於世界市場的美元相對價值下跌中顯

205 伊拉克扮演資本主義發展示範計畫角色的可能。根據各種說法， 現。形勢即將朝危險的方向扭轉，使得金融資本的勢力不再是支

要提升伊拉克石油產量到能替兩種用途提供資金的程度，需要好 持美麗多過造成美國本身嚴重傷害。資本主義邏輯，缺少了布希

幾年時悶。而且無論如何，伊拉克還有大約兩千億美元的債務

(單單俄園就有六百四十億美元) ，還有彌補入侵科威特損失的未

償付索賠，總計起過一千億美元。如果在美國託管下，伊拉克未 8 A. Krueger, 'Economic Scene' , New York Times , 3 Apr. 2003 , p. C2; J. 
Madrick,'The Iraqi Time Bomb', New York Times , 6 Apr. 2003 , Sunday Magazine, 

能支付這些債務，將引起盟際一片諾然(俄國當為先鋒)。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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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顯然無能採取的有效的官方行動，遂指向美圓經濟力量的流

失，而非像 1990 年代經濟景氣期間協調出來的大舉資本流入。

就像過去投機性資本流入泰圓、印尼和阿根廷以刺激景氣，卻突

然崩潰而陷入資本外逃和經濟災難， 1990 年代投機性資本遲到

華爾街所刺激出來的景氣，同樣可以(某種程度上，已經是)翻

轉過來。當然，情勢有點不同，因為美元總是全球資本的安全避

風港，而鑄幣利差的權力仍掌握在美圈。但是，這大體上還是取

207 決於對美關政府的倍賴，而且，越是察覺美關政府目前是由軍事

…工業複合體、新保守主義者，以及(更令人擔憂的)原教旨主

義基督徒聯盟主宰，資本邏輯為了生存所需，就越會仰賴華盛頓

的政權改變。這將產生一種效果，就是完全終止新保守主義版本

的帝國主義。如果這種情況沒發生，對美閻而言，更堅決轉向永

久性戰爭經濟所造成的巨額流失，可能形同一種經濟自殺。屆時

顯武主義熱潮將成為美關不惜任何代價要維持全球支配地位，最

終採取的孤注一擲。

但是，新保守主義帝關主義計章可能造成的潛在損害，還有

另一個面向。美關帝閻主義強權的單邊主義主張，完全未能認識

到當前存在於資本循環與積累的資本主義組織內的高度跨領域整

合。當任何經濟體貨物中的外圓成分，典型上約佔三分之一至二

分之一價值的情況下，美國抵制法國與德路貨物以及歐洲回報以

聯合抵制，幾乎都沒有意義。但是蠅起中的圓族主義，現在既因

戰爭而高漲，也為對抗新自由主義的運動所助長，確實能夠限制

國際資本流動和積累的動力。退回到資本循環與積累的髓域組構

徵兆已經很多，還可能因為高漲的國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潮流而惡

m 化，更別提文明衛突的觀念大有進展的方式。但是，撤自到瘟域

權力集圈，行使排他性的做法，投入集廳內部的競爭，正是釀成

1930 年代與 1940 年代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組構方式。列寧將被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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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說得沒錯。而且可以想見，沒人想再度造訪那場危機，這使

得緩慢但看得出來的、朝向這種解答漂移的趨勢更顯挫敗。

在經濟層面延續新自由主義政治，正如我已經指出的，導向

以其他方式進行的積累，也就是奪取式積累的延續(如果還不算

逐步擴大的話)。外部的必然結果，想必是不斷增長的全球反抗

潮，而唯一解答就是由國家權力壓制群眾運動。這意味了延續過

去二十多年來，全球經濟特有的低強度戰事，除非找到某種減緩

全球過度積累問題的辦法。我曾經主張，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在

中國進行的造成分裂、激烈而龐大的計畫，而其本質是真正的原

始積累，這些計畫將刺激經濟成長率和公共基礎建設發展，可以

吸收大部分世界資本剩餘。這假設這種過程不會在中園內部激起

一場反革命。但是，如果這能奏效，那麼剩餘資本撤離轉沛流入

中國，對於目前仰賴資本流入支撐本身不具生產性的消費(包括

軍事和私人部門)的美國經濟來說，這將是一場災難。其結果將

同於美圓經濟的「結構調整J '它將要求前所未聞的緊縮程

度，那是自 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未曾見過的緊縮。在這種 2的

情況下，美團將亟欲運用其支配石油的力量過止中國，最低限度

在中亞引燃地緣政治的衝突，但也許擴散為更全面性的街突。

任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規則線的這個問題，唯一可能(但暫

時)的解答，是某種新的、範園廣及全球的「新政 J (New 

Deal) 。這意味著把資本循環與積累的邏輯，從新自由主義的束

縛中解放;沿著偏向干預主義和單分配的路線，重新架構圓家權

力;抑制金融資本的投機勢力;分散壟斷與獨佔(特別是軍事一

工業複合體的邪惡勢力)的壓倒性力量，或是透過民主加以控

制，藉以規定從廠際質易到我們在媒體上所見所聞的一切事物。

其結果是回歸某種較仁慈的「新政」帝國主義，最好是透過考夜

基 (Kautsky) 很久以前設想的那種資本主義強權聯盟布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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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歐洲現在偏愛的這種超級帝觀主義，也有其負面意酒

和後果。如果布萊爾的顧問庫柏 (Robert Cooper) 的話可信，那

麼超級帝國主義支持重提文明、野蠻和原始的十九世紀瘟分，但

披上後現代、現代和前現代狀況的外衣，而後現代是文明合作行

為的保衛者，預期能透過竄接或間接方式，誘導出對普世(亦即

「西方的j 與「資產階級的J) 規範的尊重，以及遍及全球的人文

的 主義(亦即「資本主義的J) 實踐。根據這種觀點，以歐洲為主

的後琨代國家，全然不是 f古老歐洲J '反而是領先美闋的一條

出路，而美國還沒能擺脫其現代主義之道。困難在於它就是那種

類別，容許像彌爾 (John Stuart Mill) 這種十九世紀自由派人

，在讚揚「文明化J 國家(例如他自己的英國)裡的代議政府

原則的同時，可以合理化將印度納入託管並向海外強徵貢物的理

由。在缺乏經由擴大再生產而持續積累的強大復甦下，自由派帝

國主義的歐洲版本，只會更加深陷於遍布世界的奪取式積累政治

的新自由派泥淳，以兔積累的動力熄火。這種替代性的集體帝踴

主義形式，將很難為廣大的世界人民接受，他們經歷過(並在某

些情況下開始反擊)奪取式積累，以及與之相關的掠奪式資本主

。像庫棺這種人提出的自由派策略，無論如何，對後殖民作家

問言已經太過熟悉，以致於沒什麼吸引力。 9

當然，潛伏於各家各派中，有更為激進的解決辦法，儘管遭

遇壓倒性的階級力囂，以及與之對抗的特殊利益，但是建立一個

9 R. Cooper, '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 Observer, 7 Apr. 2002 0 U. Meh惚，

Liberalism and Empi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9) 才是出的才比
抖，若用以反對庫柏提出的方案，後果將是毀滅性的。在這一點上，跟其他

地方一樣，我深深受怠於 J. Anderson 提出的分析，參見他的 'American

Hegemony after September 11: AIlies, Rivals and Contradictions' ，未出版手稿，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Borders Research,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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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內和國際上由美圓及歐洲領導的新「新政J '衡諸當前局

勢，確實還是足以爭取的目標。一想到經由某些長期待空修補著

的適當追尋，它或許真能減輕至少幾年過度積累的問題，並減少

從事奪取式積累的需要，這或許能鼓舞民主、進步和人道的力量 21 '1 

集結在新政背後，並將它轉化為某種實際的現實。這確實像是提

議一種更少暴力且更和善的帝關軌道，比起當前由美國新保守主

義運動提出的粗暴顯武主義帝國主義好得多。

當然，必須戰門到底的真正戰場位於美圈內部。就此而論，

還是有抱持微弱希望的根據，由於對公民自由的嚴重縮減，以及

對於要付出國內獨裁的代價換取海外帝協主義，已有長期的認

識，這就為政治抵抗提供了重要基礎，至少對真正相信人權法案

的人來說是如此，他們對於合憲性的憧憬，不同於當前主導高等

法院新保守主義多數派的願景。這種人至少跟基督教原教旨主義

者一樣為數眾多，後者目前正在政府裡發揮邪惡的影響力。在多

數的華督教徒權，尤其是在領導層(大致表述了反戰立場)裡，

有跡象顯示出現一種孤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道德律令，並主張

一種不同的基督教義，信奉宗教寬容，以及與他者和平共存。有

個努力表達自己的反戰和反帝國主義運動，但是關族主義、愛國

主義，以及在各個層次打壓異議的氣氛(特別是在媒體裡) ，意

味了國內還有一場令人怯步的門爭要打，對抗新保守派版本的帝

圓主義，並且反對經濟層次新自由主義的延續。例如，集結在新

自由主義陣營背後的階級力量就很難應付，但是新保守主義治理 212 

形式在圈內與關際方面，越是顯得有問題，就越可能在即使是菁

英階級內部，針對領土權力邏輯應該採行的方向，出現分裂和異

議。新自由主義模型當前的困境，以及它現在對美圓本身造成的

威脅，也許會引發建構替代性的領土權力邏輯的呼籲。這種情況

是否會發生，端賴美關內部政治力量的均勢。儘管這或許不是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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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但它在我們個人和集體的未來搏，都將扮演重大角色。

棺對於此，世界其他地方只能旁觀、等待和盼望。但是，有一件

事情是確定不移的。來自世界其餘地隘的跨界反美國主義，不會

有幫助，也無能為力。那些在美國奮門，企盟在國內和外國事務

方自建構替代出路的那些人，需要他們能夠爭取到的一切同情和

支持。有蠶於在新保守主義帝國主義的建構中，內部/外部辯證

扮演了要角，所以，這種辯證的逆轉在反帝國主義政治中，也有

其關鍵角色。

後記

為了達成我解釋為何是那個時候、為何立即的自標是伊拉 2':3 

克，即使還有很多未定之數，我還是必須提供戰爭為何爆發的暫

時|生解說。現在，有些事情已經麓清了。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先

發制人攻擊的主要理由)不是個威脅，也沒有發現任何質質證

據。薩達姆﹒海珊與蓋達組織及 911 事件的推定關聯，並不存

在。 911 委員會 (9/1 1 Cornmission) 的聽證會和報告，以及美國

參議院的情報報告，還有英屬的修頓與自特勒調查 (Hutton and 

Butler inquiries) ，都指明用以支持戰爭決策的情報有多麼粒糙、

薄弱，而且未經查證。來自政府的政治壓力顯然扮演要角，但是

政治決策郤沒有像情報失誤那般，獲得同等程度的認真檢討。英

輯和美國兩地在這一點上的系統性~避，點出了背後大有文章。

無論如何，情報部門並沒有將國家送上戰場，這是政抬人物幹

的。而且，在美國，新保守派早就想要入侵伊拉克了。比較廣泛

的主張一一亦即目標是要讓整儷盔域民主化;過去延展給非民主

政權的優惠該停止了;還有對人權的壓倒性關切一一卻因為美囡 M 

繼續(以軍事現身為後居)支持其他地方的暴力壓迫政權，並且

堅定支持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的殘暴軍事政策，而相互矛盾，大

打折扣。

隨著時間過去，布希和布萊爾都訴諸用武力讓世界上少…個

殘暴獨裁者，在道德上是件正確事情的論點，認為「歷史J 將會

證明他們做對了。尤其是布希，很堅持送給伊拉克「皂白J 的禮

物就是個充分理由了。他堅稱， r自由是上帝送給世間男女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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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J 1 。如果當真看待，這可能導致一連串先發制人的解放戰

爭，從沙烏地阿拉伯、辛巴威和巴基斯扭，以迄中悶。

但是，誠如馬修﹒阿諾德 (Matthew Arnold) 很久以前的觀

察， r 自由是一匹很好騎的馬，但必須驕到某個地方。 J 2 那

麼，伊拉克人民被期待要騎這匹自由之馬到何處呢?美屬對這個

問題的解答，於 2003 年 9 月 19 日說出來了，當時盟軍臨時管

理當局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首長布瑞默( Paul 

Bremer) 發佈了各項命令，包括「公營事業全面私有化、外閻公

司掌握伊拉克企業的完整所有權、外盟利潤的全面廢回......開放

伊拉克銀行供外國控制、外國公雨享有本關待遇，以及......消除

幾乎所有的貿易障礙。 J 3 這些命令適照於所有經濟領域。只有

石油例外(可能原因是，它其有特殊地位和地緣政治的重要

性)。還實行了一項平頭稅 (flat tax) (這是美圓某些保守派偏愛

的累退稅制)。罷工視為非法，組織工會的權利遭受嚴格限制。

實施這套倫敦《經濟學人>> (Economist) 所謂的「資本主義

夢幻J 於伊拉克政權，引發了批評。伊拉克過渡期間的貿易部長

抨擊「自由貿易基本教義論」的實施，描述它是「忽視歷史的有

缺陷邏輯J 0 對於美國準備要「掠奪伊拉克J (如果發生的話，就

是十分惡劣的一種奪取式積累)的覺察，隨著對美國企業而言是

個大利多的「伊拉克重建鴻運J 上了路而臼益可倍。實際上，伊

1 G.W. Bush, 'President Addresses the Nation in Prime Time Press Conference', 13 

Apr. 2004; <http://www. 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0420040413-

20.html>. 

2 Matthew Arnold 引用自R. Wi11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850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8), 118 。

3 A. Juhasz, 'Ambitions of Empir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Economic Plan for Iraq 

(and Beyond)', LφTurn Magazine , 12 (F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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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的關家資產正以低廉價格拍賣給外國人。布瑞默的命令違反

了自內瓦和海牙公約有磁任何佔領勢力之適當角色的規範。 4 美

國抗拒在伊拉克實行直接選舉，部分原因是它希望與指派的過渡

政府共事，他們可以在(極可能會排拒他們的)直接民主體制建

立以前，合法地專注於這些自由市場改革。雖然 f完整主權」在

名義上授予精挑細選的過渡政府，讓它於 2004 年 6 月底掌權，

以便獲得聯合國決議案支持，但轉換期協議郤指稱，它無法通過

實質的新法律，只能確認既有的法令。新領導班子和美國中情局

的關係淵遠流晨，似乎不太可能會挑戰美國施加的自由市場基本

教義論。 5

布瑞默的命令實際上是要求在伊拉克建造一個完美的「新自

由主義盟家J 。這裡值得喚起記憶的是，第一場新自由主義盟家

建造的大實驗，是在皮諾契( Pinochet) 得到美麟支持，於 1973

年「小型 9日事件」暴力政變推翻民選的阿葉德( Salvador 

Allende) 後的智利。來自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沿著私

有化和解除管制的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路線，協助重建智利經

濟。在智利與伊拉克暴力施行新自由主義的三十年問隔裡，各種

類型的國家，始自英國的柴契爾和美圓的雷根，脫離了對完全就

業和全體公民福祉的關注，採行新自由主義道路，只關心過止通

貨膨脹、創造優良的企業經營環境以及推動市場自由。布瑞默的

命令實際上是以強大武力，實施了美國嘗試在全球尺度上做的事

情(挾著圓際貨幣基金及其結構調整方案的協助，並透過世界貿

4 N. Klein, 'Of Course the White House Fears Free Elections in Iraq,' Guardian, 24 

Jan. 2004, p. 18; Editorial, 'The Iraq Reconstruction Bonanza', New York Times, 1 

Oct. 2003 , p. A22. 

5 A. Juha妞， 'The Handover That Wasn't: How the Occupation of Iraq Continues' , 

Fore扭11 Policy in Focus Policy Report, <www.fpi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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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組織施行) ，而且完全符合布希政府經由其千禧年挑戰補助

( Millennium Challenge Grants) ，加諸外圓援助支付款的要求。 6

入侵時的一個大問號是，這到底要視為解放，還是佔領。

情很快就明朗了，入侵主要是為佔領。在嚴肅史家的眼中，整個

殖民歷史及其中東餘波的基本知識，注定一問始就會如此看待入

侵。每個腎險進入這個區域的外關勢力，都宣稱解放是其目標，

行為舉止卻像個暴虐的佔領者。 7 自從布希於 2003 年 5 月 1 日

在「任務完成」橫幅標誌下，降落在一艘航空母艦以來，有更多

美圓軍人喪命了。美國在伊拉克改採更殘暴的鎮壓戰術(這種戰

爭時仿效以色列對付巴勒斯坦人的做法) ，卻引發了更廣泛的抵

抗。「投以高劑量的恐懼和暴力，以及大蠹計畫金錢J '這段佔

領期間的一位美國地面指揮官說， í我認為我們可以讓這些人民

相信，我們是來這裡幫助他們的 o J 這種手段顯然失敗了，仁慈

軍事伯領的神話，也遭到阿布格萊 (Abu Ghraib) 監獄虐囚醜間

無法回復的重創。自

結果就是笑國有經來越多人願意質疑入侵動機，以及伊拉克

戰後重建駭人聽筒的缺乏章法。這甚至造成主流報紙非比尋常的

認錯道歉，坦承沒能擔負起針對邁向戰爭的歷程提出批判分析的

6 N. Klein , "White House Fears Elections"; T. Crampton, "Iraqi Official Urges 

Caution ‘ on Imposing Free Market" , New York 叮m白， 14 Oc t. 2003 , p. C5; S. 

Soederberg, "American Empire and "Excluded States": The 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 and the Shift to Pre吃mptive Development'，未出版手稿， Dep 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Alberta, 2003. 

7 D. Gregory, The Colonial Presellf (Oxford: Basil Blackwell, 2004); R. Khalidi, 

Resurrecting Empire: western Footprints and America's Perilous Path in the 

Middle East (Boston: Beacon Press, 2004). 

8 D. Filkins, 'Tough New Tactics by U.S. Tighten Grip on Iraq Towns', New 恥rk

Times, 7 Dec. 2003 , p. 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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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 9 莫爾(Michael Moore )的《華氏 911)) (Fahrenheit 9/11 ) 

不僅對布希政權提出具破壞性的爭議，也打擊了推動戰爭背後的

階級和企業利益。其結果是美國內部臼益尖銳的黨同伐異，很可

能在 2004 年 11 丹之後，導致華盛頓的政權更替。如果民主黨

獲勝，翰內外的明顯軍事化極可能會舒緩(雖然絕對不會消

失) ，而涉及性慾特質和宗教的「文化戰爭」會經歷另一波輪

替。多元文化主義和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 )會獲得言辭上的

偏愛，而新保守主義推向威權治理的力道會受抑告IJ (但我恐怕這

不會逆轉)。但是，就政?台經濟與地緣政治的基本局勢而言，.有

鑑於正在運作的根本力量，是否可能有實質改變就不太清強了。

例如，就伊拉克而論，美關已經承受越來是最高的國內外壓

力，必須找到迅速脫身的策略。但是，這裡卻有一些尷尬的兩難

困局。美國軍力太快撤出，可能會使得伊拉克陷入血腥內戰。這

正是(喪失公信力的)中情局的預測。因此，即使是曾經批判美

閻帶頭入侵的人，也變得很容易堅持美軍留下來，直到穩定伊拉

克的工作做好(如果辦得到的話)。美國大致上是透過伊拉克的

族裔和宗教攝陷從事政治操作，因而積極(也許是不智的)讓它

們躍升為政治集團。當然，宗教和族裔的分裂很明顯，它們之間

的街突也大有可能發生。後果之一可能是將伊拉克分割為遜尼

派、庫德族和什葉派的國家。一直謠傳有這種分割計盞，但是周

9 D. Rie缸， 'Blueprint for a Mass: How the Bush Adrninistration's Pre-war Planners 

Bungled Postwar Iraq' , New York Times , 2 Nov. 2003, Sunday Magazine, pp. 28-

78; M. Ignatieff, 'Why Are We In Iraq? (and Liberia? And Afghanistan?)', New 

York Tim剖， 7 Sept. 2003, Sunday Magazine, pp. 38峭的; C. Moon呵， 'The Editorial 

Pages and the Case for War: Did Our Leading Newspapers Set Too Law a Bar for a 

Preemptive Attack?' ,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1 Mar. 2004; Editorial, 'A 

Pause for Hindsight' , New York Tim剖， 16 July 2004, p. 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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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新帝間主義

邊國家(尤其是土耳其)不太可能袖手旁觀，不予介入。而且即

使美囡自伊拉克其餘地臨撤離，也極不可能會讓油田不受保護。

剩下的其他選項，就是讓美圓長期留在伊拉克(這項可能性在美

國越來越不受歡迎) ，或是讓{占領在聯合閻的主導下變得國際

化。布希政府起初不願意考慮後由這條路(即使假定聯合國可以

這麼做) ，可能原因混合了處飾的驕傲、美國的主要機構無法改

變路徑，以及對石油的關切。佔領和重建國際化的微弱腳步已經

邁開，也凱瑞 (Kerry) 主政的話，肯定會努力往這個方向推

動。但是，這牽涉了讓被排除在車建契約以及油田之外的國家

219 (像是法圓、德國和俄羅斯)握有更大的發言權。另一方面，伊

拉克債務(一千億美元，加上賠償科威特的一千億美元) ，大部

分白俄羅斯和其他具影響力的玩家掌握，如果美圓將更多控制權

讓渡給聯合國，就更有可能被豁免。但是，美翻不太可能讓出對

石油的最終控制，無論華盛頓是由誰當政。

全球石油供應和儲量的確切狀態，向來很模糊。例如，我起

初指出加拿大的石油儲量正在減少。然而，如果將焦油沙中難以

提煉的石油也算進去，那麼加拿大的石油儲量就很可觀了。俄羅

斯在過去一年左右，挾其龐大數量進軍世界石油市場(而且它現

在開始登上石油出口經濟體的地位，遼闊一切附帶的危險和困

難)。布希政府對於非洲(尤其是西非和安哥拉)軍事基地突然

感興趣，幾乎肯定與當地堅富的石油蘊藏有關。 10 附帶一提，

我們現在從最近解禁的英國情報紀錄，知道美國於 1973 年危機

時，曾準偏要佔領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和阿布達比 (Abu

Dhabi) 的油田。 11 沙烏地當時間意將油元透過美盛銀行流通的

10 E. Schmitt, 'Pentagon Seeking New Access Pacts for Africa Bases' , New York 

Times , 5 July 2003 , pp. Al ,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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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為了避兔這種威脅，這項推論看來撥為可{言。就更普遍

的石油情況而論，我們所能做的頂多是承認石油狀況反覆無常，

但也要接受無論發生什麼事，中東對全球經濟都是個關鍵區域，

而美國在這個地區的現身，自 1945 年以來就穩定地逐步升高，

在不遠的未來也不會減少。我的結論是，華盛頓政權的移轉不會 no 

改變，更別提翻轉美國控制該值域及其石油蘊藏的驅力。

這就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涉及美圓如何能夠合理化它

在該區城的持續軍事介入。主要的正當理由是長期的不安全狀

態。石油供應的擾動會對全球資本主義造成嚴重負面後果，原因

是高昂或過度波動的油價。以此衡量，美國對伊拉克的干預稱得

上是徹底失敗，石油價格既波動無常，又比戰前平均價格要高許

多。梅鐸 (Rupert Murdoch) 夢想的每橘 20 美元，已經轉變為

每桶 40 美元左右的夢魔。但是，有時候看起來美盟像是歡迎、

甚至刻意盤聽了不安全，以便正當化它的持續介入。布希對於以

巴問題的不對稱涉入，可能滿足了美圓的最要國內利益，但也在

這個區域和其他地方，升高了恐怖主義、交戰狀態，以及暴動。

持續的不安全狀態(包括伊拉克內戰的威脅)及恐懼氣氛的延

續，在布希及其謀士看來，必定是邁向再度勝選，以及環繞著強

大軍事機器和假久的戰爭經濟，來鞏固全球政治勢力最方便的途

徑。若是由凱瑞主政，有鑑於美國國內政治，即使可以期待有一

些裝飾性的轉變(像是對以色列採取稍微批判的立場) ，能否改

變這種基本局勢，不無疑悶。就像美關從 1980 年代和 1990 年

它協助創造的金融波動中獲利，它也可能從其政策所激起的安全

波動中獲益。

11 L. Alvarez, 'Britain Says U.S. Planned to Seize Oil in '73 Crisis', New 】勿rk Times , 

4 Jan. 2004, p.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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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的論點最引起爭議的面向，也許是美圓比較是出一 在美圓的人數，都顯示了美圓主導地位的下降趨勢。在某些領域

22可 {島經濟和政治虛弱的立場來操作，而非立足於強勢立場的運作， (尤其是非軍事領域) ，歐洲和亞洲正在領先美國。在過去幾年

伊拉克的冒險事業很可能標誌的是霸權的終結，而非美國全球支 裡，超過 400 問外國公司(來自許多不同國家，包括美國、日

配階段的起點。我說的是否正確，只有時間能回答。但是，美圓 本、德國、英閥、韓國和台灣) ，像是通用電子(General Electric ) 

做為一個霸權勢力，即將面臨衰退的可能性和潛在後果，是我們 和英國石油，在中圓設立大型研究機構，利用教育良好的勞動力

必須面對的。雖然我依然支持我自己論證的一般要點，但還需要 及龐大市場，這裡的新產品實驗棺對容易，而且潛在獲利很可

進一步闡述。 觀。美囡雖然還是一個令人敬畏的對手，郤不再像以前那樣可以

我從一項事實開始，即全世界大部分的研發都在美關進行。 主宰研究發展。 12

這使得它能夠維持技術優勢，並且讓技術變邊的全球路徑，偏向 製造業工作的喪失，對美關經濟力量的影響有多嚴重，這樣

於對它有利的方向(尤其是滿足了以軍事工業複合體為核心的利 的問題也提出來了。如果世界大部分製造業由在海外營運的美國

益)。這產生了從世界其餘部分流向美國經濟體的技術租金之 公司控制呢?其實，許多主要產業現在是由非美閻公司主導，構 223 

流。美關堅持智慧財產權(例如，專利藥物)的盟際保護，正是 成了「十大電子和電子設備製造詣裡的九大;十大汽車製造廠暨

要確保這種「食不可者」地位。在過去，亞洲經濟體的相對力最並 電力與天然氣公用事業裡的八大;十大煉油廠裡的八大;十大電

非仰賴它們的創新能力(日本、台灣，以及較低程度上的韓闕， 信公司裡的六大;十大製藥公司裡的五大;六大化學公司裡的四

是部分例外)。這些經濟髏專長於採用來自美國的創新，然後素。 大...... 0 J 13 以美國為基地的製造公司已經不像過去那樣當家作

用它們的勞力資源和組織技能，將新系統應用於成本更低、效率 主了。然而，它們確實從海外投資中獲得豐厚利潤。海外投資的

更高的生產。因此，世界大部分地區都仰賴美圓的技術創新。這 利潤率遠比國內報酬率要高。杜曼尼與列維 (Dumenil and Levy ) 

使美國可以界定重大的創新變遷(大致上就像 1980 年代和 1990 指出，美國企業在從世界其餘地方將超額利潤汲取回到美國經濟

年代廣為招練的 f新經濟J 中，它針對高科技產業的做法) ，並 體上，非常有效率。"

再度於新科技魔法的歡樂舞蹈中引領世界。但不清楚的是，新一 這項自流彌補了美圓的工作損失嗎?不幸的，這大部分是透

之22 波的創新會來自何處(雖然生化科技和醫療科技是領先群倫的候 過股息支付和股票增值，而禪益於已經很富裕的人。這惡化了

選者)。而且，雖然美關在技術創新上的領先幅度還很大(這大

體上要歸功於其研究型大學) ，卻有很多跡象顯示，它正在走下 12 W. Broad, 'U.S. Is Losing its Dominance in the Sciences', New York Times , 3 May 

坡。美國核准外國人的專利數量，於 1980 年至 2003 年悶，從 2004, pp. A1 and 19; D. Henwood, After theNew Economy (New York: New 

40% 上升到接近 50% '而且有非常多種指標，像是科學和工程
Press, 2003). 

的R. du Boff, 'U.S. Empire: Continuing Decline, Enduring Danger', Monthly Review, 

方面論文的外國作者、頒給美路以外圓家公民的諾貝爾獎，以及 55/2 (2003), 1-15. 

外國研究生(尤其是來自印度、台灣和中鷗)選擇回家鄉而非留 14 G. Dumenil and D. Levy, 'The Econornics of US Imperi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未出版手稿，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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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深植於美國社會結構中，難以賀信的階級偏坦。因此，大部分

美國人口現在依賴高所得者的消費習i賞。其影響是產生了眾多低

收入的服務工作，那是一種為經濟上佔有支配地位並透過選舉捐

獻而主導政府的上層階級而存在的服務階級。過去三年裡，美國

損失的兩百萬個左右的製造業工作，薪水超過一小時 17 美元

(通常稍有健康照護等福利) ，但是部分彌補這項損失的服務業工

作，時薪只有 14 美元(通常沒有福利)。有些服務業工作現在甚

至轉移到境外:印度接收了美國的白領工作，從軟體製造和電腦

服務，到航空票務，以及企業與政府帳款服務的一切工作。 15

關於工作移轉到海外，及其對於美圈就業的衝擊，已經有非

常多討論了。但是， 2000 年至 2003 年損失的兩百萬個製造業

加 工作裡，只有 30% 歸因於海外採購( outsourcing )。大約有 40%

可以歸因於國內生產力的提高，剩下的 30% 則是以進入蕭條來

解釋。 16 從零售業和服務業，到農業和挖土機具製造的各種產

品優磁且持續提升的生產力，讓美國在原本可能會輸掉的領城裡

維持了競爭力。但不利的是，技術引發的失業和工作不穩定，成

為勞工與中產階級的長期間題(即使是在「繁榮的 J 1990 年

代，生產力快速提升的階段，也是如此 17 )。優越的生產力可以

將單位成本降低，郤不必然能改善生活品質(我們全都必須在改

爾瑪 (WalmartJ 購物)。

這些力量持續展現，並解釋美國勞工階級工作與所得創造的

牛步化。我的結論是，製造業能蠢的相對損失，構成美關大多數

的 Yasheng Huang and Tarun Khanna, 'Can India Overtake China?', China Now, 3 

Apr. 2004; <http://www.chinanowmag.comlbusiness/business.htm>. 

16 E. L. Andrews, 'Imports Don't Deserve AIl That Blame', New >?ork Times , 7 Dec. 

2003 , Business Section, p. 4. 

17 R. Pollin, Contours of Descent (London: Verso,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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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褔主lt提升的嚴重阻力，並使美國容易受到外關競爭的損害，

即使寓所得者從他們的海外投資中獲科學庫。

美圓無止盡消費主義的角色，是個同樣微妙的問題。它令美

關在雙邊貿易談判上{占有實質優勢，因為擁有進入龐大美圓市場

的特權，就意味了一筆好生意，對較小的圓家尤其是如此(像是

智利或台灣)。美圓勤奮運用這項力量而非 WTO 來達成目標

(我的猜測是，再多個幾次不利於美國鋼鐵關稅或棉花補貼的裁

決，可能會導致美國拋棄 WTO' 一如它放棄關於氣候變遷的京

都協議 (Kyoto agreement J 一樣)。世界其餘地區對於美函消費

者市場的仰賴，確實是全球權力關係的一項特色。但是，美盟消

費主義近來的榮景，幾乎完全是由債務支撐。它將國內淨儲蓄率

降到了接近零(如果我們考慮近期的消費主義，其支撐來自以膨

脹的住宅價格來從事抵押貸款再融資，那麼j爭儲蓄率或許甚至是

負數)。這也有階級上的偏組，囡為美關消費主義越來越仰賴美

國頂層 10% 人口的消費習慣，那是財富和所得高度集中的所

在。在最近的一次蕭條裡，花費超過收入的習慣在維持美圈經濟

兔於困境上，扮演了關鍵角色。 18 雖然這種消費主義大部分可

以歸因於對消費財的無曆胃口，個越來越多是由必需品所推動。

大部分將抵押貸款融資以獲得現金擴大收入的人，是為了對付高

漲的健康照護成本、醫療保險的喪失，以及教育支出 0

美盟問題的核心，就是這種挺直落入負債的狀況。這幅金融

闊像持續加速惡化。甚至柯林頓政府的前財政部長魯賓( Robert 

Rubin) ，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的經濟學家，都以非常不尋常的方

式，公開批評美國財政政策是對全球穩定的嚴蠶威脅。 19 聯邦

18 L. UchiteIle, 'Why Americans Must Keep Spending', New York Times , 1 Dec. 2003, 

pp. C1-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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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財政上的不負責任，已到了前所未聞的程度，即使有微弱

226 的經濟復是跡象，但以當前的政策，在未來十年裡想要避開財政

毀滅，可謂前景堪慮。除非視之為新保守主義策士的刻意推動，

否則這種政策真是無法理解，他們故意迫使整儷公共財政結構陷

入巨大危機，使政府被迫放棄一切社會義務(像是社會福利

(Social Security J 和醫療保險(Medicare J )。這將可以完成他們

縮減政府力量(軍力除外) ，直到「可以溺斃在浴缸裡」泌的長

期計畫( 1980 年代初期的預算局長史托克曼( David 

StockmanJ '詳細說明了雷根政府將代早期的操作方式)。

美國盤旋而上的赤字，若不拖欠或落入長期仰賴外國贈禮的

狀態，就無以為繼了。美國已有大約 40% 的國庫(賞和五分之一

的華爾街資產是由外閻持有。我誤將每日流入以彌補經常帳赤字

的資金估為 20 億美元:它實際上只有一天的億美元，而且還

在升高!日本、台灣和中圓的中央銀行大力彌補這些赤字。唯一

的其他解答是利用美國的鑄幣(印製美元)力量，以貶值的美元

償付債務:但是這將意味了閻內的劇烈通貨膨脹，以及美元在國

際市場上的崩盤，遠遠超過美元當前相對於敵元的貶值。在這個

競技場裡，美國力量的崩頹似乎迫在眉髓，除非美國政府大幅改

變，離開目前採行的自殺道路。

華盛頓的政權移轉，至少在自前的時點上，可能造成實質變

化。但是，誠如我在主文裡的主張，資本主義重新穩定自身、兔

19 趴在. Muhleisen and C. Towe (eds.), U.S. Fiscal Policies and Priorities for Long-Run 

Sustainability, Occassional Paper 227 (Washington , DC: Interb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4); P. Krugman, 'Rubin Gets Shrill', New York 叮mes， 6 Jan. 2004, p. 

A23. 

20 D. Stockman，盯'le Triumph 0/ Politics: Why the Regan Revolution Fail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6); P. Krugman, 'The Tax-Cut Con', New 跆rk Tim帥， 14 

Sept. 2003, Sunday Magazine, pp. 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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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重大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創造某種「新J 新政。我不認為這 227 

算得上是解決全球資本主義國局的恆久解答。但是，這可以提供

一個喘息空間，讓其他還項或許可以和平出現。在美間，這種政

治所由臨的困難非常艱鉅。它將導向翻轉二十年來，基本上是將

階級力蠹交給一小群菁英的新自由主義。美國頂端百分之一所得

賺取者在 1980 年{占全國所得總額低於 8% '到了 2000 年就升到

15% '而且隨著布希的減稅政策 (the Bush tax cuts) 將很可能達

到 20% 的標準。頂端 0.1% 所得賺取者{占全國所得的比例，於

1979 年至 1998 年間，從 2% 升高到超過 6% 。這個富裕的執行

長和銀行家菁英階層，對於政治過程發揮了極度不成比例影響

力。 21 兩個政黨都蒙其j享愛，至於全體人民合理取得健康照

護、教育、社會福利和優濯工作所需的單分配政治，幾乎不可能

發生。政黨在這個方面的唯一實質差異，乃是共和黨人特別受惠

於文化上的關族主義與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派白人勞工階級，他們

一致被說服為了文化理由而投票反對自身的物質利益;民主黨人

員IJ被迫要注意比較左傾的、非常清楚自身物質利溢的選民。民主

黨會前進得多遠，將由社會運動追求其自標的氣勢決定。車分配

不會是心甘情願的捐贈，而是必須寸土必爭。

最後，有一種危險的自滿觀點，認為全球經濟正在復甦，囡

為以美國為基礎的消費主義復原了。但是，像智利、日本、澳 223 

訓卜德圓，甚至是印度等如此多樣的經濟體，復聽勁道很強是源

於中國基礎建設投資的龐大需求 (2003 年的固定資本投資增加

率是 25%) 。甚至美關製造業也區為中圓對於挖土機具的需求而

21 G. Dumeni1 and D. Levy, 'Neo-Liberal Dynamics: A New Phase?'，未出版手稿，

2004 , p. 4; Task Force on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American 

Democracy in an Age of Rising Inequality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2004, <www.apsanet.org>. 



22fJ 

178 新帝聞主義

獲益。中國驚人的經濟成長(根據大部分的民間分析家，宮方數

據有所低估， 2003 年是 9.1%) 和轉變步調，伴隨著強大的內部

壓力及緊張，至少在過去十年來，對於全球成長都很重要。中盟

現在主導了整個東亞和東南亞，成為具有龐大全球影響力的監域

霸權。亞洲對中國的出口以嚇人的速率成長，許多亞洲經濟體在

過去兩年裡'對於中國的總出口比例增長了一倍。中圓現在是南

韓與台灣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在日本出口市場上也可以和美函爭

雄。 22 中圓的消費者市場也以驚人成長率擴張(它已經是全球

最大的手機和朋馳汽車市場)。中國對於石油的龐大渴求也顯而

易見。它已經是美國之後的第二大進口國，以目前的成長率來

看，將於 2020 年超越美闊的消費。這對於全球氣候變選(以及

油價)的後果，可說是潛藏著大災難。控制中東和里海盆地

(Caspian Basin) 油田的地緣政治鬥爭(這解釋了美國為何不願
將伊拉克爛攤子的控制權讓給聯合國) ，山雨欲來。我們談論的

是誰的長期能源安全?美鷗還是中間?至少，在這最後一點上的

22 很難追得上中國變化的腳步。來自亞洲間發銀行、亞訪時專訊資料研究中心

(the Asian Monitor) 的報告，搭配其他金融報封的報導，可以讓我們做些粗

略評估。參見 Si-ming Li and Wing-shing Tang, China's Regions, Polity, and 

Economy: 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ll ÙZ the Post-Rφrm Er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2000); Wang H凶， 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ransition, ed. T. Hut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ÙY Press , 2003); and D. Hale and L. Hale , 'China Takes Off , Foreign 

A.ffai悶， 82/6 (2003), 36-53 。另參見H. McR缸， 'Working for the Yangtze Dollar', 

Independent, 18 Nov. 2003 , Review, pp. 2-3; K. Bradsher, 'Is China the Next 

Bubble?', New York Times , 18 Jan. 2004, Section 3, 1 and 9; K. Bradsher, 'Like 

Japan in the 1980s, China Poses Big Economic Challenge', New York ηmes， 2 Mar. 

2004, pp. A1 , C2; T. Fishman, 'The Chinese Century', New York Times , 4 July 

2004, Sunday Magazine, pp. 24δ1; M. Hart-Landsberg and P.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 Monthly Review, 56/3, special 

issue on Chin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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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意涵，每個人都應該很清楚。

然而，中國的情勢充滿了危險。 1995 年以來，製造業工作

也有淨損失，根據最近的佑算，損失超過了 1500 萬個工作(或

是總數的的%) ，原因是北京和上海周邊「鏽帶」的眾多城鎮和

村辦企業破產。剖開始運轉的新生產系統，沒有那麼勞力密

。然而，電力短缺時有所聞，勞動關係極為不穩定。臨域和階

級不平等顯然正在擴大，即使官方提出了對抗政策。這一切對於

海外的影響，也矛盾重重。中圖取代的製造業工作，比起美圈，

更多是來自日本、南韓、墨西哥和其他地方。沿著墨西哥北部邊

境的加工出口 (maquilla) 製造業地帶，過去兩年裡失去了接近

20 萬個工作，這些工作全去了中齒。但是，中國正在進行的龐

大基礎建設投資，肯定帶動了大部分的全球經濟體，而且經濟學

裡一個證據充分的命題是，這類投資比起消費主義，對於總體成

長的刺激會大得多徊，那麼，現在是由誰來引領全球復甦就很

清楚了。答案並非美關。力量移轉到中國和整個亞洲(印度現在

成為一個更強大的角色)的趨勢正在加速而非減緩，唯一的問題

是中國成長的步調能否維持，以及如何維持。

最後這(自問題沒有簡單的解答。中國的大部分發展，包括公

私部門，真有高度的投機性質，可能輕易就超越美圓 1990 年代

的「榮景與泡沫J '一旦泡沫破裂，就會有同等的災難性後果。

最近中函經濟體的刻意「降溫y 使得評論家設想「軟著陸J 而

非撞毀的可能性，但是需求的減少已經在全球其他地方都導致了

23 A. Cassell , 'Th Economy: Study Undermines Charge China is Stealing U.S. 

Factory Jobs', Philadelphia InquÌ1肘， 22 Oct. 2003 (posted). 

24 關於這個論點的話據摘要，參見 J. Madrick, 'Economic Scene' , New York Times , 

10 July 2003, p.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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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的成長率。中國的銀行系統公認是不穩定的。 25 中國也和

美國一樣，很容易受到外部變遷的傷害。來自美齒的一波保護主

，或是美國消費主義崩潰，都會對中關經濟體造成明顯的危

險。承認中關是掘起中的勢力，不意味它能夠全然自主於美國:

這兩個經濟體之間的連結越來越是互惠，而非強烈的依賴。

此刻，地緣政治的函貌變幻莫測。快速變化的聯閉還有待塵

埃落定(如果可能的話)為某種穩定的、後冷戰構造。東亞和東

南亞鬆散結合的安排，似乎正圍繞著中國而鞏固(雖然有些狀況

下不太甘願) 0 26 歐洲的分隔依然令人苦惱，雖然已經有些厲繞

著經濟、甚至軍事政策的和諧跡象。歐元和英鏡相對於美元的增

倍(目前已經超過 25%) ，點出了對於美元做為唯一全球儲備貨

幣地位的新挑戰。坎坤(Cancún) 會議上，中閩、印度、南非和

巴西領導的策略聯盟，在農業補助方面對抗歐洲、美國和日本，

開啟了地緣政治協商的新戰線。中國和印度之間暫時重歸於好，

231 也顯示了世界權力均勢的一項重大改變。美圓雖然仍享有實質影

響力，但已無法宣稱它擁有過去為本身白的而塑造全球聯盟的壓

倒性力量。不穩定的國家(像是巳摹斯坦或沙烏地阿拉伯)裡無

法預料的分裂，很容易就會外溢成為全球大騷動。在美國原本可

以輕鬆主導的地方，現在它必須費盡心力維持滑動的影響力。

在拉丁美洲格外明顯。雖然巴西的魯拉(Lula) 對其圈內追隨者

而言令人失望，他的國際行動主義卻很鮮明。代表拉丁美洲貿易

團體的南方共同市場 (Mercosur) 與印度簽署一項重大的雙邊貿

25 K. Bradsher, 'China Announces New Bailout of Big Banks', New York Tim帥， 7 Jan. 

2004, p. Cl; K. Bradsher, 'China's Strange Hybrid Economy', New York Tùnes , 21 

Nov. 2003 , p. C4. 

26 J. Perlez, 'China Is Romping with the Neighbors (US Is Distracted)', N，的v 】勿rk

頁'111凹， 3 Dec. 2003 , pp. AI-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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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協定時，他自倍地宣稱，印度、巴西、俄羅斯和中圖在二十一

投紀可以沿著更公平的路線，一起草寫世界經濟地理。這很可

能發出了一餾世界出現「反新自由主義」權力集團的信號。

但是，強調這裡的反覆無常是很重要的。歷史上，我們會見

過相對穩定的時期(例如，大部分的冷戰期間) ，然後是機度不

確定的階段，一切快速的重組和重新結盟都可能發生。在這些階

段中，很難預測結果是什麼。有誰在 1928 年能預測到會有一場

資本家之間的戰爭? (譯按: 1928 年主要圓家簽訂「非戰公約J

(Kellogg-Briand Pact of 1928) ，承諾放棄以戰爭做為國家政策工

其，但 1940 年代起卻逐步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有誰能在 1985

年就預測到蘇聯(大致上和平)的崩裂?誰能夠在四年前就預料

到與伊拉克的戰爭迫在眉臆?而且，美國極度脆弱。即使它自誇

的軍力也問題最重。美圓或許在遠距遙控的摧毀性武力上佔主宰

地位，但是它就是無法取得長期地面軍事(占領的意志或資源。

但是，這正是恆久的不安全狀態到臨之處。如果和平突然出 2~32 

現於世界各地，那麼美閣將無法對內及對外說服任何人，它的軍

事現身在任何地方有其必要性。當然，這個世界有夠多的張力，

以及嚴酷的敵對和衝突，使得這種和平乍現不太可能發生。但

是，我們必須提出來的大哉問是，美國的干預到底是解答的一

環，還是問題的核心。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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